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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瑞士/列国志》编著者任丁秋等。

提起瑞士，人们便会想到美丽的湖光山色，壮丽的阿尔卑斯雪山，香浓的雀巢咖啡，神秘的银行，经
历了几个世纪的传奇一一瑞士手表；以及“武装中立”而又全民皆兵，“中立主义”却又奉行积极外
交政策的独特体制⋯⋯的确，这个西欧中部的袖珍小国承载了太多的传奇，这是一个自然本色和人类
文明发展到极致的完美与和谐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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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丁秋，女，1955年生，北京市人。
1982年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
1993—1994年在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研究院国际经济系进修。
2005年至今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瑞士的主要作品有：《瑞士的艰难抉择》(1997)、《瑞士银行业与联盟》(1998)、《瑞士的金融资
产管理》(1999)、《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的范例》(2000)、《瑞士研究在中国》(2002)、《瑞
士的企业创新及其环境》(2005)等。

杨解朴，女，1972年生，内蒙古赤峰市人。
先后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1999—2000年在德国曼海姆大学社会学系进修。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作品有：《欧洲发展报告》(1997—1998、1998—1999年度)、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2002)等；主要
译文有：《欧共体系统的运作方式》(2004)、《欧盟政治中有组织的利益集团》(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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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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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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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历史的演进看，古代生活在瑞士地区的海尔维第人说拉丁语，随着北方日耳曼人的一支
阿勒曼尼人侵入瑞士东部和北部地区，他们带来了古德语，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瑞士德语，在他们征
服这个地区的过程中，一些不愿被统治的原居民逃到东部的阿尔卑斯大山中，保留了他们的拉丁语方
言，就是今天残存的列托—罗曼什语；另一支日耳曼人的部落——勃艮第人占据的是瑞士西部和西南
部一些已经罗马化的地区，他们很快接受了当地语言，并逐步发展成今天的语言：法语的一个方言分
支。
南部靠近意大利地区的人则说意大利语，这样，瑞士境内就形成了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
 瑞士宪法规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均为官方语言，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宪法规定，瑞士所有法律条文、政府文告、宪章制度均需采用三种语言同时公告，同时尽管列托—罗
曼什语没有被承认为官方语言，但是它和德、法、意语一样，属于“民族语言”（1998年新联邦宪法
）。
在格劳宾登州，上述的所有文件还需要用五种罗曼什语方言翻译出来。
各种语言之间差异很大，这给外国人翻译带来了困难，同一个地方的地名，通过法语翻译和通过德语
翻译可能差别很大，如果再加上用英语翻译的版本，很可能给人们的理解带来困难。
 瑞士以多种语言同时作为官方语言，是基于如下的原则：个人使用母语的自由原则和尊重地域的原则
，意即保障个人使用自己母语权利的同时保障地方政府在其属地内确认一种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
权利。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多语言共存现象总存在不可避免的麻烦或问题，但是操不同语言的瑞士人却
能够很好地“和平共处”。
 瑞士德语德语在瑞士是最大的语种，说德语的人不但人口最多，而且在经济、文化方面也占据优势地
位。
瑞土德语与标准德语差异很大，尽管在书面表达上、在课堂上讲授的都是标准德语，在正式场合使用
标准德语，但是人们似乎更愿意说自己本乡本土的“德语方言”，并通过坚持自己的方言来表明自己
特殊的文化背景，在身份认同上与德国人拉开距离。
 历史上，由于阿勒曼尼人占领的瑞士地区罗马化比较弱，因此阿勒曼尼人在这里推行自己的语言，形
成了瑞土德语。
瑞士德语与德国的标准德语（高地德语）差异之大，造成事实上只有经过专门学习的德国人才能听得
懂瑞士德语。
尽管都是德语，都源自古日耳曼语，但是瑞士德语和标准德语的“进化程度”不同，前者更多保留了
古日耳曼语的语法、词汇和语音，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古代瑞士居民凯尔特人的语言和现代瑞土
居民中的法语、意大利语的影响和渗透，因此与标准德语形成显著区别。
瑞士德语还有一个特点是方言无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一个州内部各市镇的德语能有很
大的差异，尽管互相之间基本都听得懂，但是方言区别对瑞士人来说能非常敏感地察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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