
德国人在世人眼中，一直是“男子汉大丈夫”
的形象。德国人办事一板一眼，讨厌拐弯抹角，德
国社会也是以男性为主导，尽管总理是位女性，
但仍不会动摇德国国家的代表性特征，即典型的
“男性化气质”。在著名的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中，
德国在“男性化与女性化维度”中高居“男性化”
国家第三位。在很多德国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会
读到英勇无敌的英雄，高瞻远瞩的领袖，探索宇
宙奥秘的智者和追求人生真理的思想家。骏马、

狮子、鹰等雄壮的动物经常会以英姿飒爽的姿态
被雕刻成雕塑，陈列在德国的大街小巷。就连我们
口中的“祖国母亲”，到了德国人那里，也变成了
“祖国父亲”，我们说“母亲河”他们说“父亲河”。
具有“男性化”倾向的国家，国民往往会具备刚毅
的气质，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
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一、德国社会中的“男性化”表象
（一）德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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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德国，就会让人联想到“机器”，德国
人就是为“机器”而生的。就好比法国人为“爱情”
而生，意大利人为“歌剧”而生，中国人为“下一
代”而活。德国是一个工业化十分发达的国家，在
工业的很多领域，德国制造都占有一席之地。这
种“男性化”产业正是德国的优势产业，汽车制
造、电气工业、再生能源等都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德国人对汽车有着深深的挚爱，奔驰、宝马、奥迪、
保时捷……这些耳熟能详的汽车品牌奠定了德
国“汽车王国”的底蕴，几大品牌的经典轿跑车款
式，过硬的技术质量标准以及优秀的驾乘体验使
得德国汽车领跑于世界，成为德国制造甚至于世
界制造的标杆。
（二）德国啤酒
德国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啤酒制造标准，

在德国，啤酒只能以大麦芽、啤酒花、水和酵母这
四种原料制作，固执的德国人一直秉承着 1516年
的“啤酒纯净法”所规定的内容。几百年来保持下
来的酿造技艺使得德国啤酒被称为是最纯正的
啤酒。德国人酷爱啤酒，真正热爱啤酒的人才能
制作出正宗的啤酒，德国人正是如此。有了啤酒，
严肃认真的德国人可以在休闲时光肆意挥洒，潇
洒畅饮，这种“男性化”的喜好根植于德国人心
中，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的习惯。
（三）德国足球
四星德国是德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上取

得的战绩，德国成为这个星球中紧随巴西之后的
足球国家。德国国家足球队被人们贴切地称为“德
国战车”，这种阳刚骁勇的名字带有浓浓的“男性
化”特征，因为德国队就像永不言败、勇往直前的
一台战车一样，他们用信仰与勇气谱写着自己的
足球战歌。有着 630万成员的德国足球联盟是世
界上会员最多的体育俱乐部，德国人将足球视为
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没有之一。

以上种种物质表象给德国打上了“男性化”的
烙印，而如果从精神层面上来分析，无论在德语
语言范畴还是在德语文学领域，“男性化”的特点
更有其深刻性与深远性。

二、德语语言文学中的“男性化”特征
（一）德语
德语这门语言也如德国人的性格一般，严谨

刻板，严格按照自己的语法来构成句式，而不是

按照语义的通顺度或顺序度排列而成。如果在德
语语言中使用了情态动词或完成时亦或被动语
态等，按照语法要求，动词都要位于最后，以至于
听者要听到最后一个词才能弄懂全句的意义，有
时往往好不容易等到最后一个词，前面的词汇已
遗忘大半。德语语言的这种特点，大大限定了它的
幽默度和抒发感情的程度。这种语言无形当中会
锻炼人脑的思考与思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德
国诞生了如此之多的哲学家与思想家：马克思、恩
格斯、康德、黑格尔等等。这种严谨的、理性的语
言，使得说德语的民族具备一定的思想性与深刻
性，这与男性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显得不谋而合，
不能说德语就是男性的语言，但德语绝对是一门
具有“男性化”倾向的语言。

另外，从发音上来看，德语构词多是辅音连
接较多的情况，这样的词汇读起来会显得铿锵有
力、冰冷生硬，缺乏感情色彩，很适合演讲与辩
论，不适合谈情与治愈。因此这种语言是很有阳刚
力量的，鼓舞人心极具说服力，希特勒正是利用
自己的演讲天赋将德语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
致，以至于迷惑了二战前的德国大众，让他们无
条件地听命于自己。
（二）德语文学
世界上说德语的国家不多，奥地利算是与德

国最为亲近与相像的国家了，奥地利文化与德国
文化同属德语语言文化的范畴，这是有其历史原
因的。德国与奥地利的德语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坛
中一直有其重要的影响力。2019年刚刚揭晓的诺
贝尔文学奖，被奥地利德语作家彼得·汉德克斩
获。彼得·汉德克的写作过程就是一条追寻自我
探索的人生道路，通过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不断地
重构自我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对外部世界进行着
深刻的思考。他的作品也如同大多数德语文学作
品一样，有的狂飙而突进，如《骂观众》；有的深邃
而理性，如《试论疲倦》；有的批判而反思，如《无
欲的悲歌》。

在彼得·汉德克的作品中，很难找到轻松愉
快的类型，这也是大多数德语文学作品的共通性，
因为其同时会结合很多学科的知识，如哲学、美
学、建筑、自然科学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德语文学作品成为畅销文学的可能性，却提高了
对读者的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的要求，读者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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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博学的知识。德语文学的这种冷静旁观的态度，
有一种“父亲”般的沧桑睿智与大气磅礴。

德国人给世人留下了这种“阳刚性”的印象，
无论从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这种“阳刚性”似
乎与德国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那么如此明显
的民族特点绝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有其历史原因
与民族特性的。

三、“男性化”特征在德国文化中形成的根源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男性化”德

国的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

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德
意志的历史正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是
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必然结果。德国位于欧
洲中心腹地，地势平坦少障碍，邻国众多，在历史
上就是四周国家觊觎的对象，由于常年的征战与
饥荒，逼迫着德意志人必须身强体壮，意志坚定
并且骁勇善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拥有这样
的“阳刚”能力，德意志人才能保命存活。

在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德国这片土
地上最多曾出现过 300多个国家，国家的分裂让
德意志人不断思考着统一之道，在经历了和平统
一的失败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武力统一。德国人
常年征战的能力积累，在统一过程中加深的军国
主义思想，以及统一之后蓬勃发展的军事工业，都
为日后的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如果说
这是德国人“男性化”特质的历史由来，不如说是
德国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男性化”特质促使了
历史的发展。
（二）从“性格决定命运”看“男性化”德国的

形成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 :“一个人的性格

就是他的命运”。德国人的性格正是决定了德国这
个国家的命运。

首先，德国人是具备“服从性”性格特征的。
德国人在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崇尚武力，德国军队
纪律严明，下级对上级可以做到无条件的服从，俾
斯麦曾骄傲地赞美自己的军队是一支具备美德
与荣誉感，忠诚与服从性的队伍。无论是从罗马帝
国时期的条顿人开始，再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
意志人，又或者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在军
队中的他们都能做到遵纪守秩，对上级下达的命

令顺从而不质疑，这其实与德国人心中对没有家
园的恐惧心理息息相关，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只有
这种服从才会创造胜利，进而建立自己的国家，找
到自己的归属。这种性格在今天仍然在德国人心
中根植，表现在他们对于法律法规的遵从，德国
的法律法规众多，每个州还有自己立法的权利，有
人笑谈，德国人的生活是在法律框架内规定下来
的，没有法律德国人没法生活。

第二，德国人很严肃，德国人给人最初的感
觉是呆板而沉重，毫无幽默可言。但时间长了之
后，德国人其实是用行动来真诚对待朋友。他们
对待工作和休闲分得很开，认为“公是公，私是
私”，二者绝不可混谈。德国文学甚至是电影都会
含有一定的思想性，德国人取得的音乐成就最高
的领域是古典乐。也许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珍惜，德国人做事情都有
长远的计划，无论是做出的产品还是建设的房屋，
他们都想长久地使用下去，因此，未雨绸缪地为
人处世是德国人现在认为最安全的立国之道。

第三，德国人是好战的。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
的直系后代，罗马帝国时期的日耳曼人是蛮夷落
后的代表，但正是这群野蛮的日耳曼人推翻了强
大的罗马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了三次王
朝战争，最终统一了帝国，德国人在战争中腾升
出的普鲁士精神最终演变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
正是缺少什么才会紧抓不放，正是长期分裂下的
无统一状态，一时间迎来了几次大战之后的民族
统一，德国人几百年压抑下来的情感蓬勃迸发，进
而变得傲慢无比，排挤他人，最终挑起伤害全人
类的战争。
（三）从宗教改革看“男性化”德国的形成
德国人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世纪的德

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帝国的各位诸侯都将罗
马教皇视为神一般的存在，而对罗马教廷倾囊相
助，教皇借此机会大加敛财。人们纷纷对此提出质
疑，马丁·路德在此时提出了“九十五条论纲”，举
起了改革的旗帜。但宗教改革的影响不仅仅在宗
教这一领域，从某种层度上来看，德国人的秉性
与信仰从宗教改革开始，逐渐确定了下来。

路德特别强调，工作是需要被尊重对待的，因
为每一份工作都是上帝给予给信徒的，是神的旨
意，人们完成工作就是完成神给予的（下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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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在德语中，“Beruf”是工作的意义，它是由名
词“Berufung”（召唤、使命）演变而来，德国人坚
信，认真努力的工作就是完成上帝的使命，不单
单是赖以生存的手段。因此，在每一位德国人的
辛勤工作下，德国制造成为了令人信服的制造业
标杆。而君主被视为是上帝的代言人，因此信徒
们要服从君主提出的要求与规定，这也是德国人
性格中“服从性”产生的原因之一。

德国是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国家，历史的
沧桑变革没有磨灭德国人的热情与本真，回顾过
往，他们低下了骄傲的头颅，脚踏实地地走出了
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怀
和姿态，也是一种偏“男性化”的处理方式，知错
能改，善莫大焉。现在的德国也尝试变通，太过
“钢铁”的冰冷是不易于跨国交流的，太过“男性
化”的严谨刻板也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
女性领导人的出现就是很好的应变，“男性化”的
德国不会变得“女性化”，但吸取教训之后的德国

会更加聪明地“男性化”下去，毕竟坚强好胜、严
谨认真的性格是德国人最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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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要切实发挥好“考核棒”的作用，借助工作考
核推动辅导员对自身网络素养提升的自觉性。同
时，提高辅导员工作考核中实际工作成效的占
比，特别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与成果。

高校辅导员是新时代高校抢抓网络思政教育
阵地的执行者、落实者。网络素养直接关系着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开展，直接关系着教育的
实际成效。辅导员提升网络素养对其个人、辅导员
队伍和高校思政队伍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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