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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世紀德語文學史概覽》第 0 章：
中世紀德語文學的基本條件及問題

姚紹基（YAO, SHAO-JI）譯

譯者前言

近年來台灣的德語及德語文化教學越來越多元，各個領域的歸國學人貢獻所
學，讓台灣修習德國語文或德國文化學系的學生得以接觸多樣化的課程，舉
凡傳統的語言、文學、哲學及歷史，到較為實用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
及教育等範疇，都有學者專家做為媒介，讓國人對德語文化圈有更深一層了
瞭解。然而在這多樣性之中，唯獨對於古德意志或古日耳曼（在此指的是中
世紀和中世紀以前）的歷史背景及其語言文化尚乏人投入。要深入瞭解此一
時期的德意志民族，除了歷史文獻資料，文學作品也是一項重要的佐證。德
語語言史和古德語文化及文學，合稱 Germanistische Mediävistik 或 Ältere
Deutsche Philologie，在德語系國家是德語文學系（Germanistik）的研究及教
學重點之一。對於德語系國家以外的德語學習者而言，具備這方面的綜合性
背景知識有助於更深入瞭解德語世界以及理解現代德意志民族的思維。

如前所述，古德意志文化的研究在華語文化圈，尤其在台灣，可說是一塊尚
待開發的處女地。對一門新興學科而言，翻譯是一項有效的入門方式。關於
中世紀歐洲中世紀宮廷文化，已有一部在在德國學界相當有份量的入門作品
被譯成中文：

何珊、劉華新譯：《宮廷文化。中世紀盛期的文學與社會》。約阿希姆‧布姆
克著。上下兩冊。北京：三聯書店，2006。

原著：Bumke, Joachim: Höfische Kultur. Literatur und Gesellschaft im hohen Mit-
telalter. 2 Bde. München: dtv 1986.

此外台灣輔仁大學德文系的張善禮教授也有數篇針對中世紀宮廷文學的篇
章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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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禮譯：中世紀宮廷文化時期的文藝機制。台德學刊 8（2005），192-211。

張善禮譯：德意志宮廷文藝的萌芽。台德學刊 9（2005）。256-286。

張善禮譯：早期宮廷抒情詩。台德學刊 10（2006），228-240。

均出自：Bumke, Joachi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m hohen Mittelalter. 4.
Aufl. München: dtv 2000.

布魯納教授（Prof. Dr. Horst Brunner）1940 年生於 Braunschweig，1981 年起
在德國烏玆堡 Würzburg 大學德國語文學系擔任專任教授，目前已退休。布
魯納教授專長是中世紀德語文學、音樂、歷史及文化。他所整理的《中世紀
德語文學史概覽》“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im Über-
bilck”鉅細靡遺，非常適合入門學習者研讀，在德語系國家常被推薦為教科
書，也是國家考試必備的書目。此書涵蓋的範圍自八世紀有文字流傳開始一
直到 1500 左右的德語文學，前言之後分成三部分，A：古高地德語 alt-
hochdeutsche 文學及早期中古高地德語 frühmittelhochdeutsche 文學時期﹝八
世紀到 1150 年左右﹞、B：中古高地德語 mittelhochdeutsche﹝宮廷 höfische﹞
文學時期﹝ 1150 到 1350 年左右﹞、 C ：早期現代高地德語文學
frühneuhochdeutsche 時期的前期﹝1350 到 1500 年左右﹞。

本翻譯的內容是布魯納教授《中世紀德語文學概覽》的「前導」部份（原書
23-39 頁），內容包括中世紀德語文學產生的條件，當時作者、文藝資助者以
及讀者或聽、觀眾的關係，文本產生時間地點之判定，還有中世紀研究中文
學的概念和現當代文學的差異，以及中世紀德語文學的分期等重點。

由於本譯作屬於學科入門的專業翻譯，其目的是想要藉由此譯著將 Germa-
nistische Mediävistik 學科引介給華語世界，譯者採下列準則：

- 在不影響原著本意的範圍內不逐字翻譯，以求文意通順。

- 人名及地名均不中譯，以利有意深入研究的讀者在德語百科或相關工
具書查閱。

- 作品名稱中譯後附原文，學科專有名詞也是如此，理由同上。此外更
希望華語世界的同好在查證後不吝指教。

- 全書翻譯完成後再整理文中學科專有名詞，製作中德對照索引。

- 按照學科研究的習慣，文中非現代德語之文字（如古德語、拉丁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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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斜體標示。

譯文

中世紀德語文學的基本條件及問題

文本流傳

不同於近代文學史，中世紀和其他較古老時期的文學史一樣，無法僅根據所
有當時所產生的文本。因為受限於傳承條件，流傳至今的文本是殘缺不全
的。其因有二。

第一，與近代的情況不同，直到 15 世紀的下半頁，中世紀的文本只保
存在手抄稿裡。1450 年左右 Mainz 的 Johannes Gutenberg 才發明了印刷術（拉
丁文版「42 行聖經」1在 1455 年完成）。除了所謂的活字體印刷 Inkunabeln
（又稱 Wiegendrucke，指 1500 年以前所有的印刷品）以及早期印刷品
（Frühdrucke，1501 年起），在文學作品的手抄稿在傳承上是還扮演著很重要
的角色。皮革（經特殊處理，但尚未鞣製的小牛皮、綿羊、山羊皮）一直到
14 世紀的下半頁是主要的書寫材料。之後才用粗糙的紙張（以紡織物纖維及
水合成的漿製成；德國第一家紙廠 1390 年成立於 Nürnberg），先是兩者並用，
後來紙的用量才越來越大。手稿集結成冊，便成「典」Codex，它取代了上
古晚期以來慣用的古卷 Papyrosrolle。儘管如此，中世紀還是有古卷形式（拉
丁文，roluta，rotulus，德語 Rolle 或 Rodel，“卷”）的書，但數量很少。書本的
製作過程麻煩又昂貴。很長以來，這些工作只在修道院的抄寫室，由專家來
進行。12 世紀起，也有神職人員、公證人、史學家等人士在修道院以外替貴
族從事德語文本的抄寫工作。13 世紀開始才有城市的抄寫員，比較大型的工
作室則要到 15 世紀才有，1427 到 1467 在 Haugenau（Elsaß）的 Diebold Lauber
工作室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們也製作庫存手稿（不只是接受訂製）。個
別製作的私人手稿通常不精美，15 世紀起才有較大的數量。

手稿都是單一品。在中世紀，書本並非大宗貨物，與近代的條件相較之
下，中世紀德語文學所流傳的文本數量極少。即使是流傳甚廣，例如一部到

1 因每頁有 42，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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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年前後還不斷被重覆抄寫的著名小說，Wolfram von Eschenbach 的《帕
西法爾》“Parzival”（1200/10 成書），今日我們所知的有 15 部完整的手稿、
一部 1477 年的早期印刷以及 66 部手稿殘篇，也就是說，在這近三百年的時
間只留下不到 82 個文本。許多的作品只有在少數的文本裡存留下來，有的
甚至只有唯一的一部，很多則是不完整。不少作品的作者不詳，這種情況造
成文學史分類的困難。也有作者的作品不詳，也就是說，有些中世紀的作家
我們只聞其名，卻不知其作品。很多的文本保存體憑空消失，有一些我們只
有相關資訊，例如在古老的圖書館目錄裡，還有不少一直到近代才因不被重
視而被銷毀。此外，常有古手稿的殘餘被當成書本裝訂材料來使用。

作者自抄本 Autograph，也就是由作者自己抄錄的作品手稿，15 世紀起
才有（除了半個例外，見 65 頁2）。一般來講，中世紀的文本保存是抄寫員
的工作。而這常會發生問題。抄寫員會犯錯，現有的文本會因為不同的理由
被改寫，也有些是故意的。若無特殊情況，每一個作家的作品原始版本都不
可考，有時在作家手上就已有幾個不同版本。19 世紀上半頁由 Karl Lachmann
（1793-1851）所建立的現代文本考據 Textkritik，試圖在比較單一文本的基礎
之上恢復原始版本的風貌。然而這種考據學通常僅能重現所謂的通俗版
Gebrauchsfassung。近幾十年來以黑白或彩色照片重現手抄稿或古印刷本的技
術，即所謂的仿真本 Faksimilieausgabe，在文本編排領域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若將流傳下來的文本以現代印刷字體一字不變地重現，稱之為中立翻印
diplomatischer Abdruck。若出版者介入將文中單字不同的拼法統一，則叫做
標準化手稿翻印 Normalisierter Handschriftenabdruck。狹義來講，文本出版有
兩種基本模式：其一即所謂的考據版 Kritische Ausgabe，也就是說，出版者
從現有的文本中用一定的方法使原始文本重現；再來就是淨化的手稿翻印
Bereinigter Handschriftenabdruck，即出版者不考就作者的原意，直接翻印最佳
的，通常是最古老的手稿，大多以標準化的形式，再利用和其他手稿比對或
根據自己古語文的修為，找出明顯的錯誤加以更正。

第二，中世紀文學創作失傳不僅是因為原有的手稿被銷毀，還有一個原
因是一部分的作品根本連被寫下來的機會都沒有。在一個多數人既不會讀也

2 譯者註：指的是西元 9 世紀 Otfried von Weißenburg 的《福音書》Das Evangelienbuch。在
四部流傳至今的手稿中，維也納手稿（代號 V）雖非作者親自抄寫，但是他校訂過的。
因此作者指為半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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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寫的年代裡─這情況並不僅限於下階層民眾，口述文學（oral poetry）佔
了很重要的地位。直到 20 世紀在普遍不識字的文化圈裡都還有口述傳承的
的史詩，例如在前南斯拉夫一些偏僻的地區。中世紀的德國一定也有說書
人。假如沒有口述文學，我們無法想像英雄史詩的題材如何歷經沒有文字來
證明它們存在的年代。用德文寫下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傳說是九世紀初的
『希爾德布朗特之歌』“Hildebrandslied”，其次是 1200 年左右被紀錄下來的
『尼布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史詩敘述者可能創作了一些重要的作
品，並在貴族宮廷、城市裡、也有可能在村鎮裡朗誦，但除了被文字化成書
面的「餘暉」，如上述的英雄史詩，都沒有被保留下來。除此之外只有許多
的詩歌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存留了下來，在各社會階層中被傳唱，這些詩歌偶
爾經由文字流傳的管道流傳下來。

產生的條件：作者、文藝委託人、讀者（或聽眾）

一、在民族大遷徙期間（西元四到六世紀），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教養和文學
傳統隨著羅馬帝國的沒落告終。在中世紀早期，修道院是惟一繼續培養讀寫
能力的地方。拉丁語是所有教育的基礎，在世俗的世界裡基本上則僅侷限於
民族語言 Volkssprachen，這是一個普遍沒有文字的圈子，它的文藝需求是靠
口述文學來滿足。一邊是世俗民族語言的口述性，illiterati；一邊是神職人員
拉丁語的文字性，literati，這是貫穿整個中世紀的基本對照。到 16 世紀為止
絕大部分被寫下來的文字都是用拉丁語，拉丁語是聖經和文獻的語言，是在
學校裡學的語言：一直到中世紀晚期，教會一直壟斷教育，學校不是在修道
院裡，就是在城市裡緊鄰著教堂。12 世紀開始興起的大學也只使用拉丁文授
課。透過拉丁文，一部分上古羅馬文藝創作及知識文學得以延續，並成為民
族語言文獻的來源及典範。拉丁文在當時是科學的語言，有很長一段時間也
是文件契約上的文字，同時也是一大部份中世紀文學的語言。如果神職人員
使用民族語言，那麼幾乎只是為了給予世俗民眾必要的教義指導，如主禱文
Vaterunser、懺悔文 Beichte、聖經故事、用散文或詩行寫成的聖者傳奇
Heiligenlegenden，一直到 12 世紀中葉，這些文類幾乎主導了流傳至今的德語
文學。神職人員身兼作者、翻譯或抄寫員也就理所當然。

二、11 世紀末在西歐產生了一種用民族語言創作的宮廷文學 Höfische Lite-
ratur，它的水準甚高且多半是世俗文學：先是在法國南部以普羅旺斯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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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譯者注：歐克次坦語 Okzitanisch﹞，然後在法國北部以古法語
Altfranzösisch，大約 1150 年起在德國以中古高地德語 Mittelhochdeutsch。從
此民族語言提升到文學語言的層級，在某些方面可與拉丁語分庭抗禮，但在
宗教與科學領域還是望塵莫及。一般而言，世俗的民眾自然不是民族語言文
學的讀者（或聽眾），世俗的上階層，也就是貴族，是這類文學的支柱，只
有這個階層才能負擔製作過程這麼繁複的文學。11 世紀以來西歐人口的成長
及經濟的繁榮為其基礎，也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帶來了的巨大影響，其中包括
十字軍，此外也造就了較大的貴族及諸侯的莊園，以及宮廷式的生活。根據
貴族的自我意識，他們是屬於戰士階層，拉丁語 bellatores，他們不同於 oratores，
即神職人員，和 laboratores，從事勞動的廣大民眾。他們在慶典及競技、音樂
及舞蹈、在一些特定形式的文藝創作裡，尤其是情歌、小說及英雄史詩之中
尋求自我表現，在這新式的民族語言文學裡勾勒出一個貴族的形象，而這形
象不再取決於教會的規範，在宗教的觀點下受非議的好戰行為以及和女性的
互動方式不再遭受譴責，反而賦予它存在正面的意義。因此宮廷文學並非單
純是拉丁文學在民族文學的延續，反而是在新的條件下，發展出一套偏重世
俗化的人類形象。在這形象之中，神的恩典不再是唯一的價值，所有的事物
都以之為準。它反而將世俗的榮譽也包含其中，同階級的人之間，無論是敵
是友，以及和女性之間理想的互動都成為主題，這也提升了宮廷娛樂的層級。

這新式的文學不是私人文本，也不是用來讀的。演出的地點在宮廷，它
是大眾娛樂的一部份。抒情詩藉由歌聲中呈現在宮廷大眾之前，即使是看似
私密的愛情詩歌。長篇敘事詩體的文章（只要是用詩段 Strophen 寫下的）都
是用來朗讀或者是吟唱。這就是英雄敘事詩與小說幾乎都是以詩段或詩行寫
成的原因之一，一直到 14 世紀末散文體才漸漸在德國的小說領域舒展開來。
由於大多數的聽眾自己無法閱讀，造就了朗讀的必要性。幾百年來，在世俗
的高階層裡不識字從不被視為缺陷。

而這種新式的宮廷文學必須仰賴文藝委託人及賞賜者，在中世紀一般的
條件下，書本市場機制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根本無法形成，作家並非寫給默默
無名的廣泛大眾。要寫下所費不貲的鉅作，他們通常需要一位資助者
Mäzen。他們必須顧及資助者的文藝需求，他們才是作品的受件人及主要的
讀者。這種文藝資助行為沒有商業利益，但多少可以為資助者帶來聲望，作
品可以提高資助者曝光率，其大名常出現在重要位置（例如前言或後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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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他的名譽有加分效果，特別是在同儕之中。當然，這些條件也讓作者和
作品之間產生了一種和近代不一樣的關係。18 世紀以來，文藝作品的等級評
判係根據作者的主觀表達程度而定，而在中世紀，文章的種類及其內容和語
言的安排則是為了迎合委任者和聽眾（讀者）的期望並符合他們的理解程
度，但這並不代表作者不可以獨立創作，事實上中世紀的作品個別性仍然很
強，只是這些個別性幾乎都是存在某些約定俗成的條件下。

作者中有部分是神職人員，他們受過拉丁文教育，在貴族或諸侯的宮廷
裡做事。還有一些世俗的宮廷朝員，也就是具有相關能力的官宦。大部分的
情詩，也就是言情詩，是出自於貴族之手，不只是伯爵，就連侯爵、邊疆侯
爵、公爵和國王都喜弄筆墨。此外，在 12 世紀末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職業詩
人，這些人以文藝創作及表演為生，他們或許可以在某一特定宮廷做較長期
的停留，或許遊走於城堡及宮廷節慶之間。這些人的社會階層不明，有可能
是較低階層的貴族或朝臣，也有可能是神職人員或市民階級。

三、一直到 14 世紀，貴族都是德國文學的主要支柱，文章深受他們的觀念
以及需求的影響；「人民」，即為數眾多的勞動階級 laboratores，大多是農民及
都市居民，和文學幾乎沒什麼關係。就算在 15 世紀，貴族，尤其是諸侯宮
廷，仍是重要的文學支柱。只有貴族才擁有具相當規模圖書館，其德語藏書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著名的例如萊茵河宮城侯 Pfalzgraf 3 bei Rhein 在
Heidelberg 的圖書館，Palatina，以及 Manderscheid 的侯爵在 Eifer 地區
Blankenheim 的圖書館。很多 12、13 世紀的作品應貴族要求一再地被重新抄
寫，同時也有新作品因他們而產生。貴族和朝廷官員本身也繼續從事寫作。

不可忽視的是文學史上在 1350 年左右一個相當明顯的分界，有些文類
從此不再時興。12 世紀以來開始盛行的言情詩 Minnesang，在 14 世紀上半葉
還被蒐集在大型的重要手稿，此後突然消失；14 世紀下半葉起所創做的情
歌，就結構、形式及語言觀點而言，完全按照另一套規則。有許多宮廷詩行
小說 Versromane 雖然繼續被抄寫及閱讀，但這個文學形式也從此停產。在很
長一段時間之後，14 世紀末起才又有小說問世，不過大部分是散文體。在題

3 譯者注：Pfalz 這個字是由拉丁文 palatium「宮殿」演變而來，原指國王住所。Pfalzgrafen
是宮中的行政官（也領有封地），所司之職因時因地不一，多與司法及文書相關。詳見
Bayer, Erich: Wörterbuch zur Geschichte. Begriffe und Ausdrücke. 2. Aufl. Stuttgart: Kröner
1965。詞條：Pfa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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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方面有時還跟舊有的典範有關，但在形式上和修辭學上的標準都無法與之
相提並論。其他文學種類也有所轉變，例如格言詩 Sangspruchdichtung。這個
自 12 世紀末就已經存在的文類，它的單一詩段原則 Einstrophigkeit 被多段歌
謠的型態所取代，作者們也常在詩文結尾處以作者署名的方式提到自己大
名；此外 14 世紀的作者已不那麼嚴格地遵守只准用自己所創作的曲目 Töne
來填詞的這個老原則。相反的另一些文類則更加強勢，例如那些以雙韻詩行
Reimpaare 或詩段 Strophen 所寫、有關宮廷愛情的教養詩 Lehrgedichte，也就
是 Minnereden；或者是那些所謂的唸詩人 Reimsprecher 同樣以雙韻型式所作
的詩，這些詩的形式流暢簡短、內容及題材多樣化。這些變革的確切原因我
們不得而知，只能臆測。

14 世紀起，除了貴族之外，也有市民階級從事文藝創作。市議會代表及
職員編寫歷史及散文小說，手工業者擔任齋戒日戲劇 Fastnachtspiele 的作家、
各種不同內容的雙韻詩及不同形式歌謠的作者。絕大部分在此時大量出現的
宗教及世俗實用文學 Sachliteratur，是寫給社會上各個不同階級的，如佈道講
稿 Predigt、祈禱文 Gebet、教養性的文章、法律、醫學及農業相關的文章等
等。這些種類的文章可能在修道院、宮廷或城市被寫下以及使用，同時也被
保存在這些地方。

隨著印刷書的出現，1450 年以後漸漸開始書籍市場，在這市場機制中，
書籍不再是為特定讀者撰寫，常常沒有委託人，而且出版時希望有物質利潤
可圖。

年代及成書地點鑑定問題

除了殘缺不全的文本，中世紀文學研究還要面臨其他障礙。一個近代的作
家，人們通常知道他生於何時活於何地，作品在何時完成，什麼時候在哪裡
出版。通常了解他的生活環境，還有私人的證明文件、來往信件、針對他所
作的一些文學批評。中世紀幾乎沒有此類的證據流傳下來，作家的生平很少
有文件證明（除非是高級貴族成員）。我們通常對作家的生平一無所知，不
知他們來自何處，上過那所學校，在那些宮廷、那些城市活動，不清楚他們
的週遭環境，也不知道他們作品生成的年代。有很多文章我們甚至不知道作
者的姓名，佚名流傳至今。在作品本身之中，文學批評的論點也不多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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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後這種情形才有所改變，這個時候起才有大量的作者有文件證明，可
以調查出他們的生平及其作品的確切年代。

在此之前因種種情況而缺乏確切的資料，通常只能作約略的年代判別以
及假設性的地點斷定。文本保存體，即手稿，的年代係根據字型來判定，也
就是根據字體學所能決定的特徵。紙張手稿也可以根據浮水印 Wasserzeichen
來斷定年代，此外浮水印也可以幫助鎖定作品產生的地點，否則就只能依賴
書寫語言的（方言的）特徵。作者及其作品的年代及地點的判定通常是根據
以上所有特徵及其他可得資訊。作品中關於作者個人的資訊也相當重要，還
有在其他地方關於該作者的陳述（例如在其他文學作品或證明文件中），作
品裡對同時代人物、地點、事件的影射，以及該文與其他文學作品的確定或
可能關係，文章風格的特殊性、文字中的方言特徵（這些特徵特別是保存在
韻腳裡）等等。許多用這些方式推出來的結論是有爭議性的，這些討論就成
了中世紀語文研究工作的主要部份（因此作品生成地點及年代的判定在不同
的論述中可能有所出入，在這方面，相對於以往常廣泛地將各種可能性加以
組合，近年來多採保守態度。

文學的概念

近代文學史的著述幾乎總是將範圍侷限在三大文類：抒情詩、敘事詩（文）
及戲劇，而將「實用文學」Sachliteratur 幾乎完全棄之不顧，相對於此，中世
紀文學史裡的文學概念一般來講是較為廣泛的。這是說，除了純粹載述法律
事務的文件以外，將所有流傳下來的文章都包括在內，在各種不同的文學類
型之外，還有各式的實用文章，舉凡宗教文學，從主禱文到神秘主義 Mystik
的作品；史地相關文獻、法律及醫藥文學，甚至是注疏集 Glossensammlungen
和單字本 Vokabulare，也就是字典。其出發點在於，中世紀的時候「美學觀
與實際生活尚未完全分開」，民族語言文學可以幫世俗群眾「了解自己、他
們的階級及義務。宗教文獻便屬此類…，關於疾病及科技的知識也是…，那
些在所謂的〈專業文學〉裡所呈現的，或者是對所有形式宮廷愛情的了解…，
職業的義務及典範…等等。這類文學都融合在生活之中。」（K. Ruh）目前
最完整的一部中世紀德語文學「目錄」，1978 年起發行的第二版《中世紀作
者百科》Verfasserlexikon（簡稱 VL），就是以這個文學概念為基礎。由於在
中世紀期間實用文學的範圍與日俱增，且對這些文學的研究在多方面都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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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可以理解在一部概覽性的文學史中要近乎完整地道盡所有作品幾乎是
不可能。本書的重心主要是文藝創作的文類，然而也不乏對實用型文章的介
紹。

分期

史家常將中世紀分為早期 Früh-、高峰期 Hoch-、晚期 Spätmittelalter，高峰期
通常從 10 世紀初到 13 世紀中葉，這個分法並不適用於文學史。雖然以上分
期的名稱也被套用在文學史上，時間的界定則有所不同：文學上的中世紀早
期通常延伸至 11 世紀或甚至 12 世紀的上半葉，晚期的開始則通常在大約
1250 以後（沒有明確的時間點，每部文學史皆有出入）。根據各段落中有關
產生條件所陳述的事實，以及語言史上的特徵，中世紀德語文學史可分期如
下：

B. 西元八世紀的濫觴期到 1150 年左右（古高地德語 Althochdeutsche 及早
期中古高地德語 Frühmittelhochdeutsche 時期文學，後者開始於 1050
年左右）。

C. 大約自 1150 年到 1350 年左右（中古高地德語文學 Mittelhochdeutsche，
「宮廷」Höfische 文學時期）。

D. 從大約 1350 年到 1500 年左右（早期近代高地德語 Frühneuhochdeutsche
文學的前期）。

關於每一時期中的歷史語言特徵以下還有一些說明：

1. 相對與其他日耳曼語，涵蓋在古高地德語概念下的高地德語方言，如巴
伐利亞語 Bairisch、阿列曼語 Alemannisch 及法蘭克語（中部法蘭克語
Mittelfränkisch、萊茵河法蘭克語 Rheinfränkisch、南萊茵河法蘭克語
Südrheinfränkisch、東法蘭克語 Ostfränkisch），這些方言都發生了一個規則
的（子音）音變，其無聲爆裂唇音 Fortes：p、t、k 在母音之後變成 f(f)、
()、χ（例如古高地德語中 offan, grfan; ean, bian, wa; mahhon, ih）；在
音節的開頭、子音之後以及在子音重疊時，這些子音則變為 pf（通常書
寫為 ph；發生在巴伐利亞語、阿列曼語、東法蘭克語，以及部分的萊茵
法蘭克語），z、kχ（只有在阿列曼語及阿爾卑斯山區的拜亞方言）（例如
古高地德語中的 phlegan, helphan, scephen; zunga, herza, sezzen; chorn, w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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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chen）。有聲爆裂唇音 Lenis：b、d、g 的音變並未波及所有方言，它們
有部分轉變為 p、t、k。經由這個子音系統的變化，即所謂的「第二次子
音音變」Die Zweite Lautverschiebung，以上所提到的方言（包含義大利北
部瀕臨消失的蘭戈巴登語 Langobadisch）從（南）日耳曼語系分出。這個
音變使它們有別於德國北部地區（在所謂的「班拉特線」Benrather Linie
以北）講的低地德語，古薩克森語 Altsächsisch（以古薩客森語所撰寫的
文學以及 13 至 15 世紀的中古低地德語文學在本書中也列入討論）。古高
地德語方言的另一個共同特徵是所謂的「原始母音音變」Primärumlaut，
也就是說 a 的下一音節母音若為 i, , j 則變為封閉的短母音（例如古高
地德語 faran，fahren 行駛 –feris，du fährst 你行駛）。

2. 中古高地德語和古高地德語不同之處在於：

- 完整尾音節減弱為 e（例如古高地德語 mahhn：中古高地德語 machen，
taga：tage），這造成字尾變化的簡單化（例如古高地德語的與格 Dativ 單
數 gebu 或 gebo：中古高地德語 gebe，現代德語 der Gabe 贈與物。與格複
數 gebm、gebn 或 gebon：geben，den Gaben），德語因此逐漸趨向分析型
語言結構 analytischer Sprachbau（如古高地德語屬格 Genitiv 複數 gabno：
中古高地德語 der geben，der Gaben）。

- 還有由於所謂的「次要母音音變」Sekundärumlaut 的書面化，a（在古高
地德語時期尚未變成的情況下）, o, u, â, ô, û, ou, uo 等母音在 i, , j 為母
音的次音節前變為 ä, ö, ü, ae, oe, iu（後者發 ǖ，譯者注：ü 的長音）, öu,
üe（例如古高地德語 mehtg：中古高地德語 mähtec，kunni：künne，loufit：
löufet 等等。

- 最後是所謂的尾音強化現象 Auslauverhärtung，字尾若是 b, d 或 g 結尾的
單字，中古高地德語則變為 p, t, k（如古高地德語 lb：中古高地德語 lîp，
nd：nîd，tag：tac）。

- 在字彙方面，受古法語的影響甚大，經由宮廷文學的傳遞，許多的借用
字 Lehnwörter 都是出自古法文，如 amîs（男性愛人），aventiure（Abenteuer，
冒險），buhurt（reiterliches Kampfspiel，騎馬打仗），tjost（騎士的決鬥）
等等。

3. 中古高地德語與早期近代高地德語的最大不同，是中古高地德語雙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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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化 Monophthongierung（liebe–讀成 li-ebe–guote brüeder：liebe–讀成長音
的–gute Brüder），以及中古高地德語單母音的雙化 Diphthongierung（mîn
niuwehûs：mein neues Haus），還有開放性短音節母音的延長（如中古高
地德語 legen 第一個 e 為短音，現代德語同為 legen 則為長音；中古高地德
語的與格單數 tage 為短音，現代德語 a 則為長音）。此外尾音強化的現象
在書寫時被還原回來。法文在字彙上的影響普遍消失，然而尤其在句法
方面受到拉丁文的影響甚鉅，這在古高地德語就是如此。

以下古高地德語、中古高地德語及近代高地德語版的「使徒信經」
Apostolisches Glaubensbekenntnis 可以讓各個語言階段之間的差異更加清楚。
第一行是拉丁文，接下來是出自『維什堡教義問答手冊』“Weißenburger
Katechismus”的古高地德語版（8 世紀末），中古高地德語版取自『米爾施德
特聖詠經』“Millstätter Psalter”（12 世紀），近代高地德語版是根據馬丁路德
的『小教義問答手冊』“Kleiner Katechismus”（1531）。4

拉丁文
古高地德語
中古高地德語
早期現代德語

Credo
Gilaubiu
Ich geloube
Ich gleube

in deum patrem
in got fater
an got vater
an Gott den Vater

omnipotentem
almahtigon
almehtigen
almechtigen

creatorem
scepphion
schephaer
SCHEPFER

Caeli
himilis
himels
himels

Et
enti
unde
und

terrae.
erda.
der erde.
der erden.

Et
Endi
Unde
Und

in Jesum
in heilenton
an Jesum
an Jhesum

Christum,
Christ
Christ
Christum,

filium eius unicum,
suno sinan einagon
sun sinen einigen
seinen einigen Son,

dominum nostrum.
truhtin unseran.
herren unseren.
unsern HERRN;

Qui conceptus est
Ther infangener ist
Der enphangen ward
der empfangen ist

de
fona
von dem
vom

4 譯者補充：天主教版白話文中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我信父的唯
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衪因聖神降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祂在比拉多執政時蒙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祂下降陰府，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祂升了天，坐在全能
天主父的右邊，祂要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的相
通。罪過的赦免。肉身的復活。永恆的生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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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 sancto,
heiligemo geiste
heiligen geiste
heiligen geist,

natus
geboran
geboren
geboren

ex Maria virgine,
fona Mariun magadi
von sante Marien der meide
von der jungfrawen Maria,

passus sub
giwizzinot bi
gemartert unter
gelitten unter

Pontio Pilato.
pontisgen Pilate.
dem rihtare Pylato.
Pontio Pilato.

Crucifixus,
In cruci bislagan
Gechruciget
Gecreutziget,

mortuus et sepultus
toot endi bigraban.
tot unde begraben.
gestorben und begraben.

descendit
Nidher steig
Er fur
Nidder gefaren

ad inferna,
ci helliu,
ze helle,
zur Hellen,

tertia die
in thritten dage
des dritten tages
am dritten tage

resurrexit
arstuat
erstunt er
auff erstanden

a mortuis.
fona tootem.
von dem tode.
von den todten,

Ascendit
Uf steig
Er fur uf
auffgefaren

ad caelos,
ci himilom
ze himile
gen himel,

sedet ad dexteram
gisaaz ci zeswun
er sicet ze der zeswen
Sitzend zur rechten

dei patris omnipotentis.
gotes fateres almahtiges
gotes vaters almaehtiges
Gottes, des Almechtigen Vaters,

Inde venturus
thanan quemendi
dannen chumftich
von dannen der komen wird

iudicare vivos et mortuos.
ci ardeilenne quecchem endi doodem.
zerteilen lebentigeb unde tode.
zu richten die lebendigen und die todten.

Credo
Gilaubiu
Ich geloube
Ich gleube

in spiritum sanctum,
in atum wihan
an den heiligen geist
an den Heiligen geist,

sanctam ecclesiam catholicam,
wiha ladhungs allicha
heilige christenheit alliche
ein heilige Christliche kirche,

sanctorum communionem,
Heiligero gimeinidha
der heiligen gemeine
die gemeine der heilige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ablaz sundeono
antlaz der sunte
vergebung der sunden,

carnis resurrectionem,
fleisges arstantnissi
des fleiskes urstende
aufferstehung des fleisches

(et) vitam aeternam.
liib ewigan.
unde daz ewige leben.
Und ein ewiges leb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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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
Daz werde war.
AMEN.

原文：Brunner, Horst (2003):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im
Überblick. Stuttgart, Reclam. 頁 2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