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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洪堡大学欧斯特康普教授“海外名家”系列讲座 

Öffentliche Vortragsreihe von Prof. Dr. Ernst Osterkamp 
Über deut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geschichte 

 
应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邀请，柏林洪堡大学教授、

两院院士恩斯特·欧斯特康普（以下简称欧教授）作为“海外名家”于 2017 年 9 月
访问北京大学，开设四场讲座。听众中间既有德语系和德国研究中心的师生，也有来

自其他院系和兄弟院校的师生。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和副主任谷裕教授先后担任讲座

主持。 

第一场讲座于 9月 18日在二教 425举行，题目为“宗教改革五百年——马丁•路
德与德语文学”。欧教授主要论述了宗教改革的神学意义以及宗教改革对于文学的影

响。欧教授首先从唯独信仰、唯独恩典、唯独圣经等新教重要原则出发，概述了宗教

改革与路德神学的基本观念，并指出，对《圣经》的翻译、阅读与阐释就培养了新教

文化的语言学传统。路德不仅以《圣经》翻译不仅大大促进了德语的统一和发展，更

作为不畏强权的英雄形象进入了德语文学。欧教授以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歌德的戏

剧与诗歌等文本对此作了深入分析。9月 19日，第二场讲座在外文楼 106举行，题目
为“德国人的希腊梦”。欧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德国文化史上对希腊文化的崇拜。首先，

他阐释了德国“古典主义”这一概念并论证了希腊文化在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中的重要

作用，介绍了德国十八世纪重要的美学史家、

德国希腊情结的奠基人温克尔曼。以温克尔曼

的希腊崇拜为核心，欧教授又先后以荷尔德林、

歌德、席勒的作品选段分析了他们作品中的希

腊崇拜。其中，欧教授着重讨论了希腊梦中对

自由与艺术关系的探讨、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

教育的观点。教授同时指出，当时德国小邦林

立、大敌当前的政治现状，在德国人看来与古希腊具有可比性，也加深了其希腊崇拜。

但是对于希腊“乌托邦”式的追寻，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9 月 21 日上午，欧教授
在外文楼 206 作了关于《浮士德》第二部的学术讲座。欧教授首先介绍了《浮士德》
的成文史及其包罗万象的创作特点。在这出悲剧中，歌德不仅加入了自然科学论争，

还对十九世纪社会，特别是经济危机、人造生命、开疆拓土等问题做了深刻反思。紧

接着，欧斯特康普教授带领大家纵览了《浮士德》第一部中的知识的悲剧和爱情的悲

剧，并以此为基础转向《浮士德》第二部中美的悲剧。与第一部中甘泪卿的市民悲剧

不同，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象征着古典世界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过是一个美学的幻

像。最终，只有“绝对的爱”才能拯救在追寻中蒙蔽了双眼的人类，这就是《浮士德》

全书结尾“圣山宝训”所传递的信息。欧教授的第四场讲座于 9月 22日在民主楼 103
举行，论及二十世纪最重要、也最神秘的德语诗人：斯台芬•格奥尔格。欧教授首先

梳理了格奥尔格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指出其在二十世纪初德语诗坛的领军地位。之后，

教授又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审美主义诗歌与同时期法国象征主义、特别是马拉美与波德

莱尔之间的联系。紧接着，欧教授以格奥尔格的一系列“花园”诗为例，通过细致而

准确的文本分析解读了诗人的美学主张。作为艺术或诗歌的象征，“花园”诗展现了

格奥尔格“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的美学追求，但也透露出他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倾向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社会整体精神的缩影。 
欧教授的讲座不仅话题新颖、资料翔实，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尽显“名家”

本色。听众不仅收获颇丰，而且与教授进行了愉快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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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S-Studierende nahm an 
dem „Kolleg Europa“ von 

DAAD teil 
 

2017年 9月 17日至 9月 23日，北大
德国研究中心四名博士生赴巴黎参

加了由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
主办的欧洲研讨会第三期会议。中心

共有七名硕士和博士生参加了该项

目。该研讨会总共分四期，每次为期

一周，会议地点选取跟会议主题密切

相关。2016年 9月第一期在波兰与德
国的边境小城斯鲁比彩（Slubice）举
行，意为“开放的边境”。2017年 3月
第二期选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研讨会议题与对匈牙利政府拒绝接

收难民的右翼倾向息息相关。第三期

在巴黎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欧洲
——开放式思考”，具体分为五个讨论
小组，议题分别是“从法律角度看移

民与难民问题”、“欧盟移民、劳工与
社会体系”、“欧洲文化变迁”、“欧洲
城市发展与公平性”、“欧洲如何进行
政治建设”。会议日程安排丰富充实，
白天以各小组研讨课为主。每天晚上

安排了集体讲座或专家座谈会，就法

德关系、难民危机、欧盟面临的挑战

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9月 20号的
学术考察活动安排学员们参观了法

国历史移民博物馆和巴黎绿色城市

规划区等。DAAD负责人专门与中国
学生进行了谈话，收集意见与反馈。

通过一周的会议和交流，大家普遍觉

得受益匪浅，对法国的移民历史、移

民政策以及难民危机背景下法德民

族性的差异有了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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