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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們先將回顧日耳曼人的前來，接著檢視法蘭克王國的興起，再

來考察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然後觀察哈布斯堡王朝的發展，同時檢

視日耳曼人的東遷，並進一步討論宗教改革、普魯士的崛起、以及法

國大革命的影響，然後審視德國的統一，最後以一次世界大戰、及威

瑪共和國做結。 

關鍵詞：法蘭克王國、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德國的統一、威瑪

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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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日耳曼人前來 

日耳曼人 1（Germani, Germanic peoples）是指歷史上說日耳曼語

（Germanic languages）的人。約在西元前 1,000 年左右，有一批日耳曼人

因為人口壓力，由斯堪地那維亞半島（Scandinavia）渡過北海、或經日德蘭

半島（Jutland）南移，來到萊茵河（Rhine）中下游以東、及美因河（Main）

以北，接著往東經由埃姆斯河（Ems）、威悉河（Weser）、易北河（Elbe）、

奧得河（Oder），再延伸到維斯瓦河（Vistula）流域2；有一部份日耳曼人後

來進入萊茵河以西、及美因河以南來到多瑙河（Danube）上游，臣服於羅馬

帝國（Roman Empire, 27 B.C.-395），其中，坐大的日耳曼部落斯維比人 3

（Suebi）覬覦陷入內爭的高盧人（Gauls）土地，在領袖阿里奧維斯圖斯

（Ariovistus）率領下，與萊茵河兩岸部落聯手攻打亞爾薩斯（Alsace），於

佛日戰役（Battle of Vosges, 58 B.C.）敗於凱撒（Julius Caesar）；奥古斯都

（Augustus）多次出兵討伐，勢力達到威悉河，終究，阿米尼烏斯（Arminius）

領軍日耳曼部落切魯西人（Cherusci），於條頓堡森林戰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9）重挫 3 支羅馬軍團（Roman Legion），羅馬就不再嘗試

以武力征服，轉而採取守勢，退到萊茵河以西、及多瑙河以南，構築邊牆防

禦，稱日耳曼長城（Limes Germanicus, Germanic frontier）（Solsten, 1996: 3, 

6; Johnson, 1996: 16-17; Delbrück, 1990: bk. 1; Wikipedia, 2023: Germanic 

peoples; Germanic languages; Ariovistus; Battle of Vosges (58 BC); 2024: 

 
1 英文 Germanic-speaking peoples、或 Germanic speakers 日耳曼人。不過，一詞往往與當代

的德意志人╱德國人（Deutsche, Germans）、或過去的條頓人（Teutones, Teutons）混用

（Wikipedia, 2023: Germanic peoples; Germanic languages; Teutons）。相關名詞德意志語

╱德語（Deutsch, German），見附錄的討論。有關於日耳曼人的一般性介紹，見 Delbrück

（1990: chap. 2）。 
2 有關德國的河流分布，見附錄 2。 
3 早期的斯維比人包含馬科曼尼（Marcomanni）、夸迪人（Quadi）、赫蒙杜里人（Hermunduri）、

塞姆諾內斯人（Semnones）、及倫巴底人（Lombards）等部落，後來又發展出部落聯盟

阿勒曼尼人（Alamanni）、巴伐利亞人（Bavarians）、及圖林根人（Thuringii, Thuringians）；

在這裡的斯維比人，具體而言就是指阿勒曼尼人（Wikipedia, 2024: Suebi; Crossing of the 

Rhine）。早期日耳曼人的清單，見 Wikipedia（2023: List of early Germanic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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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campaigns in Germania (12 BC – AD 16)）。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Germanic tribes (750BC-1AD).png）。 

說明：    西元前 750 年、   西元前 500 年 、   西元前 250 年、    西元 1 年。 

圖：日耳曼人早期的遷徙  

 

羅馬人把日耳曼人所住的地方稱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概分為萊

茵河以東與多瑙河以北的大日耳曼尼亞（Magna Germania）、以及萊茵河以

西與多瑙河以南的小日耳曼尼亞（Lesser Germania）；羅馬帝國只征服小日

耳曼尼亞，將其劃分為上日耳曼尼亞（Germania Superior, Upper Germania）、

及下日耳曼尼亞（Germania Inferior, Lower Germania）兩個省，前者包含現

法國侏羅山（Jura）與阿爾薩斯（Alsace）、德國西南部、及瑞士西部，後者

則包括盧森堡、荷蘭南部、部分比利時、及部分德國萊茵河以西；日耳曼人

不時越界前來，彼此倒也相安無事，羅馬樂得權宜招安、納為戍守邊地的屯

兵，並肩作戰、以夷制夷，進可攻、退可守，然而，彼此雖是盟友（foederati），

這些接受同化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卻是叛服不常，特別是接受

過羅馬教化的墾殖者，他們漸漸由輔佐兵力（auxilia）成為羅馬軍團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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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高壓統治，伺機起義掙脫枷鎖自立為王、甚至串聯取而代之（Scherman, 

1987: chap. 2; Delbrück, 1990: bk. 1, chaps. 3-7; Wikipedia, 2023: Germania; 

Germania Superior; Germania Inferior）。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Imperium Romanum Germania.png）。 

圖：羅馬帝國與大日耳曼尼亞（116） 

 

進入民族大遷徙時期（Migration Period, 300-800），羅馬帝國開始衰敗，

由於來自東方其他民族的逼近，尚未羅馬化的日耳曼人部落大舉移入內附

尋求庇護；其中最大的一支部落聯盟是法蘭克人4（Franks），在 3-4 世紀由

萊茵河東岸往西擴張至位於萊茵河口的低地國（Low Countries, 荷比盧）、

及法國北部，散佈萊茵河、威悉河、摩塞爾河（Moselle）、及默茲河（Meuse）

間肥沃的土地，逐漸放棄流竄、定居成為農民，羅馬只好簽訂條約撥地、賦

 
4 法蘭克人分為兩大支：西部的薩利昂法蘭克人（Salian Franks）分布於萊茵河西部（荷蘭

南部、及比利時），東部的利普里安法蘭克人（Ripuarian Franks，又稱為萊茵法蘭克人

Rhineland Franks）則居於萊茵河中游（Wikipedia, 2023: Franks; Salian Franks; Ripuarian 

Fr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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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有限的公民權，他們交納牲口、接受徵兵，彼此雖有共同的蠻族敵人，卻

是分分合合、亦敵亦友，時而結合界外未羅馬化的族人入境掠劫；在西元

406 年的最後一天，日耳曼人的汪達爾人（Vandals）及斯維比人偕同古伊朗

人的奄蔡人（Alans 阿蘭人）打敗法蘭克人，跨越冰凍的萊茵河、肆虐高盧

（Gaul），後來，法蘭克人邀來日耳曼人的西哥德人（Visigoths）將之驅往

西班牙；到了 5 世紀末，法蘭克人確立跟羅馬的聯盟關係、也鞏固在北高

盧的地位，儘管尚未正式稱王，族人漸次取代地方上腐敗的羅馬官員，成為

地主、農民、或軍人，是現代德國人、及法國人（French）的鼻祖（Solsten, 

1996: 7; Scherman, 1987: chaps. 2, 4; Delbrück, 1990: bk. 2; Wende, 2005: 2; 

Wikipedia, 2024: Crossing of the Rhine; Fall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Migration Period）。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De Franken tussen 400 en 440 nl.svg）。 

圖：薩利昂法蘭克人的遷徙（c. 400-50） 

 

在中世紀（Middle Ages, 476-1453）初，日耳曼人部落漸漸地發展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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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落聯盟，除了法蘭克人，還有施瓦本人5（Swabians）、撒克遜人（Saxons）、

巴伐利亞人、及圖林根人，他們各有自己的律法，不過，儘管彼此的語言都

是屬於日耳曼語，卻必須透過拉丁語（Latin）來溝通；他們一開頭並未自

稱為日耳曼人（Germans），而是在對外擴張之際被他者稱為日耳曼人，慢

慢發現彼此在客觀上的共同點，進而在主觀上感受到共同體的意識，這群

講德語的人（German-speaking people）開始自稱、互稱為日耳曼人，努力發

展共同的語言，著手建立自己的國家，尤以法蘭克人為主導者（Wende, 2009: 

4-6）。 

貳、法蘭克王國 

薩利昂法蘭克國王克洛維一世（Clovis I, King of the Salian Franks, 481-

509）首先整合一些日耳曼人部落6，再打敗已經羅馬化的高盧人（Gallo-

Romans）、開創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Franks, 509-843），稱墨洛溫王

朝（Merovingian Dynasty, 457-751），死後領地根據法蘭克人的『薩利克法』

（Salic Law）分封四個兒子，終究由幼子克洛泰爾一世（Chlothar I, 511-61）

一統天下；克洛泰爾一世死後領地照例由四個兒子均分，最後三分天下，貢

特朗（Guntram, 561-92）領有南部的勃艮第（Burgundy），而西吉貝爾特一

世（Sigebert I, 561-75）分到東部的奧斯特拉西亞（Austrasia, 511-687）、包

含菲士蘭（Frisia）以外的低地國，希爾佩里克一世（Chilperic I, 567-84 則

得到西部的紐斯特利亞（Neustria, 611-751）（Scherman, 1987: chaps. 4-7）。 

進入 7 世紀，奧斯特拉西亞君王逐漸衰敗，宮相（Mayor of the Palace）

蘭登的丕平（Pepin of Landen, 623-29, 639-40）掌控實權，他的外孫丕平二

世（Pepin of Herstal, 680-714）確立法蘭克王國宮相的世襲制，並在 687 年

併吞紐斯特利亞，統一法蘭克王國，其私生子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

身兼奧斯特拉西亞、及紐斯特利亞的宮相（715-41、718-41）；查理•馬特的

 
5 也就是先前的斯維比人╱阿勒曼尼人。 
6 包括阿勒曼尼人、撒克遜人、及巴伐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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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原本是紐斯特利亞宮相（741-51），後來在

教宗聖匝加利亞（Pope Zachary, 741-52）的同意下，乾脆於 751 年自立為王

（King of the Franks, 751-68）、建立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 751-

843）；法蘭克國王查理（Charles I, King of the Franks, 768-814）於 774 年以

保護教宗良三世（Pope Leo III, 795-816）為由南征倫巴底王國（Kingdom of 

the Lombards, 568-774），再經過漫長的薩克森戰爭（Saxon Wars, 772-804）

打敗撒克遜人、將領土東擴到易北河，又收服巴伐利亞人、東進到現代的奧

地利；他在 800 年於羅馬被教宗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Emperor of the 

Romans, 800-14），號稱查理大帝7（Charles the Great），創立神聖羅馬帝國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Holy Roman Empire, 800-1806），意味羅馬帝國

復活，一些人視為德國的開端（Scherman, 1987: chap. 8; Fulbrook, 1990: 10-

11; Wikipeia, 2024: Charlemagne; Saxon Wars）。 

接位的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814-40）自封為皇，由於法蘭克人

並非採行長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三個兒子在他死後互不相讓，打了

一場豐特努瓦戰役（Battle of Fontenoy, 841）、簽訂『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 843），兩個弟弟逼迫大哥分享法蘭克王國，老大洛泰爾一世（Lothar 

I, 817-55）分到新設的中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Middle Franks, Middle 

Francia, 843-55）、及神聖羅馬帝國皇位，領地由義大利北部的倫巴底延伸到

北海（North Sea），涵蓋低地國、及勃艮第，么子禿頭查理（Charles the Bald, 

840-77）則獲得西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West Franks, West Francia, 843-

987），也就是法國的前身，老三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 843-76）

領有東法蘭克王國（Ostfrankenreich, East Francia, Eastern Franconia, Kingdom 

of the East Franks, 843-962），即日後的德國；如此安排的優點是捍衛核心，

缺點是萬一國王駕崩後諸子不服，藩鎮不免各擁其主，沒有想到，原本只是

權力分配（division of power），逐漸演化為領地的分割（partition of the realm），

久而久之變成分離（separation），連語言也互不相通，日耳曼人路易與禿頭

查理兄弟在 842 年誓師，激勵將士竟然必須分別使用不同的語言

 
7 有人翻譯為查理曼，其實是法文 Charlemagne 音譯，德文為 Karl der Gro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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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aclough, 1984: 11-13; Wende, 2005: 3-4; Wikipedia, 2024: Battle of 

Fontenoy; Treaty of Verdun）。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Frankish Empire 481 to 814-en.svg）。 

圖：法蘭克王國版圖（481-814）  

 

神聖羅馬皇帝洛泰爾一世死前，透過『普呂姆條約』（Treaty of Prüm, 

855）將中法蘭克王國分給三個兒子，長子路易二世（Louis II of Italy, 844-

75）分到皇位及倫巴底，次子洛泰爾二世（Lothar II）繼承洛塔林吉亞王國

（Kingdom of Lotharingia, 855-959），包含低地國、洛林（Lorraine）、及上

勃艮第（Upper Burgundy），小兒子查理（Charles of Provence, 855-63）獲得

含下勃艮第（Lower Burgundy, 879-933）在內的普羅旺斯（Provence）；查理

在 863 年死亡無嗣，領地被兩個哥哥瓜分，洛泰爾二世分到下勃艮第，路

易二世則分到普羅旺斯剩下的其他部分；洛泰爾二世在 869 年死亡無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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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Vertrag von Verdun en.svg）。 

說明： 東法蘭克王國、 西法蘭克王國、 中法蘭克王國。 

圖：凡爾登條約後的三個法蘭克王國（843） 

 

統治東、西法蘭克王國的兩位叔叔簽訂『梅爾森條約』（Treaty of Mersen, 870）

加以瓜分，東法蘭克王國的日耳曼人路易分到絕大部分的上勃艮第，而西

法蘭克王國的禿頭查理獲得下勃艮第、及鄰接的少部分上勃艮第西部；終

究，經過『里布蒙條約』（Treaty of Ribemont, 880），法蘭克王國又回到三分

天下的局面，分屬東法蘭克的日耳曼人路易、中法蘭克的路易二世、及西法

蘭克的禿頭查理；後來，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先接父親日耳曼人路

易的東法蘭克王位（876-87），又接兄長卡洛曼（Carloman of Bavaria, 877-

79）的義大利王位（880-87），旋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881-87），等到堂弟

卡洛曼二世（Carloman II, 879-84）死亡，他再接西法蘭克國王（8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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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短暫統一；這時並沒有德國（Germany）、也無德國人（Germans）

（Wikipedia, 2024: Treaty of Prüm; Treaty of Meerssen; Treaty of Ribemont; 

Charles the Fat; Wende, 2009: 4）。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Vertrag von Meerssen.svg）。 

說明： 東法蘭克王國、 西法蘭克王國、 中法蘭克王國。 

圖：梅爾森條約後的三個法蘭克王國（870） 

參、神聖羅馬帝國 

加洛林王朝吸納周邊部落來擴張領土，先是武力征服，接著著手農墾8，

再來傳播基督信仰；當時，東法蘭克王國的東邊不是尚未開發的森林、就是

 
8 在墨洛溫王朝時期，當下德國的土地多為密林、或沼澤，只有 2%開發為耕地，到了加洛

林王朝，由於人口成長，開始展開森林砍伐、建立村落（Fulbrook, 19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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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澤，特別是在薩克森（Saxony）、及巴伐利亞，查理曼為了遏止蠻族9的入

侵，沿著邊疆建立軍事邊防地區（mark, march），亦即薩克森東部邊區 10

（Sächsische Ostmark, Saxon Eastern March）、及阿瓦爾邊區11（Awarenmark, 

Avar March）；由於神聖羅馬帝國缺乏直屬的封臣，幾個非世襲的軍事藩鎮

逐漸坐大發展出大型的部落公國（Stammesherzogtum, stem duchy），包括巴

伐利亞公國（Duchy of Bavaria, 555-1623）、撒克遜公國（Duchy of Saxony, 

804-1296）、洛塔林吉亞公國（Duchy of Lotharingia, 900-59）、弗蘭肯公國

（Duchy of Franconia, 906-39）、及施瓦本公國（Duchy of Swabia, 915-1313），

他們表面上雖然臣服帝國，卻有相當的自主性來抗拒支配、儼然已經是具

有主權的親王國（principality），其中，施瓦本、及巴伐利亞甚至還有自己

的外交路線，而王室除了世襲本命區，未必有資源從事羈縻、更不用說出手

廢藩，只能想辦法加以裂解或是削弱（Conze, 1979: 3; Barraclough, 1984: chap. 

1; Holborn, 1959: 4; Fulbrook, 1990: 12; Wende, 2005: 4-5; Wikipedia, 2022: 

Avar March; 2023: March (territory); Ostsiedlung; Saxon Eastern March; March 

of Pannonia）。 

東法蘭克國王日耳曼人路易死無嗣，諸侯反對王位世襲、也擔心西法蘭

克王國覬覦，因此推選弗蘭肯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 I, Duke of Franconia, 

906-18）為王（King of East Francia, 911-18），有些史學家認為這是德國歷

史的真正開始；他臨終囑咐將王權交給對手薩克森公爵亨利一世（Henry I 

the Fowler, Duke of Saxony, 912-36），後者在 919 年被推舉為王（King of East 

Francia, 919-36），創立奧托王朝12（Ottonian Dynasty, 919-1024），他逕行世

襲，併施瓦本、巴伐利亞、萊茵河左岸、及洛林；接任的鄂圖一世（Otto I, 

936-73）在 951 年攻入倫巴底，然後聯手教皇在萊希菲爾德之戰（Battle of 

Lechfeld, 955）打敗匈牙利人與巴伐利亞叛軍、終結內戰，於 962 年在羅馬

 
9 包括奧博特人（Obotrites）、索布人（Sorbs）、文德人（Wends）、及阿瓦爾人（Avars）。 
10 又稱為蓋羅邊疆區（Marca Geronis）。 
11  日後調整為巴伐利亞東部邊疆區（marcha orientalis, Eastern March, Bavarian Eastern 

March），又稱為潘諾尼亞邊疆區（March of Pannonia），就是當下奧地利。 
12 又稱為薩克森王朝（Saxo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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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號稱鄂圖大帝（Otto the Great, Holy Roman 

Emperor, 962-73），此後德意志王國與神聖羅馬皇帝結為一體（Conze, 1979: 

3-7, 78; Solsten, 1996: 8; Dill, 1961: 7-8; Holborn, 1959: 17; Barraclough, 1984: 

20-45Wikipedia, 2024: Otto the Great）。 

奧托王朝南征北討，又東擴邊疆，從事土地開發、採取農業精耕，除了

奠定帝國的基礎，還將日耳曼人由邊陲帶入歐洲的中心；雖無力將割據的

諸侯納為附庸，特別是相互競爭激烈的撒克遜與巴伐利亞，然而，由於這些

部落彼此在客觀上有共通的語言（lingua teutonica），不僅體會到政治統一、

政策整合的好處，也因為離鄉背井與邊界異族接觸的經驗，尤其是東邊的

斯拉夫人（Slavs）、及西邊的法國人，開始在主觀上發展出獨特的共同意識，

帝國的政治軍事發展與民族的文化塑造相輔相成（Wende, 2009: 4-6, 9-10; 

Fulbrook, 1990: 12-13; Wikipedia, 2024: Otto the Great）。 

奧托王朝傳到亨利二世13（Henry II, Holy Roman Emperor, 1014-24）無

嗣，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Holy Roman Emperor, 1027-39）登基為神聖羅

馬皇帝，進入薩利安王朝14（Salian Dynasty, 1024-1125），在 1034 年併入勃

根地王國（Kingdom of Burgundy, 933-1033），此後，神聖羅馬皇帝身兼德意

志、義大利、及勃根地國王，顧此失彼；亨利三世（Henry III, Holy Roman 

Emperor, 1046-56）聯手教會致力改革，尤其是廢除神職買賣；然而，傳到

亨利四世（Henry IV, Holy Roman Emperor, 1084 -1105）與教會翻臉，被教

宗聖額我略七世（Pope Gregory VII, 1073-85）革除教籍（excommunication

絕罰），不得已有卡諾莎之行（Road to Canossa, 1077）懇求赦免，終究還是

出兵加以廢黜、另扶維篤三世（Pope Victor III, 1086-87）；亨利五世（Henry 

V, Holy Roman Emperor, 1111-25）進軍羅馬囚禁教皇巴斯加二世（Pope 

 
13  從亨利二世開始，要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之前，必須先選為德意志國王（King of 

Germany）、然後同時兼義大利國王；前者或稱日耳曼人的國王（King of the Germans），

正式名稱為羅馬人的國王（König der Römer, King of the Romans），後人又稱為羅馬-德

意志國王（Römisch-deutscher König, Roman-German King），以別於早先的羅馬皇帝

（Roman Emperor）（Wikipedia, 2024: King of Italy; King of the Romans）。 
14 又稱為法蘭克尼亞王朝（Franconi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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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hal II, 1099-1118），最後與教皇加理多二世（Pope Callixtus II, 1119-24）

簽訂『沃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 1122），才結束這段紛擾多年

的敘任權鬥爭（Investiture Controversy, 1076-1122），儘管雙方偃旗息鼓，神

聖羅馬帝國卻不再堅不可摧（Solsten, 1996: 9-11; Dill, 1961: 9-10; Fulbrook, 

1990: 16-18; Conze, 1979: 10; Barraclough, 1984: chaps. 4-6; Holborn, 1959: 

20-21; Wende, 2005: 18-19; Fulbrook, 1990: 19）。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The Walk to Canossa.jpg）。 

圖：亨利四世求見教宗聖額我略七世（1077） 

 

皇帝權力經過與教皇間的敘任權鬥爭後大降，選帝侯（Kurfürst, prince-

elector）的權力則相對上大增，他們唯恐皇權恢復，在亨利五世死後拒絕由

其侄子接位，另推洛泰爾三世為神聖羅馬皇帝（Lothair III, Holy Roman 

Emperor, 1133-37），這是首位要求教皇加冕的皇帝；洛泰爾三世死後，他們

重施故技擁懦弱無能的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 of Germany, 1138-52）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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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Holy Roman Empire 11th century map-en.svg）。 

說明：斜線是軍事邊區，北方的幾個邊區包括比隆邊疆區（Billunger Mark, Billung 

March），以及由薩克森東部邊區裂解而來的北方邊區（Nordmark, Northern March）、

勞西茨邊疆區（Mark Lausitz, March of Lusatia）、邁森邊區（Mark Meißen, March 

of Meissen）、梅澤堡邊區（Mark Merseburg, March of Merseburg）、蔡茨邊區（Mark 

Zeitz, March of Zeitz）。   撒克遜公國、   下洛塔林吉亞公國、   上洛塔林吉亞公

國、   弗蘭肯公國、   施瓦本公國、   巴伐利亞公國。 

圖：神聖羅馬帝國的部落公國及邊區（11 世紀） 

 

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 Dynasty, 1138-1254）於此發軔，他在先天

上因為教皇的抵制而自身難保、未能當上神聖羅馬皇帝，後天則心不在

焉、爭議不斷；康拉德三世死後，選帝侯同意由他所指定的侄子佛烈德利

赫一世接位德意志國王（Frederick I, King of Germany, 1152-90），再由教皇

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Holy Roman Emperor, 1155-90），人稱紅鬍子佛烈德

利赫（Frederick Barbarossa），畢生致力削藩、恢復皇權，終究兩敗俱傷；

這時的神聖羅馬帝國雖然還只是一個由日耳曼人所組成的鬆散邦聯，不

過，民族意識已經開始萌芽（Wilson, 1999: 3; Dill, 1961: 10-12; Solsten, 

1996: 11-14; Barraclough, 1984: chap. 7; Löwenstein, 1964: 32; Holborn 1959: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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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4: File:Mitteleuropa zur Zeit der Staufer.svg）。 

圖：霍亨斯陶芬王朝下的神聖羅馬帝國  

肆、哈布斯堡王朝 

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末代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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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Emperor, 1220-50）心思擺在義大利、流連忘返，對於貴族、及教士

百般退讓，諸侯逐漸壯大自主，帝國在他死後呈無政府狀態、盛極而衰，稱

為大空位時期（Interregnum (Holy Roman Empire), 1250-73）；由於競爭皇位

的波希米亞國王奧托卡二世（Ottokar II of Bohemia, 1253-78）霸氣十足，相

對弱勢的德意志國王魯道夫一世（Rudolf I of Germany, 1273-91）反而在眾

人擁簇下出線，在杜恩克魯特戰役（Battle on the Marchfeld, 1278）重挫前

者，創建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 1278-1918）在奧地利的基業，

將政治重心轉往東南方的奧地利、及史泰利亞（Styria），對於義大利興味索

然、不再理會教皇，甚至未到羅馬接受加冕為皇，而諸侯也認為征戰義大利

得不償失，此時，浮現的問題是，究竟神聖羅馬帝國對日耳曼人有什麼好

處，直到神聖羅馬皇帝亨利七世（Henry VII, Holy Roman Emperor, 1312-14）

才恢復到羅馬接受加冕（Dill, 1961: 10-15; Solsten, 1996: 12-14; Conze, 1979: 

10-11, 16; Barraclough, 1984: chaps. 9-11; Johnson, 1976: 33-36; Wende, 2005: 

9, 27）。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IV László és Rudolf.jpg）。 

圖：魯道夫一世曝屍奧托卡二世（1278） 

 

進入 14 世紀，盧森堡王朝（House of Luxembourg, 1247-1451）的德意

志國王查理四世（Charles IV, King of Germany, 1347-78）取得神聖羅馬皇位

（Holy Roman Emperor, 1355-78），他為了擺脫教皇操控神聖羅馬皇帝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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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1356 年金璽詔書』（Golden Bull of 1356），確認 7 大世襲選帝侯15，

此後皇帝只是名目上的共主、必須與諸侯分享權力；相對地，諸侯為了抗衡

皇帝、捍衛自主，只好結合小邦、教士、及城鎮，因此必須做一些讓步，不

再享有絕對的權力；在天主教會大分裂（Western Schism, 1378-1417）時期，

還出現過 3 名教皇、及 3 名神聖羅馬皇帝打對台的窘況，直到西吉斯蒙德

（ Sigismund, Holy Roman Emperor, 1433-37）接位才又接受教皇加冕

（Löwenstein, 1964: 45-46; Dill, 1961: 17; Solsten, 1996: 14-15; Barraclough, 

1984: chap. 11; Wilson, 1999: 18-19, 41; Holborn, 1959: 27-29; Wende, 2005: 9, 

27; Wikipedia, 2023: Prince-elector; Wikipedia, 2024: Sigismund, Holy Roman 

Emperor）。 

盧森堡王朝在西吉斯蒙德死後斷嗣，哈布斯堡王朝出身的女婿阿爾布

雷希特五世（Albert V, Duke of Austria, 1404-39）被選為德意志國王阿爾布

雷希特二世（Albert II of Germany, 1438-39），卻未曾加冕為朝神聖羅馬皇

帝；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Holy Roman Emperor, 1452-93）

原先本已是德意志國王（1440-93）、又當上奧地利大公（1457-93），這時的

神聖羅馬帝國版圖包含波希米亞（捷克、斯洛伐克）與其領地摩拉維亞

（Moravia）、盧薩蒂亞（Lusacia）、西利西亞（Silesia）、義大利王國、盧森

堡、比利時、荷蘭、及亞爾薩斯-洛林（Alsace- Lorraine），誇耀「世界屬於

奧地利！16」（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an, All the world is subject to 

Austria）（Beller, 2006: 37-42; Harper, 1994: 8; Wilson, 1999: 19-20; Kohn, 1967: 

chap. 22; Wikipedia, 2023: A.E.I.O.U.; 2024: Albert II of Germany; Frederick 

III, Holy Roman Emperor; 維基百科，2022：A.E.I.O.U.）。 

腓特烈三世之子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15 即美因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inz）、科隆大主教（Archbishop of Cologne）、特里爾

大主教（Archbishop of Trier）、波希米亞國王（King of Bohemia）、萊茵-普法爾茨伯爵

（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薩克森-維滕貝格公爵（Duke of Saxony-Wittenberg）、及

布蘭登堡藩侯（Margrave of Brandenburg）。 
16 德文 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an，拉丁文 Austriae est imperare orbi universo，英

文 All the world is subject to Austria（Wikipedia, 2023: A.E.I.O.U.; 維基百科，2022：

A.E.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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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19）自封神聖羅馬皇帝，帝國從 1512 年開始號稱「日耳曼民族的神聖

羅馬帝國17」（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帝國大體是以日耳曼人為主體；只不過，由於境內

的住民並非都是日耳曼人，另外也有不少非日耳曼人定居在東歐，因此，這

裡所謂的民族（nation）並無現代「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意義，帝國

當然不是日耳曼人的民族國家（German nation-state），難怪伏爾泰（Voltaire）

調侃神聖羅馬帝國絕非神聖、也非羅馬、更不是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 

was in no way holy, nor Roman, nor an empire）；由於帝國的界線與日耳曼人

分布的範圍並不一致，特別是在東、西邊界處，因此並沒有領土收復或分離

的壓力，然而，大邦逐漸朝領土型國家18（territorial state）發展，民族國家

的締造不易（Wilson, 1999: 1-3; Conze, 1979: 7, 11-15; Johnson, 1996: 23, 27-

30, 101-102; Holborn30-36; 1959: Wikiquote, 2023: Voltaire; Wikipedia, 2023: 

Territorial state）。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Charles I, King of Spain, 1516-56）是祖父馬克

西米利安一世的孫子，他父親菲利普一世（Philip the Handsome, 1482-1506）

早逝、母親胡安娜一世（Joanna of Castile, 1504-55）發瘋，先繼承祖母勃艮

第的瑪麗（Mary of Burgundy, 1477-82）在低地國的領地（1506），又繼承外

祖父西班牙亞拉岡國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 1479-1516）與

外祖母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 1474-1504）的領地

（1516），包括西班牙、南義大利（那不勒斯、西西里、及薩丁尼亞 Sardinia）、

及美洲的屬地；等到祖父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過世，他透過重金賄選當上神

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1519-56），教宗克萊

孟七世（Pope Clement VII, 1523-34）前往波隆納（Bologna）加冕，是最後

一位給教宗加持的皇帝（Johnson, 1996: 59-62; Löwenstein, 1964: 52; Wilson, 

1999: 39; Holborn, 1959: 211）。 

 
17 頗有「中華民國在台灣」（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的味道，彷彿魂體合而為一。  
18  這是相較於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或超國家的國家

（supranational state）（Kohn, 1967: 1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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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AlthochdeutscheSprachräume962 Box.jpg）。 

說 明 ：      Old Frisian (Alt-Friesisch)     Old Saxon (Alt-Sächsisch)     Old 

Franconian (Alt-Fränkisch)     Old Alemannic (Alt-Alemannisch)      Old Bavarian 

(Alt-Bairisch)。 

圖：魯道夫一世曝屍奧托卡二世（1278） 

 

對於哈布斯堡王朝來說，日耳曼只是用來聯繫諸多世襲領地（Erblande, 

hereditary lands）、及動員兵力對抗法國的次要領地，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致力

帝國體制的改造（Imperial Reform），嘗試兼顧王朝與帝國利益；查理五世

東征土耳其、西討法國19，加上國中有國，始終無力建立絕對皇權，遂在 1555

 
19 查理五世出生於根特（Ghent），除了荷語及法語是母語，也會講西班牙語，就是不太會

德語；他的本命區是勃艮第（Burgundy），關注的是西班牙、荷蘭、及在義大利的領地，

由於想辦法恢復曾外祖父大膽查理（Charles the Bold, 1467-77）的領地，不可避免與法

國衝突，至於日耳曼則是相安無事就好（Holborn, 1959: 154-57; Wikipedia, 2023: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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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遜位，將西班牙、及西屬尼德蘭20（Spanish Netherlands, 1556-1714）傳給

世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 1556-98），至於神聖羅馬帝國則交胞弟

斐迪南一世21（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56-64），哈布斯堡王朝

從此分為西班牙哈布斯堡╱哈布斯堡西班牙（Spanish Habsburgs/Habsburg 

Spain, 1516-1700）、以及奧地利哈布斯堡╱哈布斯堡奧地利（Austrian 

Habsburgs/Habsburg Austria, 1556-1740）（Barraclough, 1984: 362-63; Johnson, 

1996: 63; Holtorn, 1959: 39-42, 215; Conze, 1979: 18-19; Wilson, 1999: 20-22）。 

伍、日耳曼人東遷 

東向運動（Ostsiedlung, East settlement）是指日耳曼人在中世紀，穿過

易北河、及薩勒河（Saale），前往中歐、東歐、及波羅的海的移民墾殖；奧

托王朝最早鼓勵前往東部拓荒，亨利一世、及鄂圖一世父子先打敗易北河

流域的斯拉夫人部落，又抗拒匈牙利人的威脅、臣服波希米亞，接著從事傳

教，重整帝國的東南側翼，這時候，由易北河口、哈弗爾河（Havel）、波希

米亞、多瑙河、到史泰利亞，空出一大片土地等待開墾，奠定東擴的基礎；

鄂圖二世（Otto II, Holy Roman Emperor, 973-83）四面征戰，在 982 年於義

大利失利，斯拉夫人趁機起義（Slavic Revolt of 983），邊區全面崩潰，只好

撤守易北河以西，東進中止（Johnson, 1996; 32; Solsten, 1996: 9; Barraclough, 

1984: 36-43; Holborn, 1959: 4-5; Löwenstein, 1964: 19; Wikipedia, 2023: 

Ostsiedlung; History of German settle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0 即奧屬尼德蘭（Austrian Netherlands, 1714-94），也就是當下的比利時。  
21 斐迪南一世成長於西班牙，因此，日耳曼人一開頭對他帶著狐疑的眼光，終究，他不僅

學會德語，而且也認同日耳曼的利益，重要關頭向日耳曼諸侯求援（Holborn, 195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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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Deutsche Ostsiedlung.png）。 

說明：   西元前 700 年、   8-11 世紀、   12 世紀、   13 世紀   14 世紀。 

圖：日耳曼人往東方移民的階段  

 

到了 12-14 世紀，巴伐利亞人已經立足東部多瑙河流域、及南方的阿爾

卑斯山（Alps），其他的日耳曼部落相繼加入東擴的行列，特別是撒克遜人、

法蘭克人、及圖林根人，洛泰爾三世（1133-37）東進大有斬獲；接下來的

霍亨斯陶芬王朝積弱，躍躍欲試的諸侯與教會聯手，大規模招募農人、及商

人，出錢出力東向移民、著手開發，借重其林地皆伐、沼澤排水、開溝築堤、

甚至開礦的專長，把荒地變成良田、又建造城鎮，在不到 250 年間（1125-

1346），易北河、及薩勒河以東到的斯拉夫人土地獲得開墾、斯拉夫人被同

化，新增的領土包括布蘭登堡、普魯士（Prussia）、麥克倫堡（Mecklenburg）、

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及西利西亞，帶動德國的經濟、及社會結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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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力也往東轉移；就推力而言，由於人口快速成長，原鄉已無林地可

清，在政治動亂、及人口壓力下，這是窮人避免淪為封建農奴的契機，特別

是荷蘭、菲士蘭亞（Frisia）、法蘭德斯（Flanders）、萊茵蘭（Rhineland）、

及下薩克森（Lower Saxony）；就拉力來看，日耳曼、及波美拉尼亞與西利

西亞的斯拉夫王公仕紳深知土地是權力的泉源，競相透過招募者（undertaker, 

promoter, locator）從西部招募日耳曼墾殖者，其前往人口稀少的波羅的地

區、及波蘭，足跡達到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瓦拉幾亞（Wallachia）、

摩爾多瓦（Moldavia）、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ountains）、保加利亞、

及斯洛維尼亞22（Slovenia）；大體而言，這是一種共生、共榮的關係，同時

也因為日耳曼化（Germanization）的展開，民族在帝國締造的過程逐漸成形

（Conze, 1979: 5-6; Löwenstein, 1964: 32; Solsten, 1996: 12; Barraclough, 1984: 

chap. 10; Johnson, 1996: 37-41; Schunka, 2016; Blum, et al.: 2021; Brunhes & 

Vallaux, 1918; Holborm, 1959: 5-11; Wende, 2005: 22-23; Wikipedia, 2023: 

Ostsiedlung; History of German settle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陸、宗教改革、普魯士崛起 

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 1517-1648）年間，新教各邦組成軍事同盟施

馬爾卡爾登聯盟（Schmalkaldischer Bund, Schmalkaldic League, 1531-47），

席捲德國西北與東北部、及多數南部地方，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儘管戰

場奏捷、卻無力遏阻新教擴散，最後只好簽訂『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1, 1555），同意讓諸侯決定各領地自己的宗教、不同信仰者可以帶

著財產離去，卻始終未能一勞永逸，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 1545-

1648）的反制餘波蕩漾；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Holy Roman Emperor, 

1619-37）在選帝侯中的天主教聯盟（Catholic League, 1609-35）支持下展開

復辟，於白山戰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1620）大敗新教聯盟（Protestant 

 
22 進入 18 世紀，俄羅斯招募日耳曼移民前來，墾殖的地方包括窩瓦河（Volga）下游流域、

黑海（Black Sea）北岸、烏克蘭、及高加索地區（Caucasus）（Wikipedia, 2023: History 

of Germans in Russia, Ukraine, and the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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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1608-21）所扶植的對手，取回天主教會的支配；沒想到丹麥、瑞典、

及法國介入，引發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48），戰爭結束簽

訂『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 1648），瑞士、及荷蘭正式取得

法理獨立，神聖羅馬帝國名存實亡（Solsten, 1996: 21-26; Holborn, 1959: 215-

16, 227-31, 243-46; Barraclough, 1984: 381-84; Dill, 1961: 22-44; Johnson, 

1996: 94; Löwenstein, 1964: 52-56; Conze, 1979: 18; Wilson, 1999: 24-26, 30-

31; Wikipedia, 2023: Schmalkaldic League）。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7: File:HRR 1648.png）。 

圖：三十年戰爭以後的神聖羅馬帝國（1648） 

 

主權獲得確認的日耳曼各邦從此積極發展軍隊、極力外交結盟；不過，

諸侯並不想自立門戶，畢竟，他們的實力不足跟其他歐洲國家平起平坐，只

希望維持鬆散的帝國框架，表面上是日耳曼人的共同體，實質上各自為政，

頂多將奧地利排除在外、或把帝國調整為新教各邦的自由結合；法王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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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Louis XIV, 1643-1715）視萊茵河為天然國界、自居日耳曼保護者，

驅策萊茵河諸邦成立萊茵同盟（Erster Rheinbund, League of the Rhine, 1658-

67），用來弱化神聖羅馬皇帝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 Holy Roman Emperor, 

1658-1705）；土耳其在 1663 年入侵匈牙利，巴伐利亞、薩克森、及布蘭登

堡為了自保出兵奧地利，法國不得不率領萊茵同盟的部隊捍衛萊茵河、多

瑙河流域（Holborn, 1964: 3-19, 185-89）。 

進入 18 世紀，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二世（Charles II of Spain, 1665-1700）

死後無嗣，神聖羅馬皇帝利奧波德一世與法王路易十四角逐接位 23，引發西

班牙王位繼承戰爭24（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5），法軍一度入

侵，虛有其表的神聖羅馬帝國內部各有盤算，大邦另有所圖，特別是與法國

結盟的巴伐利亞、列日（Liège）、及科隆（Cologne），而其他各邦則隔岸

觀火；戰後各國簽訂『烏得勒支和約』（Peace of Utrecht, 1713），唯恐哈

布斯堡王朝坐大，支持法王路易十四的孫子費利佩五世（Philip V of Spain, 

1700-46）接位，條件是他必須棄絕繼承法國王位，而神聖羅馬帝國則交換

取得西屬尼德蘭、拿坡里（Naples）、倫巴底、及薩丁尼亞作為補償，哈布

斯堡王朝一時迴光返照（Holborn, 1964: chaps. 5, 9; Wikipedia, 2023: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Peace of Utrecht）。 

奧地利在『西發里亞和約』後一枝獨秀，大邦布蘭登堡、薩克森、以及

巴伐利亞則養精蓄銳、擁兵自重，逐漸發展成由絕對君主（absolute monarchy）

所支配的領土型國家，布蘭登堡透過共主邦聯布蘭登堡 -普魯士

（Brandenburg-Prussia, 1618-1701）蠶食鯨吞、蓄勢待發，在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I of Prussia, 1701-13）時提升為普魯士王國（Kingdom of Prussia, 

1701-1918），與奧地利互別苗頭，稱為「德意志二元25」；由於奧地利無意

平起平坐，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 1740-86）認為，自

身的崛起取決能否擺脫奧地利藉著神聖羅馬帝國來操控日耳曼，便在奧地

 
23 兩人分別是姐姐法國皇后西班牙的瑪麗-泰蕾莎（Maria Theresa of Spain, 1660-83）的兒

子、及神聖羅馬皇后瑪加麗塔 ·德蕾莎（Margaret Theresa of Spain, 1666-73）的兒子

（Wikipedia, 2023: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24 先前，神聖羅馬帝國與各國為了遏阻路易十四的擴張，組成奧格斯堡同盟（Grand Alliance 

(League of Augsburg), 1686-1713）， 
25 德文 Deutscher Dualismus，也就是 German dualism（Austro-Prussian rivalry 奧普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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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48）聯手法國、及巴

伐利亞，趁機併吞波希米亞富庶的西利西亞，又與北部新教各邦組成諸侯

聯盟（Deutsche Fürstenbund, German League of Princes, 1785-89）自保；巴

伐利亞選帝侯卡爾•阿爾布雷希特（Charles VII, Elector of Bavaria, 1726-45）

更發動內戰，在薩克森及法國軍隊簇擁下自立為波希米亞國王（King of 

Bohemia, 1741-43），進而選上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七世（Charles VII, Holy 

Roman Emperor, 1742-45），代價卻是必須臣服法國（Holborn, 1964: 20-21, 

chaps. 3, 7-8; Solsten, 1996: 27; Johnson, 1996: 111-12; Dill, 1961: 45-50; 

Wilson, 1999: 31-32: Wikipedia, 2023: Fürstenbund）。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1: File:Europe 1714.png）。 

圖：烏得勒支和約以後的歐洲（1714） 

 

奧地利為了取回西利西亞失地，三度對日益壯大的普魯士開戰 26

（ Silesian Wars, 1740-63），還不惜捐棄前嫌與法國結盟（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1756），而普魯士則與英國簽訂『英普公約』（Anglo-Prussian 

Convention, 1756）結為軍事同盟以對，奧地利終究重振雄風，不過，在『胡

貝圖斯堡條約』（Treaty of Hubertusburg, 1763）並未索取西利西亞，交換

 
26 前兩次（First Silesian War, 1740-42、Second Silesian War, 1744-45）屬於奧地利王位繼承

戰爭；第三次（Third Silesian War, 1756-63）則是歐洲強權合縱連橫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63）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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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則是普魯士必須支持約瑟夫二世（Joseph II, Holy Roman Emperor, 1765-

90）為神聖羅馬皇帝；戰後，歐洲恢復原來的均勢平衡（balance of power），

奧地利轉而把焦點放在東歐、及義大利，普魯士不僅擠身歐洲強權之列、也

是唯一的日耳曼強權（Solsten, 1996: 27-28; Dill, 1961: 50-55; Barraclough, 

1984: 402, 419）。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Deutscher-Dualismus.png）。 

圖：普魯士獅子周旋奧地利大象  

 

普魯士在 1790 年與波蘭結盟制衡俄羅斯，應允支持歸還加利西亞27

（Galicia），波蘭信以為真，終究聯手俄羅斯、及奧地利瓜分波蘭，普屬波

蘭（Prussian Poland）面積多達 141,400 平方公里（19.28%），包含波蘭的

建國搖籃波茲南（Poznań）、西普魯士（West Prussia）、瓦爾米亞（Warmia）、

波美拉尼亞、及西利西亞；普魯士採取殖民統治，除了取消原本的鄉鎮自

治、移入日耳曼公務人員取代民選官員，還沒收官方土地、拍賣起義者的土

地、充公天主教會財產、引入 30 萬日耳曼人前來墾殖，又以德語為官方語

言展開同化、不承認波蘭語的地位（Wikipedia, 2024: Polish-Prussian alliance; 

Prussian Partition）。 

 

 
27 即奧屬加利西亞（Austrian Galicia, 1772-1918）（Wikipedia, 2024: History of Galicia (Ea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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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1789-99）爆發，一開頭，靠近法國邊

界的日爾曼百姓熱烈反應，而知識份子原本也寄予厚望，然而，隨著高漲的

民族主義變調為擴張主義，加上阿爾薩斯領土的糾結徘徊不去，人人自危；

神聖羅馬皇帝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Holy Roman Emperor, 1790）與普

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 of Prussia, 1786-97）共同發

表檄文『皮爾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 1791）、締結第一次反法

同盟（War of the First Coalition, 1792-97），而試圖輸出革命的法軍則在 1792

年入侵西部及南部，逼迫普魯士簽訂屈辱的『巴塞爾和約』（Peace of Basel, 

1795）、承認法國永久佔領萊茵河左岸，換得右岸苟延殘喘，驍勇善戰的普

魯士及美因河北部的日爾曼部隊不再對抗法軍，獨剩奧地利在俄羅斯的撐

腰下持續作戰，而南部的巴伐利亞、巴登（Baden）、及符騰堡（Württemberg）

甚至選擇與法軍並肩作戰；法國在佔領的 20 年間，一方面讓奧地利與普魯

士相互制衡，另一方面玩弄小邦於股掌之上；這時候，日耳曼人已經開始感

受到強烈的民族意識，神聖羅馬帝國只剩下名目上的外殼，而日耳曼才是

心內的祖國（inner fatherland）（Solsten, 1996: 30; Dill, 1961: 69-77; Allison, 

2002: 5-6; Barraclough, 1984: 403-405; Conze, 1979: 20-21）。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8: File:Map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1789 en.png）。 

圖：法國大革命前的神聖羅馬帝國（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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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19 世紀，拿破崙發動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5）、稱帝

（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1804-15），神聖羅馬皇帝法蘭茲二世

（Francis II, Holy Roman Emperor, 1792-1806）趕緊自封為奧地利帝國 28

（Kaiserthum Oesterreich, Austrian Empire, 1804-67）的皇帝法蘭茲一世

（Francis I, Emperor of Austria, 1804-35）；奧地利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

（War of the Third Coalition, 1805-1806）聯手俄羅斯對抗拿破崙、敗於奧斯

特利茨戰役（Battle of Austerlitz, 1805），被迫簽訂『普雷斯堡和約』（Peace 

of Pressburg, 1805），而當時的普魯士尚且勉強維持中立；如日中天的拿破

崙排除奧地利、及普魯士，扶植日耳曼西部、南部的 35 個邦結合為萊茵邦

聯（Rheinbund,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 1806-13），用這個緩衝區來弱化

奧地利的支配、同時又可以抑制普魯士的興起，眾人甘於接受法國的卵翼、

甚至於還出兵充當打手29，帝國只剩奧地利、及普魯士苦撐，勉為其難加入

法國所主導對英國的大陸封鎖（Continental System, 1806-14），末代皇帝法

蘭茲二世在 1806 年遜位，四分五裂的神聖羅馬帝國壽終就寢（Dill, 1961: 

76-77; Johnson, 1996: 125; Breuilly, 2003: 6, 15; Conze, 1979: 24-25; Holborn, 

1964: chap. 12; Fulbrook, 1990: 95-98）。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 of Prussia, 1797-40）

原本在法國軟硬兼施下勉強維持中立，等到萊茵邦聯成立後才猛然一驚，

遂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1806-1807）加入俄羅斯對抗法國的行列，卻在

耶拿-奧爾施泰特戰役（Battle of Jena-Auerstedt, 1806）一敗塗地、王室倉皇

逃往東普魯士（East Prussia），拿破崙揮軍進入柏林，逼迫簽訂『提爾西特

條約』（Treaties of Tilsit, 1807），除了盤據易北河以西半壁江山，還限制

普魯士軍隊不能超過 42,000 人，又扶植西發里亞王國（Kingdom of 

 
28 正式名稱是奧地利王朝的帝國（Empire of the House of Austria），而非奧地利人的帝國

（Empire of the Austrians），也就是將哈布斯堡王朝改名為奧地利王朝，不再託庇神聖羅

馬帝國。 
29 法國對西班牙發動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 1808-14），援手來自萊茵邦聯、華沙公國、

及義大利，萊茵邦聯士兵還參加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War of the Fourth Coalition, 1806-

1807）對抗普魯士、及俄羅斯，又在第五次反法同盟戰爭（War of the Fifth Coalition, 1809）

一起出征奧地利、及提洛爾，後來也是法國大軍團（Grande Armée）在俄法戰爭（(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 1812）中的主力（Breuilly, 20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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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phalia, 1807-13）、華沙公國（Duchy of Warsaw, 1807-15）、及但澤自

由市（Free City of Danzig (Napoleonic), 1807-14）等傀儡國家，剩下的則交

給萊茵邦聯的附庸、及俄羅斯瓜分，然而，因為兵戎不斷30、加上實施徵兵，

終於激起日耳曼人的民族意識；此時，臥薪嘗膽的普魯士竭力行政革新、財

政改革、整軍備戰，於 1813 年初決定跟法國決裂，聯手奧地利、俄羅斯、

英國、及萊茵聯邦的一些邦發動第六次反法同盟戰爭（War of the Sixth 

Coalition, 1813-14），由英國出錢、俄羅斯出兵，在萊比錫戰役31（Battle of 

Leipzig, 1813）趕走法國佔領軍，聯軍攻陷巴黎、放逐拿破崙到厄爾巴島

（Elba）；值得一提，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前所未有的〈告同胞書〉（An Mein 

Volk, To my People, 1813）動員從戎，對象是普魯士人、及日耳曼人（Preußen 

und Deutsche, Prussians and Germans），把普魯士的崛起視為日耳曼民族運

動的發端，睥睨奧地利（Dill, 1961: 78-85; Solsten, 1996: 30-31; Breuilly, 2003; 

16, 19-21; Barraclough, 1984: 407-10; Conze, 1979: 25-28; Holborn, 1964: chap. 

14; Kohn, 1967: chap. 35; Wikipedia, 2021: An Mein Volk）。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4: File: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 First Meeting.jpg）。 

圖：萊茵邦聯會議（1806） 

 

 
30 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對抗普魯士，在第五次反法同盟戰爭對付奧地利 
31 這是德意志解放戰爭（German campaign of 1813, Wars of Liberation）的關鍵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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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德國的統一 

拿破崙戰爭結束，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4-15）並未恢復

神聖羅馬帝國在戰前的 300 個邦，奧地利與普魯士所提聯邦方案不被接受，

取而代之的是由 39 個邦組成的日耳曼邦聯 32（Deutscher Bund, German 

Confederation, 1815-66），以奧地利為永久主席國；由於奧地利的領地並非

侷限於日耳曼人地區，法蘭茲一世的外相梅特涅33（Klemens von Metternich, 

1809-48）只圖維持現狀、對日爾曼政治事務敬而遠之，而普魯士也不限日

耳曼人地區，權貴及保守份子唯恐奧地利危及自身生存，首要目標是加以

逼退，無意統一；就英國而言，普魯士取得萊茵河領地來彌補被俄羅斯攫走

將近半數波蘭領土34，未嘗不可當作一條牽制法國的看門犬，而奧地利也認

為日耳曼南部各邦可以擋住法國、或為對抗普魯士的潛在盟友；這樣的暫

行安排雖然確立英、俄、奧、法、及普之間的均勢平衡，而俄、奧、普也結

成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 1815-53）來對抗法國，卻埋下普魯士與奧地利

競逐的種子（Solsten, 1996: 31-35; Dill, 1961: chap. 5; Johnson, 1996: 125-26; 

Allison, 2002: 13; Breuilly, 2003: 22-24; Conze, 1979: 27-29; Löwenstein, 1964: 

75-76; Barraclough, 1984: 409-12: Fulbrook, 1990: 101-104）。 

在普魯士的主導下，德意志邦聯刻意排除奧地利，38 個邦於 1834 年組

成德意志關稅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 German Customs Union, 1834-

1919），無心插柳柳成蔭，經濟整合促成日耳曼的政治統一；其實，諸如巴

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及漢諾威（Hanover.）等中型的邦各有其地域性

的本位主義（particularism），戒慎小心，原本打算自行成立關稅同盟、以

免受制於普魯士，終究還是屈從35；奧地利商人當然擔心生意受損，而政治

 
32 不過，普屬波蘭、及東普魯士不在內，奧地利的非普魯士領土亦然（Dill, 1961: 89）。 
33 梅特涅後來又在 1821-48 兼任奧地利首相。 
34  根據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4-15），普魯士取得法國傀儡政權華沙公國

（Duchy of Warsaw, 1807-15）領地西部（7%）、設傀儡波森大公國（Grand Duchy of Posen, 

1815-48），普魯士另外還取得 60%的薩克森領地，並獲得補償下萊茵的土地建立大公

（Grand Duchy of the Lower Rhine, 1815-22）、進而設置萊茵省（Rhine Province, 1822-

1945）。 
35 巴伐利亞與符騰堡原先成立南德關稅同盟（South German Customs Union, 1828-34），終

究在 1834 年併入德意志關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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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只憂心不要危及奧地利帝國的完整就好，沒有預料到關稅同盟會有經

濟、甚至政治上的影響；交通改善雖然拉近各邦的距離，不過，對於基礎建

設的投資基本上還是在商言商，未必是出於政治統一的考量；儘管梅特涅

得以控制各邦，社會正義的啟蒙已經由學生與中產階級擴及工藝與勞工，

要求政治自由的憲政洪流已經擋不住（Allison, 2002: 17-18; Conze, 1979: 31-

35; Solsten, 1996: 32; Fulbrook, 1990: 114-16）。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Deutscher Bund.svg）。 

圖：日耳曼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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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 1848 年爆發二月革命（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歐洲四處

烽火，普魯士、及奧地利首當其衝，梅特涅終究被迫流亡英國；日耳曼民族

主義、及自由主義者於 1848 年 5 月在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Paulskirche）

召開國民議會（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Frankfurt Parliament, 1848-

49），制訂『保羅教堂憲法』（Frankfurt Constitution, 1849）、嘗試以君主

立憲的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 German Empire, 1848-49）來取代日耳

曼邦聯，也就是建構現代日耳曼民族國家（German national state）；由於境

內有異族、境外有族人，又面對各大邦的挑戰，究竟要採取屬地還是屬人、

到底要強調主觀認同、或客觀特徵（語言同化），左右為難；普魯士國王腓

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 of Prussia, 1840-61）認為這是「從水

溝撿起皇冠」（pick up a crown from the gutter），不接皇位36，法蘭克福國

民議會政府曇花一現；普魯士另組艾福特聯盟（Erfurter Union, Erfurt Union, 

1849-50），因為小邦反對無疾而終，而奧地利首相費利克斯（Prince Felix 

of Schwarzenberg, 1848-52）則倡議聯邦體制，相持不下，終究日耳曼邦聯

死灰復燃，普魯士與奧地利彼此不再相敬如賓（Solsten, 1996: 36-37; Dill, 

1961: chap. 6; Johnson, 1996: 152; Conze, 1979: 34-41; Breuilly, 2003: 51-56; 

Allison, 2002: 19-23; Barraclough, 1984: 415; Holborn, 1964: chap. 3; Fulbrook, 

1990: 117-23）。 

由於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只想納入奧地利帝國的日耳曼、及波希米亞部

分，也就是「小日耳曼方案」（Kleindeutschland, Lesser Germany），實質

上就是不讓奧地利加入，而奧地利則希望其所有領地都能全體一起加入，

即「大日耳曼方案」（Großdeutschland, Greater Germany），立場南轅北轍，

顯而易見，神聖羅馬帝國這個舊瓶裝不了日耳曼民族國家新酒；進入 1860

年代，奧地利仍然不放棄主導日耳曼，奧皇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 1848-1916）在 1863 年親往法蘭克福，所提聯邦方案換湯不換

藥，普魯士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62-90）外交捭闔縱橫，終究

在普奧戰爭（Austro-Prussian War, 1866）打敗奧地利，特別是在柯尼希格雷

 
36 腓特烈•威廉四世希望能獲得其他各邦的同意，大多數小邦立即首肯，大邦則異議、特別

是巴伐利亞，反而讓他有台階下藉口君權神授（divine right）不能來自人民授與（Dill, 

1961: 113; Solsten, 199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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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戰役37（Battle of Königgrätz, 1866）重挫，簽訂『布拉格條約』（Peace of 

Prague, 1866），日耳曼邦聯解體，美因河以北 22 個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聯

（Norddeutscher Bund,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1867-71）、刻意排除奧

地利，至於南部的巴伐利亞、巴登、及符騰堡則跟普魯士有秘密軍事同盟關

係；這是一個聯邦國家，各邦自理內政，而外交則由普魯士主導（Solsten, 

1996: 37-40; Dill, 1961: 112, chap. 8; Conze, 1979: 46-48, 51-55; Johnson, 1996: 

153-54; Allison, 2002: 26; Barraclough, 1984: 419; Holborn, 1964: chaps. 4-5; 

Fulbrook, 1990: 128）。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Ereignisblatt aus den revolutionären Märztagen 

18.-19. März 1848 mit einer Barrikadenszene aus der Breiten Strasse, Berlin 01.jpg）。 

圖：德意志 1848 年革命 

 

普魯士主導北德意志邦聯，首相俾斯麥出任邦聯首相（1867-71），他

雖誓言並無領土野心，卻立意排除奧地利的介入；奧地利亟欲恢復大國地

位來遏阻普魯士往南擴張、選擇與法國結盟，不想普魯士在普法戰爭

（Franco-Prussian War, 1870）奏捷，簽訂『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 

1871）、取回亞爾薩斯-洛林，旋以邦聯為基礎往南擴充建國、正名為德意

志帝國38（Deutsches Reich, German Empire, 1871-1918），德國正式統一、

一個日耳曼人的民族國家終於成立，德、奧從此分道揚鑣（Solsten, 1996: 38-

40; Dill, 1961: chaps. 9-11; Conze, 1979: 21-22, 57-58; Johnson, 1996: 160-64; 

 
37 又稱為薩多瓦會戰（Battle of Sadowa）。 
38 正式名稱為德意志國╱德國，或第二帝國（Zweiten Reich, German Seco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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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son, 2002: 34-35; Barraclough, 1984: 419; Wehler, 1985; Holborn, 1964: 

chap. 6）。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8: File:NB 1866-1871.99.svg）。 

圖：北德意志邦聯（1866-71）  

 

事實上，普魯士王國政府與德意志帝國政府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首

相39還是俾斯麥（1871-90），他的政權建立在雙重妥協，一方面讓各邦保有

自主、交換由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King of Prussia, 1861-88）出任德意志

皇帝（Deutscher Kaiser, German Emperor, 1871-88），另一方面說服社會各

階層接受強有力的威權君王、以及弱化的民選議會；在外交上，俾斯麥認為

德國必須休養生息、希望能說服其他強權和平相處，認定法國因為亞爾薩

 
39 普魯士首相是 minister-president，德意志帝國首相是 chancellor（Dill, 196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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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林不會善罷甘休，敵人的敵人就是潛在的盟友朋友，便先後與奧匈帝

國40（1879）、義大利（1882）、以及俄國41（1887）結盟，終究排除俄羅

斯而有德、奧、義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1882-1915），卻又捲入歐洲強

權的殖民地競逐，英國驚覺德國的長期地緣政治目標，外交謹慎的俾斯麥

終究因為內政立法被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88-1917）罷黜；威廉二

世好大喜功，在外交行事風格好戰而粗暴、不惜以提高軍備做後盾，特別是

建造艦隊來與英國一爭長短；法國先與俄國同盟（Franco-Russian Alliance, 

1891-94），英、法又協約言和（Entente Cordiale, 1904），終究擴大為法、

俄、英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1907-17）制衡三國同盟（Solsten, 1996: 40-

47）。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1: File:Prussiamap.gif）。 

說明：綠色是屬於普魯士的部分。 

圖：德意志帝國（1871-1918） 

 
40 德國在 1878 年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 1878）與奧地利聯手，雙方針對俄羅斯結

為雙重同盟（Dual Alliance, 1879）。 
41 德國擔心俄羅斯反彈，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 1878）安撫，徒勞

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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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 File:Map Europe alliances 1914-en.svg）。 

圖：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1914） 

玖、一次世界大戰、威瑪共和國 

奧匈帝國皇儲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 

1896-1914）夫婦在塞拉耶佛（Sarajevo）遇刺，塞爾維亞背後有俄國撐腰，

而德國則無條件支持奧地利對付塞爾維亞，在 1914 年 8 月 1 日對俄羅斯宣

戰，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 1914-18）爆發，德奧土保同盟國（Central 

Powers, 1914-18）對抗法俄英三國協約；德國為了避免兩面作戰，擬定『史

里芬計劃』（Schlieffen Plan），希望能速戰速決，只要能借路中立的比利

時攻下法國、就可以全力進攻措手不及的俄羅斯，沒有想到事與願違，英國

因為保證比利時的中立而必須出兵義助，德軍在西線陷入塹壕戰泥淖，而

東線一直要到 1918 年才終於奏捷（Solsten, 1996: 47-48; Fulbrook, 1990: 150-

51）。 

德國改弦更張為擴張主義，本來就是借題發揮，盤算把比利時、及波蘭

納為衛星國，國內民意廣泛支持打戰，直到 1916 年，越來越多的百姓因為

缺糧開始有異議，國會在 1917 年決議要求政府停戰、棄絕擴張，首相貝特

曼-霍爾韋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 1909-17）被迫下台，參謀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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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916-19）與陸軍總司令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專斷，德國走入軍事獨裁；軍方原本拒絕和平方案，理由之一

是相信德國終究會戰勝，第二個理由是政府打戰並未加稅，而是靠發行戰

爭債券、寄望由戰敗國賠款支付，因此，唯有戰勝才能避免破產；俄國十月

革命（October Revolution, 1917）爆發，新成立的蘇維埃俄國（Russian Soviet 

Republic, 1917-22）在 1918 年 3 月跟同盟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

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 1918）後退出大戰，德國得以將大軍抽調西線，

卻遭遇協約國在 7 月展開反攻，德國將領知道大勢已去，為了逃避戰爭責

任、建議不惜任何代價儘速停戰議和，良心發現力促民主轉型42；政治改革

在 10 月展開，各地已經紛紛發動起義，特別是海軍叛變、拒絕出航，很快

就引發十一月革命（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19），拒絕承擔責任的德皇

威廉二世在 11 月宣布遜位、流亡荷蘭，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 1919-

33）於 9 日成立，由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 1875-）黨魁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919-25）組臨時政府的聯合內閣；

在這場戰爭，德國總共失去 1,600,000 條人命、4,000,000 人受傷（Solsten, 

1996: 48-49; Fulbrook, 1990: 148-50; Wende, 2005: 122-23, 156-58; Wikipedia, 

2024: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1919; Spartacist uprising）。 

德國在戰後簽訂『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被限制

陸軍不能超過 100,000 人、海軍不能擁有潛水艇，另外，除了所有海外殖民

地、成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1920-46）託管地（mandate），總共

失去本土的領土 68,000 平方公里；除了亞爾薩斯-洛林交還法國，西普魯士、

以及波森歸還波蘭43，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的北半部

經由公投交給，而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經過 1921 年的公投，波蘭獲

得比較工業化的東部、德國分到比較富裕的西部；由於格但斯克（Danzig）

住民多為日耳曼人，被列為國際聯盟所管轄的自由市44（Free City of Danzig, 

1920-39），薩爾（Saar）則國際聯盟管轄到 1935 年；梅梅爾領地（Memel 

 
42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913-21）寧可跟具有廣大民意的

政府談和（Wende, 2005: 123; Fulbrook, 1990: 157）。 
43 不含原本就屬於普魯士王國及後來德意志帝國的東普魯士。 
44 波蘭從西普魯士取得一條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以通往波羅的海（Baltic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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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y）原本交由國際管理、留待公投決定前途，立陶宛卻在 1923 年加

以併吞；根據「戰爭罪責條款」（War Guilt Clause），德國必須承擔發動戰

爭的所有責任、付出鉅額賠款，協約國佔領去武裝的萊茵蘭 15 年作為擔保；

另外，德國不准與奧地利做任何形式的結合（Solsten, 1996: 49; Wende, 2005: 

126-29; Fulbrook, 1990: 162-63; Wikipedia, 2024: German colonial empire; 

World War I reparations; Klaipėda Region; 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Spartakusaufstand Barrikaden.jpg）。 

圖：柏林起義（1919） 

 

戰後的德國人對於威瑪共和國不是冷眼旁觀、就是全力反對，政治人

物不僅缺乏民主政治歷練，最大的問題是自私自利、甚至於不切實際，而政

局則呈三足鼎立，眾：民主化的最大障是右派45，他們是舊政權的中堅份子，

包含軍方、財團、司法人員、官僚體系、教育體系、以及絕大部分媒體，骨

子裡頭反對民主、希望能建立保守的威權體制，此外，他們反對停戰、議和，

更怪罪這些人是德國戰敗的賣國賊，最可議是，不少極右團體並不反對採

取暴力手段、紛紛動員青年成立準軍事化組織；極左派46主張立即展開徹底

的社會革命、而非侷限於政治改革，因此自始拒絕接受威瑪共和國的正當

性，認為這只不過是用來阻擋革命的工具，他們怪罪當權派出賣革命、竟然

與軍方聯手在 1918 年尾到 1919 年初展開血腥鎮壓47；政權的擁護者是以社

 
45 代表性政黨有保守派德國國家人民黨（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 DNVP, 1918-33）、

及代表中產階級的自由派德國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 DVP, 1918-33）。 
46  主要的政黨是由社會民主黨分出來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USPD, 1917-31），而在 1919 年初才成立的共德國產黨

（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 KPD, 1919-）更認為社會民主黨革命的最大障礙（Solsten, 

1996: 50-51）。 
47 譬如領導者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及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在

1919 年初領導於柏林發動的工人斯巴達克同盟起義（Spartacist Uprising, 1919），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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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民主黨為主的溫和派，擔心社會革命會遭致協約國的入侵，強調妥協，不

惜與軍方結盟、聯手維持治安（Wende, 2005: 123-24; Solsten, 1996: 53-54; 

Fulbrook, 1990: 158-60）。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Germany after the Peace Treaty of 1919, H. G. 

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page 572.jpg。 

圖：德國在凡爾賽條約所失去的領土（1919） 

 

當時，有兩項被認為是惡名昭彰的重大妥協，其一是臨時政府總理艾

伯特與軍頭格勒納（Wilhelm Groener）私下所做的『艾伯特-格勒納協定』

（Ebert-Groener Pact, 1918），軍方同意效忠新政府，交換條件是政府必須

鐵腕鎮壓革命份子；其二是工業鉅子斯廷內斯（Hugo Stinnes）與工會領導

者列金（Carl Legien）達成的『斯廷內斯 -列金協議』  (Stinnes-Legien 

 

酷刑而死，動手的所謂自由軍團（Wilmersdorf Bürgerwehr, Free Corps）是由軍事工業出

錢、軍方訓練（Wende, 2005: 124; Fulbrook, 1990: 160; Wikipedia, 2024: Karl Liebknecht; 

Spartacist u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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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1918），確立一天工作八小時、承認工會是工人的代表、退伍軍

人可以取回原來的工作、集體談判等基本勞動權，相當程度是承認生產工

具的私有化；另外，臨時政府本身也是妥協，由溫和的社民黨、及激進的獨

立社會民主黨各推派 3 名代表共同主政，不過，雙方很快就為了是否召開

制憲會議勞燕分飛（Fulbrook, 1990: 159, 170-71; Wikipedia, 2024: Ebert-

Groener pact;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4: File:SBZ 1949 229 Karl Liebknecht und Rosa 

Luxemburg.jpg）。 

圖：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罹難 30 週年紀念票（1949） 

 

社民黨主導 1919 年初的制憲會議（Weimar National Assembly, 1919-20）

選舉，結合天主教的德國中央黨（German Centre Party, Z, 1870-）、及自由派

的德國民主黨（German Democratic Party, DDP, 1930-）組成威瑪聯盟（Weimar 

Coalition）獲得大勝（76.2%選票），制憲會議推選社民黨魁艾伯特為首任總

統（1919-25），在年中核可『威瑪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 1919），新建

的聯邦制共和國在憲政體制採取強勢總統與弱勢國會的混合制48，由人民普

選產生的總統任期 7 年、取代世襲國王為國家元首，他除了任免總理、而

且核可總理所提名的內閣成員，只不過，內閣必須對國會負責；根據新憲，

總統可以罷黜部長、否決法案，甚至於解散國會、召開改選，此外，總統可

以透過公投弱化國會，緊急條款又賦予總統可以不需國會同意任命內閣；

由於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採取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導

致政黨林立，此後沒有一個政黨有實力獲得過半席次，很難形成穩定的聯

合政府，難怪威瑪共和國經歷過 21 個政府（Solsten, 1996: 50; Fulbrook, 1990: 

 
48 比較正式的說法是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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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2, 171-72; Wende, 2005: 125-26; Wikipedia, 2024: 1919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在 1919-23 年間，德國不僅政局動蕩不安，經濟也陷入嚴重的通貨膨

脹、及失業，而賠款更是雪上加霜，經濟復甦無望，只有少數大工業家得利，

中產階級的儲蓄、及退休金被掏空，上班族、公務員、及陣亡官兵遺孀打擊

最重，宛如戰後初期的夢魘重現，這正是極端政黨滋生的溫床；這時候，既

得利益者更是火上加油，尤其是司法人員對於右翼恐怖行動輕判、甚至於

視而不見，相對上嚴懲左翼、甚至重判死刑；在 1920 年，右派在柏林發動

卡普政變（Kapp Putsch），由於軍方束手旁觀 49，政府只好逃往司徒加特

（Stuttgart），幸賴總罷工拉下臨時政府；在 1923 年初，由於德國短缺抵繳

戰費賠款的毛料、及煤炭，法國與比利時派 10 萬大軍進駐工業心臟魯爾地

區（Ruhr），官方的對策是呼籲百姓消極抵抗、不事生產，結果是損人不利

己，不只經濟陷入困境，罷工抗議遭來暴力反制，左、右紛紛醞釀起義

（ Solsten, 1996: 54-55; Fulbrook, 1990: 164-66; Wende, 2005: 129-32; 

Wikipedia, 2024: Occupation of the Ruhr）。 

威瑪聯盟在 1920 年的首度國會大選出師不利（44%選票）、並沒有獲得

過半席次，聯合內閣的成員對於重大議題未能同心協力，譬如中央黨雖然

在外交與社民黨大致上有共識，譬如『凡爾賽條約』的履行，然而，彼此對

於內政卻往往有相當分歧，反倒是中央黨與右派政黨對內政的看法較為一

致，只不過，他們在外交上的立場卻是南轅北轍，總理換人頻繁有如走馬

燈；面對無政府狀態，總統艾伯特力邀右派人民黨黨魁斯塔夫施特雷澤曼

（Gustav Stresemann, 1923）出面收拾殘局，他結合社會民主黨、中央黨、

及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在戰爭期間

支持擴張主義，戰後還組黨反對共和制、甚至於希望卡普政變成功，然而，

目睹重要政治人物相繼被暗殺，他終於覺悟，唯有正常運作的共和國能遏

止左、右雙方的暴力；儘管他只有執政百日，結束在魯爾地區的抵制、及節

制紙鈔發行，政績斐然，此後 10 年，容或有幾次流產政變、基本課題尚難

 
49 軍方維持普魯士「國中有國」的傳統，以不介入政治為理由拒絕支持共和政府，其實卻

是充滿政治意味，不過，他們倒是卻願意配合打壓在魯爾、及薩爾的工人騷動（Fulbrook, 

199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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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政治運轉漸漸步上民主的軌道；斯塔夫施特雷澤曼轉任外交部長、直

到病死（1923-29），精明幹練的他展開外交正常化，先後協議「威斯計劃」

（Dawes Plan, 1924）、及「揚計劃」（Young Plan, 1929）來舒緩戰費償還的

壓力，比、法聯軍也在 1925 年撤出魯爾地區，更透過『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 1925）解決與法國、及比利時的國界糾紛，進而得以在 1926 年加

入國際聯盟，而稍早又與蘇聯簽訂『柏林條約』（Locarno Treaties, 1926），

除了確認『拉帕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 1922）的修好、還保證在第三

國攻擊時維持中立50，此外，協約國在萊茵蘭的駐軍提早 5 年於 1930 年完

全撤出；儘管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在外交上的貢獻，右派認為這些安排無異

暗示德國屈從於『凡爾賽條約』，嘲笑他是「履行（條約）的政客」

（Erfüllungspolitiker, fulfillment politician），連他自己的人民黨同志也不諒

解，而中央黨也日漸右傾（Solsten, 1996: 55-57; Fulbrook, 1990: 166-68; 

Wende, 2005: 132-34; Wikipedia, 2024: 1920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Gustav 

Stresemann; Locarno Treaties）。 

艾伯特在 1925 年總統改選之前病逝，大聯合政府伙伴的候選人在第二

輪投票敗給右派所推派的老將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925-34）；興

登堡被視為一次大戰的英雄，因此穩住政局有功，特別是後來說服原本敵

視共和國的國家人民黨入閣，不過，他對於議會式民主、及社會民主有所保

留，跟軍方有建立威權體制的玄思；新政府的最大問題是聯合內閣的組成，

天主教中央黨、自由派人民黨、及保守派國家人民黨雖然在內政尚有共識，

對於外交卻難有交集，同樣地，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及人民黨或許在外交

政策取得共識，對於內政觀點不一，除非採取對於左、右政黨委曲求全的少

數政府，因此，剩下來的途徑就是由總統未經國會同意逕自指派內閣，然

而，付出的民主代價是國會很少開議立法、施政必須仰賴總統授權不斷頒

佈緊急命命（Wende, 2005: 135-36; Fulbrook, 1990: 171-73; Wikipedia, 2024: 

1925 Germ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50 具體而言，萬一蘇聯與波蘭開戰，法國將不能借路德國馳援波蘭（Fulbrook, 199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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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3: File:Western Germany 1923 en.png）。 

說明：黃色比利時、棕色英國、條紋（魯爾）法國與比利時、藍色法國、綠色（薩

爾）國際聯盟監督下的法國。 

圖：各國佔領的萊茵蘭（1923）  

 

雖然 1920 年代在當時被認為是德國的黃金年代（Golden Twenties），可

惜戮力獲致的外部政治環境穩定未必帶來內部的民主鞏固，反倒是政府根

本無力面對外來的經濟挑戰；由於德國的經濟復甦建立在美國的短期貸款、

及投資，當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 1929-39）來襲、銀根抽腿，脆弱

的德國經濟迎風傾倒；社民黨在 1928 年勉強贏得國會選舉，由穆勒

（Hermann Müller, 1920, 1928-30）組大聯合政府，由於內閣成員相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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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蕭條所帶來的嚴重失業率束手無策，又無法促成資方與工會達成妥

協，大聯合政府垮台；總統興登堡認為議會式民主無能為力處理危機，臨危

授命中央黨的財政專家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 1930-32）組過渡時期的少

數政府，仰賴總統頒佈緊急命令苟延殘喘，正中意欲廢除共和而後快、謀劃

建立威權體制的保守派下懷；他為了證明德國無力支付賠款，採取撙節政

策苦肉計，包括加稅、減少政府開銷、大降工資及薪水，雖然獲得美國總統

胡佛（Herbert Hoover, 1929-33）建議延期償付（Hoover Moratorium, 1932），

付出的代價卻是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軍方、官僚體系、及大企業等保守

勢力班師回朝，群眾被極左、極右的政治勢力頻繁動員，具有魅力的政客趁

勢崛起（Solsten, 1996: 58-60; Wende, 2005: 134-37; Fulbrook, 1990: 172-73; 

Wikipedia, 2024: Hoover Moratorium）。 

在 1930 年的國會選舉，社民黨依然贏得最多席次（143），極右、極左

政黨在國會的勢力大為擴張，納粹黨51（Nazi Party, 1920-45）一下子由 12

席躍為 107 席，而共產黨也獲得 77 席成為大三大黨；到了 1932 年 7 月的

大選，失業率已經高達 30%，納粹黨席次加倍成為國會的最大黨（233 席），

共產黨增為 89 席，而社民黨則掉到剩下 133 席，短命總理巴本（Franz von 

Papen, 1932）試圖拉攏納粹黨的黨魁希特勒（Adolf Hitler, 1921-45）擔任副

手不成，上台三天就被迫要求總統興登堡解散國會；國會在 11 月改選是威

瑪共和國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掉了 34 席的納粹黨依然組不成聯合政府，

國防部長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 1932-33）毛遂自薦組閣，試圖拉攏

希特勒的黨內對手不成、灰頭土臉下台，巴本等保守派相信可以馴服希特

勒，說服總統任命他為總理；希特勒在 1933 年 1 月底上台，由於聯合政府

未能獲得國會過半席次，興登堡解散國會、預計 3 月 5 日改選，不料國會

大廈在選前 1 周被縱火，他說服總統授權打壓反對者；在這回最後一次選

選，納粹黨獲得 288 席（43.9%選票）、沒有過半，希特勒軟硬兼施通過『授

權法』（Enabling Act of 1933），此後內閣可以逕自立法，政府展開黨禁、整

肅反對份子；興登堡在 1934 年逝世，希特勒乾脆合併總統與總理、自命國

家元首（Führer, 1934-45），德國淪為極權統治國家（Solsten, 1996: 57-62; 

 
51 全名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簡

稱國社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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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e, 2005: 135-38, chap. 9; Fulbrook, 1990: 172-87; Wikipedia, 2024: 1930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July 1932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November 1932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March 1933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Enabling Act of 

1933）。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4: File:Reichstagsbrand.jpg）。 

圖：德國國會大廈被縱火（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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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德意志人、德語 

廣義來說，德意志人╱德國人（Deutsche, Germans）是指講德意志語╱

德語（Deutsch, German）的人（German-speaking people），或稱為德語人，

有語言、文化、血統的意思 52，包含在德國境外離散的德意志裔人 53

（Auslandsdeutsche, Germans abroad），特別是在周邊國家（奧地利、捷克、

波蘭、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的離散德意志人（German diasporas），後者

又分為四散（Streudeutsche, scattered）、或是語言島（Sprachinsel, language 

island）的德意志人，未嘗不可鬆散使用日耳曼人；由於「國」是由國名簡

寫而來，譬如法國（法蘭西）、俄國（俄羅斯）、奧國（奧地利），稱為「德

國人」不精確（Wikipedia, 2023: German language; Germans; Volksdeutsche; 

German diaspora; Pan-Germanism）。 

值得一提是離散的德意志裔人，或稱為「失落的離散者」（lost diasporas），

帶有規範性、甚至民族主義的弦外之音，也就是他們是在領土割讓後流落

在外，必須想辦法透過合併迎回日耳曼人的國家，不免淪為擴張主義的藉

口：話又說回來，這些講德意志語的社群，往往被在地國家的政府視為是被

日耳曼化的國民（Germanized nationals）、或者就是德國國民（German 

nationals）；即使他們宣示效忠國家，可能面對被地解出境的命運、族語學

校被關閉、或禁止組社團，其實，他們對於德意志帝國這個日耳曼國家

（German state）是生疏的，更談不上當作祖國（Heimat, homeland），當然

不會自動產生認同；因此，一些人要不是選擇移民、或流亡，再不然就是無

奈接受支配族群的同化（Judson, 2005: 219-23）。 

至於歷史上的日耳曼語族（Germanic languages）則包含西日耳曼語支

 
52 不過，在 19 世紀初會說流利德語的人，有可能是匈牙利、捷克、或是波蘭民族主義者，

也就是說，他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政治認同，而非語言、或文化認同；

由於語言的使用有其功能性，尤其是端賴日常生活的用途因此，人口普查結果的信度必

須存疑（Judson, 2007: 115, 121-22）。 
53 相關的名詞是德意志裔人（Volksdeutsche, ethnic Germans），因為是納粹的宣傳用語，改

用德意志裔少數族群（Deutsche Minderheit, German minority）、或具有德意志血統

（Deutschstämmige, of German descent）（Wikipedia, 2023: Volksdeutsche; V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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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Germanic languages）、北日耳曼語支（North Germanic languages）、

及已經滅絕的東日耳曼語支（East Germanic languages）：現有的北日耳曼語

支是斯堪的那維亞語支（Scandinavian languages），包含瑞典語（Swedish）、

丹麥語（Danish）、挪威語（Norwegian）、冰島語（Icelandic），及法羅語

（Faroese）；現有的西日耳曼語支包含德語、英語（English）、荷語（Dutch）、

及弗里西語（Frisian）。德語分為低地德語（Plattdütsch, Low German）、及

高地德語（Hochdeutsch, High German），前者使用者分布於德國北部、丹麥

南部、及荷蘭東部，後者則分布於包括德國中、南部、奧地利、列支敦斯登、

瑞士、盧森堡、及比利時東部（Wikipedia, 2023: Germanic languages; German 

language; Low German; High German languages）。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23: File:Deutsche Siedlungsgebiete in Osteuropa 

1925.jpg）。 

說明：又左上角逆時鐘分別是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烏克蘭、及白俄羅

斯。 

圖：東歐的日耳曼人墾殖地（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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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耳曼民族╱德意志民族54（deutsche Nation, German Nation）是

指在民族主義下的想像共同體╱民族共同體55（Volksgemeinschaft, national 

community, community of people），譬如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

《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在第 8 講〈什麼是較高意義上的民族？什麼是愛國主義〉

（Was ein Volk sei, in der höhern Bedeutung des Worts, und was Vaterlandsliebe, 

What a people is, in the higher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what patriotism），所

用的字眼 Volk（people 人民）原本的意思是群眾（crowd），衍生為蒙昧無知

的老百姓（common man），後來是指在客觀上具有原生血緣、語言、或文化

關連的一群人，最後提升為在主觀上具有政治意識的民族（nation），就是要

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或泛日耳曼主義（Pan-Germanism）想

要結合建立國家的對象；當然，people 還是比 nation 低調多了（Whaley, 1006: 

449, 453-54: Conze, 1979: 1, 91; Wikipedia, 2023; Volk）。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Deutsche Mundarten.PNG）。 

說明：橘色是低地德語，綠色是高地德語，藍色是中部德語（Mitteldeutsch, Central 

German），屬於高地德語。 

圖：德語的分布  

 

 
54 相關的名詞包括德國國籍（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German nationality）、德國公民

權（Staatsbürgerschaft/Bürgerschaft, German citizenship）、及德國國民。 
55 也淪為納粹的宣傳用語（Wikipedia, 2023: Volksgemei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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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德國的河流 

 

來源：Newebcreations（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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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start with a review of the Germanic peoples.  We then move to look 

into the rise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to exam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to scrutin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In addition, we shall survey the East settlement of the Germanic 

peoples at the Middle Ages.  Moreover,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understand 

how Reformation, ascendence of the Kingdom of Prussia, and the had left their 

imprints here.  After exploring the German Unification, we will conclude by 

surveying the World War One and Weimar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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