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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齊格飛藍茨，德國當代著名作家，青少年時期在二戰中度過，曾被海軍徵召入

伍，戰後攻讀文學及哲學，曾任編輯、作家。 

 

本書取材自畫家埃米爾．漢森與納粹時期被禁止作畫之事，喚起讀者對極權下

公民義務的正當性之反省。主角，西吉，在感化院中被要求創作名爲《履行責

任的快樂》的作文。他憶起父親（偏鄉農村的警察局哨長）奉命監控畫家南森

言行的往事，揭示父親忠於職責的不留情面、偏激行爲。 

 

 

二、內容摘錄： 

1.人們也得做點什麽觸犯職責的事。職責，依我看，不過是盲目的自吹自擂而

已。（p.204） 

 

2.在一個人盡自己職責時，我並不問個人會從中得到什麽利益，會有什麽好處

等等。到處打聽將來如何，有什麽用呢？你得明白，人不能總憑自己的情緒去

履行自己的職責，不能要求他總是小心翼翼。 （p.332～p.333） 

 

3.事情總會有損失的，維特─維特。也許這是一件好事，人們總不能停留在原

來所擁有的一切東西上，而是必須不斷地重新開始。只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

還能寄望於自己。我從來就不滿足，西吉，我也建議你，盡一切可能不要滿

足。（p.451） 

 

4.所有青少年都是代替某個人到這兒來的。（p.516） 

 

 

三、我的觀點： 

《德語課》整本書圍繞在德意志民族精神——履行職責上。在我看來，職責的

來源分爲兩種：一是大環境（外界）的主流思想、對社會上份子的要求、期



待，二是來自本性或應外界刺激而生的心理需求；本書的主要角色充分的體現

了其特色。 

 

西吉的父親，嚴斯，在戰時執行監控畫家的命令。起初行動步調緩慢而遲疑的

他，因南森的桀驁不馴態度漸轉嚴厲，甚至沒收近乎白紙的組畫，並在禁令解

除後仍以極端手段銷毀畫作。他承受的職責來自政府，原爲保留情面而嘗試與

禁令劃清界限，強調其非出自個人意願，自尊卻漸漸把被激起的怒氣化爲將職

責内化成武器的力量。世界上許多人終其一生同嚴斯一般追求社會賦予其之期

待及價值，失去自我追尋。受阻時不反思行為的意義、自己的初衷，反而將情

緒視爲完成使命的推手、以自己的堅持不懈爲榮並傳承價值觀。在東亞教育

中，許多家庭以將孩子得到高等教育為目標，我們不斷地在複製對於成功的定

義，不重視個人化發展，學業成效不佳就送補習班、請家教，處心積慮為考進

好大學、好科系。然而，並非所有人對於學術上的精進都有熱忱，亦有不少人

在出社會後認為大學課業對於職涯並沒有太大幫助、四年的青春原能更有意義

在其他面向成長，他們卻仍以相同方式為下一代鋪路。嚴斯的思維和行為模

式，想起來，並非那麼不熟悉呢！ 

 

主角西吉曾被父親要求監督畫家、通風報信，但同時，他受畫家委托去挽救一

些作品。矛盾、掙扎在他看見父親燒毀畫作而產生的恐懼下有了出口：他承擔

起保護畫作的職責，自作主張的偷竊、藏匿作品。在父親的高壓和對畫家追求

自由的認同下，這位少年決定聽命於己，儘管手段看似不那麽正當、怪異，但

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在社會角色中彷徨不知所措，最終磨出自己的原則並將

自己的行爲合理化，不求他人理解，只求自己心安，在履行職責時得到滿足。

學生時期，幹部在職責及同學的人情壓力下為難，此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爲

被合理化的原則。職場上，來自上司的壓力和欲追求在工作環境中好過點的心

相抵觸，於是產生了逢迎諂媚。這是一種妥協，也是一種人格和習慣的養成。 

 

畫家強烈的批判了嚴斯的盡忠職守，堅持以色彩表達自己的不滿。的確，他違

抗了外界職責，但我認爲他堅守的不過是另一形式的職責，出於本性的職責。

出於本性的職責較外界職責可看得多，它組成了社會的多樣、豐富性。本性的

職責驅使我們去批判、挑戰主流和規則，留下獨特文化色彩。畫家的作品在戰

後文化重建扮演重要角色即爲證明。 

 

服從主流、規定是好事嗎？這些外界賦予我們的角色、職責固然使社會井然有

序，卻束縛了創見、批判性思考、個人思想的靈活。中世紀時，由於專制教會

對人民思想的禁錮，科技及文化發展停滯，伽利略嘗試提倡日心説，違抗了主

流而遭軟禁。縱然違抗看似為最艱辛的生存之道，卻是跳脫框架、改變世界的

一大途徑。身爲知名於順從的東方小孩，不過度内化外界職責、學習探索本性

是我們值得努力的方向。課堂中勇於質疑各學科的基礎規則，善用「為什

麼」、「為什麼不是（提出説辭）」即爲練習。我從小就是「問題兒童」，常

讓老師一時無法回應，許多同學認為學生本份是乖乖聽課及吸收，對他們而言

我違抗了職責，但也因此我才對知識有更深刻的體會並更善於整理自己的想

法。與其庸庸碌碌的盲目堅守職責，不如站穩立場的違抗！ 

 



 

四、討論議題： 

二戰集中營屠殺的參與者，包括幫廚、警衛等，多因協助謀殺罪被判刑。審判

中，被告皆宣稱自己僅是服從上級命令，究竟克盡職責的底線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