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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重点围绕 其 中 有 关 中 国

历史的描述，通 过 对 所 选 教 科 书 中 国 历 史 描 述 内 容 的 梳 理 和 分

析，界定其对中国历 史 认 知 的 取 向，在 此 基 础 上 确 定 德 国 中 学 历

史教科书五种中 国 形 象 建 构 类 型。相 关 研 究 旨 在 了 解 德 国 中 学

教育历史观和中国 历 史 观，促 进 中 德 人 文 交 流，这 也 是 本 文 学 术

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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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青少年历史观培养的大方向、大思路，是事

关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问题。作为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德国中学历史教

科书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同时，中学历史

教科书也承载了对青少年整体世界形象观的培养功能。基于历史教科书这一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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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对德国中学历 史 教 科 书 中 的 中 国 形 象 进 行 分 析，能 够 突 破 资 料 与 语 言 的 限

制，进一步了解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

国内学术界对德国 历 史 的 关 注，重 点 集 中 在 历 史 事 实，以 历 史 本 体 为 研 究 对

象，研究德国重大历史事件对德国本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对德

国历史中涉及他国关系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研究，对德国历

史教科书的研究同样集中于内容研究①。

关于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较少。萧辉英指出，联邦德国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客观叙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及掠夺，并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

设，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赞赏，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给

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德国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总体上缺乏第一手

资料，一些提法还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对中国历史研究现状并不了解，并且对于中

国古代历史部分的介绍篇幅过少②。吴悦旗针对德国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形象

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形象在德国历史中经历了从“遥远强盛的东方天堂”“黑暗、

愚昧、残酷的妖魔化中国”到“中国威胁论、崛起论”以及对中国形象的多维审视过

程，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德两国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德国，中国一直被

视为一个对立的“他者”，中国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自身需要以及中

德关系发展的影响③。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虽然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涉及中国形象的相关研

究很少。对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关注德国中学教科书中

国历史的描述和传授方式，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德国如何看待中国、德国中学如何通

过历史教育引导德国青少年认识中国。

一、德国中学的历史通识教育

德国的中学 分 为 文 理 中 学（Ｇｙｍｎａｓｉｕｍ）、实 科 中 学（Ｒｅａｌｓｃｈｕｌｅ）、普 通 中 学

（Ｈａｕｐｔｓｃｈｕｌｅ）和综合 中 学（Ｇｅｓａｍｔｓｃｈｕｌｅ）四 种 类 型。传 统 的 文 理 中 学 学 制 为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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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见李乐曾：《历史问题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选择———以德法、德波和德以关系

为例》，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４　１６页；孟钟捷：《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 意 识———试 论 德 国 历 史 教

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载《世界历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５６　６６页；孙文沛，阮一帆：《联邦德国历史教科书

中“二战历史”叙述的变革》，载《德国研究》，第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９５　１０５页。因德国历史研究各主题研究成

果资料颇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萧辉英：《德国教科书中国史部分略析》，载《山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９５年 第３期，第

５６　５９页，这里第５７，５９页。

吴悦旗：《德国历史发展中的中国形象变迁》，载《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７７
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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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生年龄为１０～１９岁。文理中学的五至十年级属于中等教育初级阶段，十一

至十三年级是中等教育高级阶段，这一阶段为此后的高等教育做准备。实科中学

学制为６年，学生年龄为１１～１６岁，是一种既有普通教育性质，又有职业教育性质

的新型学校，其宗旨是为高中或双轨制职业教育做准备。普通中学学制为５年，学

生年龄约１１～１５岁，主要面向双轨制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综合中 学 建 立 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此类学校取消了中等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分离，学

生可以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进行互转，这一灵活多样的学习体系替代传统

学校分类方式，满足了学生更多的修业需求。

德国联邦制决定了联邦州中学教育形式的多样性特征。按照德国宪法《基本

法》，德国实行联邦、联邦州、地方（县）三级行政治理制度。《基本法》第３６条确定

了联邦和联邦州的立法权限范围，联邦立法包括外交、国防、关税、司法、经济法、劳

动法、土地法和涉外法等。联邦州立法则主要涉及教育及文化领域，各州拥有独立

决定权。按此权限分工，德国各联邦州在教育、教学、教材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

基于联邦制这一国家性质，德国各联邦州在不同类型学校开展不同方式的历

史教学，但总体而言，上文所述的四类中学都开设历史课，通过相应的历史教材向

学生普及、传授德国历史价值观，培养中学生的历史观。文理中学历史课开设得最

多，实科中学历史课程单独开设，普通中学将历史与社会科学合并为“社会科学与

历史”课，综合中学将历史、地理和社会学合称为“社会科学”。因教学内容和目的

不同，各类学校开设历史课的方式和课时数也不尽相同①。在德国，基础教育阶段

（小学）没有专门的历史课。

根据德国《中学社会科学／政治毕业考 试 统 一 要 求》②（以 下 简 称《要 求》）的 精

神，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

为此，学生需掌握历史学科知识、提高历史学科能力。《要求》对能力和知识给予了

明确界定。在能力要求方面，学生需根据历史事件和过程对历史时代进行定位，并

借助史料，辨析、描述、分析和评价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和历史意义。此外，学生还需

掌握相应的历史分析方法，恰当运用学科有关概念，区分、分析和评价原始史料和

史学家的评述。在知识要求方面，按照德国各州的规定和教学计划，历史教学范围

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五个历史时期，并以现代和当代为重点。近代

９５

①

②

孙智昌：《德国中学历史课程、教科书和教学》，载《外 国 历 史 教 学》，２０００年 第２期，第３８　４０页，这

里第３８页。

德国联邦制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德国没 有 中 央 性 质 的 教 育 行 政 管 理 部 门，由 德 国 文 化 部 长 联 席 会 议

制定教育领域相关要求。具体到中学教育而言，联席会议针对中学各门学科制定考试毕业要求，该要求对中

学教学 起 指 引 作 用。涉 及 中 学 历 史 教 育 的 纲 领 性 文 件 为：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Ｐｒüｆｕｎｇｓａｎ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ｎ　ｉｎ　ｄｅｒ
Ａｂｉｔｕｒｐｒüｆｕｎｇ　Ｓｏｚｉａｌｋｕｎ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此处直译为《中学社会科学／政治毕业考试统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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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内容包括现代主权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从中世纪进入到现代，及欧洲人发现和接

触非欧洲文化时代等。现当代历史事件主要有：革命性变革和解放运动、新型国家

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国际政治运动中的对抗与合作、２０世纪德国的民主和威权、冷

战时期德国问题和两个德国的发展等。① 通过历史教学，学生不仅应该掌握本国历

史及世界历史知识，而且也应该学会评价历史，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性关系。

基于这一德国历史教学的能力和知识期待、历史认知目的以及教育属各州权限

范围等特点，本研究选取巴登 符腾堡州相关中学历史教材为例证，罗列其中的中国叙

事部分，勾勒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本研究收集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共四套，总计２５
册，分别为：恩斯特·柯莱特教科书出版社（Ｅｒｎｓｔ　Ｋｌｅｔｔ　Ｓｃｈｕｌｂｕｃｈ－ｖｅｒｌａｇ）出版的《历
史与事件》（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一套８册；施罗德尔出版社（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ｌ　Ｖｅｒ－
ｌａｇ）出版的《历史时间》（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套７册；康乃馨出版社（Ｃｏｒｎｅｌｓ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出版的《历史论坛》（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套５册；舍恩宁出版社（Ｓｃｈｎｉｎｇｈ
Ｖｅｒｌａｇ）出版的《时代与人类》（Ｚ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一套５册（见表１）。

表１　本研究所收集整理的教科书列表

序号 教科书名称（德文） 教科书名称（译文） 出版年份 适用年级

１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１ 历史与事件 第一册 ２００４ 六年级

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２ 历史与事件 第二册 ２００５ 七年级

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３ 历史与事件 第三册 ２００５ 八年级

４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４ 历史与事件 第四册 ２００６ 九年级

５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５ 历史与事件 第五册 ２００７ 十年级

６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１１ 历史与事件 十一年级用 ２００９ 十一年级

７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１２ 历史与事件 十二年级用 ２０１０ 十二年级

８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Ｋｌａｓｓｅ　１３ 历史与事件 十三年级用 ２００３ 十三年级

９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１ 历史时间 第一册 ２００４ 五／六年级

１０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２ 历史时间 第二册 ２００５ 七年级

１１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３ 历史时间 第三册 ２００６ 八年级

１２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４ 历史时间 第四册 ２００７ 九年级

１３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５ 历史时间 第五册 ２００７ 十年级

１４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１１ 历史时间 十一年级用 ２０１０ 十一年级

１５ 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１２ 历史时间 十二年级用 ２０１１ 十二年级

１６ 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１ 历史论坛 第一册 ２００４ 六年级

１７ 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２ 历史论坛 第二册 ２００５ 七年级

１８ 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３ 历史论坛 第三册 ２００６ 八年级

９６

① 阮一帆、傅安州：《德国文理中学高中历史课教学要求及其特点分析》，载《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第１２　１５页，这里第１２　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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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教科书名称（德文） 教科书名称（译文） 出版年份 适用年级

１９ 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４ 历史论坛 第四册 ２００７ 九年级

２０ 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ａｎｄ　５ 历史论坛 第五册 ２００８ 十年级

２１ Ｚ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１ 时代与人类 第一册 ２００４ 六年级

２２ Ｚ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２ 时代与人类 第二册 ２００５ 七年级

２３ Ｚ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３ 时代与人类 第三册 ２００５ 八年级

２４ Ｚ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４ 时代与人类 第四册 ２００６ 九年级

２５ Ｚ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５ 时代与人类 第五册 ２００８ 十年级

　　来源：作者自制。

这２５册历史教科书应用于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的中学历史教育，针对中学阶

段各年级。这四套教科书的编排虽有差异，但整体而言，以编年史形式为主，展现

人类古代史、德国国别史、世界近代史等历史脉络和历史专题。在世界史方面，重

点呈现近代世界的发展历程，论述历史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二、德国中学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教育

综观所选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发现，有关中国历史内容的编排具有分散性

的特点，叙述难度也因年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内容总体趋同。中国历史在各版本教

科书中呈现的方式略有差异，但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第一，在某个历史时间段或历

史专题中，专门设有中国章节，详尽描述中国历史，勾勒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近、当
代中国重大事件，并在全球史观框架下，通过对中国与世界（主要是欧美）联系的描

述，展现中国形象。第二，德国历史教科书对世界现、当代史的叙事以专题史编写方

式为主，如世界殖民史、冷战史等。在专题叙事中，与中国相关的历史事件被归纳入

某一特定历史专题，中国不作为叙事重点，而是将中国历史零散地放在世界历史构架

中进行描述，就此而言，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碎片化的特点。
在对上述２５册教科书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 上，本 研 究 选 取 其 中 较 为 集 中 涵

盖中国形象的４册教科书，分 析 了 其 编 写 体 系、中 国 章 节，以 及 对 中 国 特 定 历 史

事件的专门描述、相关补充材料和阅读材料。所选４册教 科 书 为：《历 史 时 间：从

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 世 界》（十 二 年 级）①、《历 史 时 间》（第 三 册，八 年 级）②、《历

史论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第 四 册，九 年 级）③和《历 史 与 事 件》（十 二

９７

①

②

③

Ａｎｔｏｎ　Ｅ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２１．Ｊａｈｒｈｕｎ－
ｄｅｒｔｓ，１２，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ｌ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１．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ａｎｄ　３，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ｌ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
Ｈａｎｓ－Ｏｔｔｏ　Ｒｅｇｅｎｈａｒｄｔ（Ｈｒｓｇ．），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ｍ　Ｅｎｄｅ　ｄｅｓ　Ｅｒｓｔｅｎ　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ｓ　ｂｉｓ　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Ｂａｎｄ　４，Ｂｅｒｌｉｎ：Ｃｏｒｎｅｌｓ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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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①。这４册教科书分别适用于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的八、九和十二年级的学

生，教学对象为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期和培养期的德国青少年。
《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中介绍中国的内容集中

于第七章第二节，其标题为“中国：新大国中心的形成”。② 该节重点讲述了近代以

来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展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

史进程和中国崛起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册教科书中，中国是除德国

之外惟一被放在独立章节中详细介绍的国家，由此可见它对中国的重视程度。
《历史时间》（第三册，八年级）在关于“帝国主义扩张和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③章

节中，以次级目录的形式，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形象的叙事窗口，对义和团运动、

外国入侵中国以及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历史背景作了重点介绍。自１８８０年起，列
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最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中国。列强纷

纷强行租下中国的沿海城市和港口，在此建立贸易中心和军事基地来巩固自己在

中国的地位。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割让部分领土给日本。而德国也租借港口

城市青岛，致力于将其扩建成德国在中国的贸易中心和军事基地④。
《历史论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第四册，九年级）第一章以“当代社

会模式：美国和中国”为标题⑤，分别介绍美国 和 中 国。中 国 历 史 事 件 描 述 更 多 聚

焦于国共权力争夺，新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改革与革命，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局

面等。在中国近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段历史时段内，中国政治社会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向新社会的转变，中国在改革、革命以及战争的作用

下逐渐觉醒。
《历史与事件》（十二年 级）在 第 七 章“当 代 的 焦 点”⑥中 将 中 国 作 为 第 一 个 例

子，基于“中国———从古代中国到工业大国”这一定位，按照时间顺序对１８０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建国前的近代历史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上文所述的４册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叙事以现代和当代中国为主，虽然对中

国历史事件的关注和认知取向在一些方面具有共性，但中国历史事件知识的传授

方式、阐释深度和叙述视角因年级不同而有所不同。如下 表２所 示，１７９３年 英 国

使者马戛尔尼访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孙中山民族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ｐｋｅｎ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１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Ｅｒｎｓｔ　Ｋｌｅｔｔ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０．
Ａｎｔｏｎ　Ｅ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２１．Ｊａｈｒｈｕｎ－

ｄｅｒｔｓ，１２，Ｓ．２８０．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Ｂｅｃｋ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ａｎｄ　３，Ｓ．２１６．
同上。

Ｈａｎｓ－Ｏｔｔｏ　Ｒｅｇｅｎｈａｒｄｔ（Ｈｒｓｇ．），Ｆｏｒｕ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ｍ　Ｅｎｄｅ　ｄｅｓ　Ｅｒｓｔｅｎ　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ｓ　ｂｉｓ　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
ｗａｒｔ，Ｂａｎｄ　４，Ｂｅｒｌｉｎ：Ｃｏｒｎｅｌｓ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７，Ｓ．１６．

同注①，Ｓ．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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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及运动、邓小平复出和

改革开放、“六四事件”、奥运会等受到格外的关注，时间跨度为１７９３年至２００８年。

表２　四册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重要历史事件概览

教科书名称

历史事件

《历史时间》
（十二年级）

《历史时间》
（第三册，八年级）

《历史与事件》
（十二年级）

《历史论坛》
（第四册，九年级）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 ２８０ － ２５３ －

鸦片战争 ２８７ － ２５４ －

太平天国 － ２１６　 ２５４ －

义和团运动 ２８９　 ２１６　 ５５ －

八国联军镇压义和拳运动 ２８９　 ２１６ － －

孙中山的西式民族运动 ２９０ － ２５５　 １６

五四运动 － － ２３７ －

军阀混战 ２９０ － ２５５　 １６

国共对峙 ２９０，２９２ － ２５６　 １６，２２

抗日战争 ２９０，２９２ － － １６

新中国成立 ２９０ － ２５６　 １７

社会主义改造 － － ２５６　 １８，２０

大跃进 ２９２ － ２３７　 １８，２１

文化大革命 ２９２ － ２３７，２５７　 １８，２０，２１，２３

“六四事件” ２９３ － ２５７　 ２３

邓小平复出和改革开放 ２９２ － ２５７　 ２３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 － － ２５７ －

　　　　注：表中数字为教科书收录有关历史事件的页码，“－”表示该事件未收录。

来源：根据所选四册历史教科书中收录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年代的顺序汇总而成。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上文所述的中国历史事件描述整体呈现正面评价、中

性评价和负面评价三种类型。对部分历史事件则是正面、负面评价融为一体。从

纵向看，对１９４９年前的历史评价针对１７９３年以来中国凸显的封闭和落后、应对西

方现代化和中国百年屈辱史等。对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当代中国的描述和关注在很多

方面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方面，教科书过多关注冷战背景，强调苏联对中国的援

助作用，同时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

此外，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凸显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由此

导致的冲突。

对于当代中国，教科书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用图表方式展

现３０年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等问题提出

批评。在强调中西方差异的同时，教科书较少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拥有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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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存共赢机会。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得到应有的

关注，有关中国的描述聚焦于政治制度。

三、德国中学教科书塑造的五类中国形象

如上所述，德国中学 历 史 教 科 书 以 年 代 为 顺 序，同 时 辅 以 专 题 叙 事 和 支 撑 材

料，通过对中国相关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取材和基于本我历史认知观、世界历史认知

观的描述与比较，向德国中学生传授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

整体而言，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塑造的中国形象可归纳为五大类型：专制封闭

的近代中国、落后“野蛮”的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红色”意识的当代中

国以及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这些中国形象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呈现方式

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衔接，互为佐证。对于这些中国形象的描述，部分符合历

史事实。但从跨文化视角看，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带有德国的本我

视角解读，尤其是在中德历史文化、政治差异等方面，存在较大主观性。主观性体

现在从本我认知需求出发，将“他者”作为凸显自我中心地位的借镜。
（一）专制封闭的近代中国

就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而言，４册教科书都选择了１７９３
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事件。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陈述，教科书描绘了乾隆

皇帝治下的“天朝上国”。其中关于乾隆对英国使臣的傲慢态度、对英国国王的回

复信函等的描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与自负。对此，教科书《历史时

间：从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给予了较为详实的分析。第一，在中

国的世界地位方面，“从乾隆皇帝回复英国国王的信中，可清晰看出，中国将自己视

为世界的中心，名曰‘中央之国’”①。从对中国国名的诠释中，中国视自己为宇宙中

心的大国。第二，关于地理位置及与周边的关系方面，“在领土上，中国相比周边国

家，拥有着绝对优势”，它们“都属于中国皇 帝 的 藩 属”②，中 国 拥 有 大 国 中 心 地 位。

第三，中国儒家文化方面，“儒家中国视自己为世界中心，皇帝即天子，不仅是中国的

领导者，而且是普天之下的统治者。这一世界观念也使中华帝国对其他帝国都有

着天然的优越感”③。第四，中国社会秩序方面，“孔子理想社会的基础是自然生成

的等级秩序，是家长制的，其中心思想是保持对父亲的敬畏。君臣关系也是这种家

庭范式的延伸，统治者是被统治者的父亲，国家即家天下，天生是绝对权威的”④。

１００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ｔｏｎ　Ｅ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２１．Ｊａｈｒ－
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１２，Ｓ．２８０．

同上，Ｓ．２８７．
同上。

同上，Ｓ．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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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梳理和分析可知，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涉及了从中国古代延续至

近代的皇权、父权至上、父权制等社会基础结构。因中国地大物博，“１８００年前后，

很多东亚国家都有对皇帝进贡的义务。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

之一”①。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和对近代外交的 无 知 也 使 近 代 中 国 与 西 方

社会隔绝，与欧洲国家 缺 少 政 治 经 贸 往 来。“这 种 拒 绝 出 自 一 个‘超 级 大 国’的 自

信，即认为自己不需依靠欧洲。”②

西方主动接触中国，但遭到中国皇帝的拒绝，后者以天朝上国的君主自居，将

西方使者访华视为对中国的朝贡。这一事件在上述４册教科书中均有提及，且均

作为近代中国形象叙事的起点。这种中国历史的描述试图突出中国对外部世界持

抵触态度，向德国中学生传递一个“强势、傲慢”的中国形象。

继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之后，鸦片战争成为德国教科书中重要的中国事件。在

陈述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方面，德国历史教科书给予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英国以

鸦片代替银元作为支付手段，扭转英国对中 国 的 贸 易 逆 差”③。教 科 书 认 为，中 国

虎门销烟损害了中英贸易中的英国商人利益，作为受害一方，英国被迫以武力方式

打开中国国门。这种叙述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英国塑造为被动的形象。在对鸦

片战争结果的《南京条约》的叙述中，教科书通过选择“所谓（ｓｏｇｅｎａｎｎｔ）的不平等

条约”④这一话语方式表达了对“不平等”定性的不认可态度。对鸦片战争的描述，

教科书附带了相应的文本支撑材料，在此框架下，提到了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中国。

（二）落后“野蛮”的近代中国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同西方现代化国家交锋的开始。在

这方面，多本教科书强调了英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如《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到

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中所述，“欧洲强国的优势在于武器的先进，这种优势

也是欧洲社会全方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和社会

生活现代化，从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形成对中国的优势”⑤。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 反 清 运 动 也 引 起 了 德 国 历 史 教 科 书 的 关 注，如《历 史 与 事

件》（十二年级）提到，“宗教寄托、反对满清王朝和寻求农村社会改革等因素，在中

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⑥。教科书特别关注 这 一 运 动 具 有 的 基 督 教 背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ｐｋｅｎ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１２，Ｓ．２５３．
同上。

Ａｎｔｏｎ　Ｅ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２１．Ｊａｈｒ－
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１２，Ｓ．２８７．

同上。

同上，Ｓ．２８９．
同注①，Ｓ．２５４．



《德国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 第３２卷 总第１２４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景，并将之视为中国社会接触西方、应对西方的反应方式。

在关于“世界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叙事中，部分教科书单列章节表述义和团

运动，将它称为“义和拳起义（Ｂｏｘｅｎａｕｆｓｔａｎｄ）”。《历史时间》（第 三 册，八 年 级）对

义和团名字的由来进行了解释：“义和团起初是个宗教团体，他们聚在一起练习几

百年前的古老武术，借助这种独特的方式达到聚众目的。而在欧洲，该武术被解读

为拳术（Ｂｏｘｅｎ）。”①总体而言，教科书对这一历史事件持反对态度，其原因第 一 是

义和团运动针对西方人。在德国传教士被杀后，义和团企图以武力方式阻止基督

教在中国的传播。第二个原因是义和团被清政府保守派利用，以此反对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渗透，进而演变为中国与整个西方国家及西方文明对抗的武力冲突。

相比其他中国反侵略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受到德国历史教科书特别关注，并
成为德国历史本身接触中国的重要节点。作为后起殖民国家，德国领导下的八国

联军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获取了自身殖民利益。“联军包括英国（１１５００人）、

德国（１７０００人）、奥匈帝国（４００人）、意大利（２１００人）、俄国（１００００人）、日本（６４００
人）、法国（１５０００人）以及不受统帅统领的美国（４０００人）。”②义和团运动在德国也

成为其散布“黄祸论”的所谓事实根据。另外，德国历史教科书将入侵中国的国家

称为西方强国（ｗｅｓ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ｏｍｃｈｔｅ），强调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是西方

列强对义和团排外的惩罚，以此淡化八国联军的侵华本质。对于义和团的反西方

行为，《历史时间》（第三册，八年级）在表述中凸显中国的“野蛮”，强调中国民众在对

抗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无知：“义和团对抗外来入侵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残害白

种人，杀害他们厌恶的、本应该受尊重的传教士，破坏基督教堂、铁路和电报设施。

随后他们进军首都北京，直逼使馆区。在此期间德国外交使节克莱门斯·冯·克林

德被害。”③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劣迹斑斑，人们“焚烧教堂和

传教点，谋杀传教士和当地基督徒，破坏机器及科技设备，甚至迷信依靠神力护体

抵挡现代武器”④。在支撑材料中，教科书摘录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外交官的通

信，标题为“亚洲对抗欧洲？”，并认为德国公使被杀，说明中国开始清除外国人，要

求立即集合兵力作 出 反 应。同 时 也 要 防 止 日 本、俄 国 侵 占 中 国，欧 洲 要 掌 握 主 动

权⑤。欧洲列强将义和团对使馆区的进攻视为 亚 洲 对 欧 洲 的 宣 战，以 此 为 八 国 联

军进军中国寻找所谓正当理由。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

１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ａｎｄ　３，Ｓ．２１６．
同上。

同上。

Ａｎｔｏｎ　Ｅ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２１．Ｊａｈｒ－
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１２，Ｓ．２８９．

同注①，Ｓ．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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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向各入侵国支付巨额赔款。同时，清政府还被要求彻底剿灭义和团残余势力，

并派遣亲王至欧洲及日本，请求各国的原谅。而美国则要求中国打开国门，允许外

国进入中国市场，进行自由贸易①，这些要求进一步动摇了中国的帝制。

通过对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的叙事和评述，教科书不同程度地刻

画了落后的中国形象，强调这一落后导致中国在历次与西方国家对抗中总是以失败

告终。但正是在与西方冲突中暴露出的落后性使中国觉醒，中国开始思考学习西方，

并利用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成果摆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②。《历史时间》（第三册，

八年级）强调，“各国纷纷入侵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应运而生”③。“为应对西方，针对中

国社会各方面学习西方的问题，中国国内掀起了多次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拥有共

同目的，即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而各种政治运动领导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或者在

多大程度上学习西方的现代化。”④中国反对西方侵略均被教科书表述为落后国家和

民众的盲目排外，被建构的落后“野蛮”的形象也由此得到强化。
（三）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

本研究认为，在德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近代历史也被视为中国屈辱史。通过

教科书不同章节的描述，中国近代屈辱史得到较为完整的再现。在外国列强对中

国进行侵略扩张的背景下，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屈辱史历经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

侵中国，直至二战结束。教科书一方面描述了中国从泱泱大国到沦为帝国主义列

强附庸过程中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也再现了中国被动接受

西方文明的历史。对此，《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描

述如下，“自１８３９年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经济和文化扩张，从根本上动

摇了中国中心论”⑤，面对西方势力，中国传统 的 大 国 中 心 观 逐 渐 动 摇。中 国 自 此

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社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图谋瓜分的对象。与此同时，这种屈辱

历史观深深地留在了中国的集体记忆里，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识的国

家”⑥。该教科书强调，这种屈辱意识一直影响至当代中国，“中国对这段屈辱史至

今仍记忆犹新”⑦。

对孙中山民族运动的叙述，《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

级）的表述是：“中国与西方冲突，西方企图将中国社会各领域置于欧洲价值和政治

１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Ｂａｎｄ　３，Ｓ．２１６．
Ａｎｔｏｎ　Ｅ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Ｚｅｉｔ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ｋｒｉｅｇｓ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２１．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

１２，Ｓ．２９０．
同注①，Ｓ．２１６．
同注②，Ｓ．２８９．
同上，Ｓ．２８７．
同上，Ｓ．２８０．
同上，Ｓ．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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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中，因此在中国发生众多政治运动，其共同目的是摆脱西方列强的统治”①，

如“孙中山面向西方的现代化方案旨在再次将西方 逐 出 中 国”②。教 科 书 认 为，孙

中山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帝制，但同时也开启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

期。教科书指出，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彼此对立。教科书对国民党的关注集中于北伐战争、抗日战

争和内战，并强调，在这三大战争中，蒋介石逐渐成为军事独裁者。蒋介石也欲开

展土地改革，但因失败而未能实施。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受到《历史论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第四册，九年级）历史教科书的格外关注。该教科书指出，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前

沿，赢得了民心。抗战之后，当国民党想再度掌握政权时，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强

大。《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华

民国、中国的不同改革理念持敌对态度。１９３１年日 本 侵 占 满 洲 和１９３７年 中 日 战

争爆发以后，很长时间内中国都是孤军奋战。直到１９４１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中

国才得以成为英美的盟国。但是，由于西方列强在欧洲战场失利，所以直到战争结

束，对中国的支持也是极其少的”。③ 战后，中国 以 抗 日 战 争 的 胜 利 奠 定 了 其 世 界

性大国地位，“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重获

国家主权。其明显标志为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地位，并拥有一票否决权”④。

作为西方后起的殖民国家，德国介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当德国充当东亚殖民

急先锋角色时，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因而义和团运动在德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

的描述中占有相当比重。作为德国军事和贸易基地，胶州被重点描述。第二次鸦

片战争、抗日战争等其他中国历史事件在相关教科书中虽有所述及，但与和德国相

关的中国历史事件叙述相比尚显不足。
（四）“红色”当代中国

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描述，如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所示，教科书的编写者聚焦

新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强调了意识形态因素。在美苏冷战叙述框架下，

教科书突出地显示了苏联对新中国成立的影响力。《历史论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至今》（第四册，九年级）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发

展取得了极大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工业生产能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提

１０４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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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这方面教科书

将描述重点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此突出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中国

的影响。《历史论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第四册，九年级）的表述为，“新

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革命。毛泽东主张建立集

体所有制并于１９５６年采取强制措施实现集体制。几乎９０％的农民都集中在各地

的人民公社，公社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家规 定 的 工 作 时 间 和 工 作 指 标”②。该 教

科书在这一方面的历史叙事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及治国理念。另外，教科书《历史

与事件》（十二年级）认为，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挑战苏联权威的过

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立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的自主领导下，中国形成

了独立的共产主义模式，在此框架下结束了对莫斯科的顺从…… 在赫鲁晓夫时代

（１９５３　１９６４），爆发了冲突，北京拒绝赫鲁晓夫经济高于阶级斗争的改革政策，反

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③。

对于当代中国，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凸显其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专门章节对新

中国和当代中国进行描述。在这方面，《历史与事件》（十二年级）强调中国学习苏

联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中国工业、农业、官僚体制、军队、

教育改革都面向苏联模式”④。

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德国历史教科

书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上，突出新中国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毛泽东思 想 及 其 在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中 的 主 导 地 位，以 此 凸 显 当 代 中 国 的

“红色”性。另外，《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指出，中国

发展虽然取得巨大进步，但 “中国崛起也存在很多内部隐患，如国企经营不善所致

的经济危机、土壤污染、沙漠化、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腐败现象、经济

犯罪和暴力事件、城乡差异等”⑤。当代中国政 治 体 制、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和 中 国 人 权

现状也受到教科书格外的关注。

（五）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

对于当代中国，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将视角置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经济成

方面，强调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所作的贡献。《历史时间：从战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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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１世纪的世界》（十二年级）认为，邓小平复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融

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向西方学习，重视效率，使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在短时间内，经济迅速接近美国，并将在不远的将来成

为最大世界经济体”①。所选教科书对“六四事件”的相关评述持完全负面的立场。

另外，面对中国崛起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德国历史教科书强调中国的经济强国地

位，将中国定性为世界性大国。

除经济快速发展外，教科书还凸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

定了中国二战战胜国地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这也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体现。教科书一再强调，中国拥有强大的政治

力量，对国际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特别提到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还是核大国，拥有远程洲

际导弹和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②。在冷战期间爆发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事力量也

被一一列举。朝鲜战争被定性为“美国第一次未能以战胜者身份结束的大型战争”③。

同时，教科书也提到中国反对苏联，中苏关系破裂，“对苏共而言，从长远来，与北京的

‘分裂’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世界丧失领导权”④。在这方面，教科书通过对中国抗衡美

国和挑战苏联的相关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传递中国作为大国的国家形象。

在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方面，如教科书指出的那样，这一诉求同中国儒家文化有

着内在的关系。如儒家学说倡导天地和谐，苍天赋予中国皇帝治理天下之权，并对

中国“中央帝国”的名称进行了阐释。又如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中国百年屈辱史

给中国文化造成的反弹性效应，文化根基、历史意识等因素都被教科书确定为中国

成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原因。从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国际关系诸多方面

的描述来看，教科书将中国的发展清晰地定性为“新大国中心的形成”⑤，由此塑造

了中国的新兴大国形象。

四、结　语

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认知模式之间存在本质上的逻辑联系。在跨文化理解

中，文化的本我性和他我性处于互动关系中，它通过本我性去理解他我文化，通过

他我性界定来反观本我文化。正是基于这一互动认知过程，他我文化理解也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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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①，Ｓ．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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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文化因素。跨文化认知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跨文化理解包括客观理解和主观理

解两方面内容，其中属于文化假设的客观因素涉及存在于文化间的不同文化性，它
包括文化地点、时间 差 异，文 化 形 式 和 内 容 所 致 的 文 化 不 同 性 及 文 化 价 值 的 不 同

性。而文化观念、文化偏见、文化定势思维，对他我文化持有的本我中心主义态度

以及优越感则构成了文化假设的主观因素①，它在不同 程 度 上 影 响 着 对 客 观 异 文

化的感知、体验和理解方式。

因此，跨文化互动认知关系下形成的国家形象，体现了国家形象的二重性，即主

观国家形象和客观国家形象。客观国家形象以一国基本事实为根据，多以数据为基

础进行阐述和分析；而主观国家形象虽然也以一国国家实体为基础，但受到认识主体

的立场、观念、经历和价值观念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客观事实（客体）的评价、理解

和分析过程中。因此，异域国家形象建构也会受到主观理解方式和理解前提的影响，

是他国认识主体视角下的主观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建构“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

他者’的理论假设之上，是本土社会文化无意识的象征，是特定时代本民族文化精神

转喻到关于异域的想象中去，于是，异域经验就成了一种自我体验”②。

如研究所示，所选教科书在选材和中国历史叙事上更多基于本我视角，将中国纳

入本我理解体系中，也就是将认识主体置于客观事实与自己认识相联系的过程中。

这时反映的客体已经不是客体本身，而是认识主体通过客体的主观自我反射。在这

方面，所选材料基本呈现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信息和史料，但相应的评述呈现了主观

国家形象。历史教科书的选材更多基于德国的历史观，所选内容重点依然是与德国

历史有关联的事件，如义和团、青岛等。鉴于当时德国处于发达国家行列，本文所分

析的第一、第二、第三类中国国家形象更多以负面为主，通过建构封闭、落后、野蛮的

中国形象来塑造自我形象，展现德国自身作为西方大国所处的历史地位。第四、第五

类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虽然也有一定的主观意识形态偏见，但所选历史事件较为正

面，基于跨文化认知互动特点，建构这两类中国形象的认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中国与德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国际地位等方面实力地位的变化。

本文所研究的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重大事件的叙事，建构了

基于德国本我文化理解的异域中国形象。这些教科书的有关描述和评价，向德国青

少年传递了中国形象，为中德跨文化理解与交际提供了知识、能力等，但也在跨文化

互动认知框架下为两国跨文化理解带来了一定的认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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