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12  NO.37  │ 23

鼓動的世紀：
鈞特．葛拉斯的世界

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於10月9日

開始展出「鼓動的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

拉斯展」，並策畫德國文化沙龍系列講座，介紹這個

不論其歷史、工藝、音樂、哲學與文學皆聞名於世的

國家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台文館邀請了三位學者及作

家，從不同面向、不同觀點談德國，讓每一位聽眾得

以藉此拼湊出德國文化之概觀；也或許，就在好奇心

的驅使下，聽眾因而想對德國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德國文化沙龍系列講座」便間接開啟一個通往德國

文化探索與體驗之旅的大門。畢竟，往往真正深層了

解自身的文化，始於多方接觸其他文化之後；而深層

了解自身文化後，便能捫心自問，是否尚有不足，值

得向他者學習。

鄭如晴：「人類心靈的共同故鄉──童話

世界‧世界童話」

首場10月13日邀請到鄭如晴老師主講「人類心

靈的共同故鄉──童話世界‧世界童話」。鄭如晴老

師這場講座聚焦於童話的普世性，是針對所有人，所

以不分年齡、也不分民族。鄭老師畢業於德國慕尼黑

歌德學院，曾翻譯出版德國兒童文學系列《拉拉與

我》（19冊）、經典童話《小巫婆》、《小幽靈》

等二十餘冊，以溫暖的語調從自身的經歷說起，與

德國童話的淵源似乎孩童時期已立下，生平第一本

書是小學三年級用壓歲錢買來的《格林童話》，而

25歲來到德國住了7年，起初所居住的小城鎮Passau

正如她年幼閱讀童話時所幻想的場景一般，算是實

現了她對童話的幻想。她引述德國文學家海培爾的

話：「一個人應該在幼兒時代多讀些好書，培養一顆

溫暖的心，能夠這樣，他的一生才會溫馨，才會豐

盛。」哈利波特的作者英國作家J. K. 羅琳也曾提出

相似的看法，認為兒童時期讀的好書，不只讓人在兒

童時期感到快樂，也是終身有用的體驗。鄭老師解釋

道，人生起起伏伏，必然要面對大大小小的挫折，但

文／游曉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展」展覽專案助理　    攝影／蔡佩玲、左美雲、程鵬升

配合「鼓動的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展」所推出的「德國文化沙龍系列

講座」，邀請三位學者及作家，從不同面向、不同觀點談德國，讓每一位聽眾得以藉此

拼湊出德國文化之概觀，間接開啟一個通往德國文化探索與體驗之旅的大門。

聚焦德意志
「德國文化沙龍系列講座」側記

鄭如晴聚焦於童話的普世性，以溫暖的語調從自身的經歷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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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隨時回顧小時候那塊溫暖的地方，就有很強大的

力量對抗周邊的挫折。

「那塊溫暖的地方」，很多人會心繫著世界著

名的德國《格林童話》，然而《格林童話》並非如丹

麥的安徒生一樣為格林兄弟自己的創作，而是由身為

民俗專家的哥哥雅各收集法國、波希米亞、捷克、普

魯士等等地方的鄉野傳奇，再藉由弟弟威廉的生花妙

筆潤飾編撰而成的。《格林童話》故事有一些共同的

特性：（一）「美麗的理想世界」──在《格林童

話》的世界裡，窮人可以翻身，有錢的壞人會得到報

應，隱含「濟弱扶貧」的概念。（二）「有邏輯的奇

幻世界」──雖然總會有奇幻的元素（譬如：「會

說話的桌椅」這樣的情節），但仍有一套邏輯與規

則，並非天馬行空寫成的。（三）「善惡分明」──

與主張性本善的東方儒家不同，從童話裡的善惡分

明，可見西方重視從小法治精神之培養。

鄭老師以簡述的方式分享了更多的童話故事，

包括《布萊梅樂隊》、《小拇指》與《玫瑰公主》

（《睡美人》）。另外，鄭老師所翻譯的德國兒童文

學名著奧飛‧普思樂的《小幽靈》、《小巫婆》和

笛米特．伊求之名著《拉拉與我》，經由現場生動

的講述，似乎讓聽眾一同回顧童年「那塊溫暖的地

方」。其中一則《拉拉與我》的故事「拉拉的生日禮

物」讓筆者對於鄭老師所說貫串《拉拉與我》的基

調「小孩之純真與打破成人的思維」，感受特別深

刻。拉拉對著學齡前的弟弟不斷預告她生日將至，並

且每天提醒弟弟要準備生日禮物給她。拉拉生日當天

跟弟弟索取生日禮物時，弟弟連同其他的小朋友帶拉

拉去看她的生日禮物，結果弟弟把拉拉帶到一棵大樹

下，指著他在地上挖的一個大洞，說這是給拉拉玩躲

貓貓用的藏身處，送給拉拉。多麼純真、可愛又鬼靈

精怪的兒童思維！然而，筆者以世故的角度，不免暗

自驚嘆其「不按牌理出牌」的高段招數！

鄭如晴老師期許台灣將來應對於人文教育更加

重視，並建議父母以身作則，少看電視、多看書，

提供孩子閱讀的環境，在家裡應布置一個閱讀的角

落，睡前念故事給幼小的孩子聽。德國人其實非常注

重親子互動，而書本在讀與聽之間，能讓家人互為貼

近。假設台灣父母抱著「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的觀

念，提早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有許多優點，不但可以

培養孩子長時間集中精神的能力、抽象理解力、啟發

智能，還可以解悶、培育文化涵養，並且提供孩子終

身受用的「那塊溫暖的地方」。

陳玉慧：「依然德意志──我的德國所見

所思」

作家陳玉慧以一個關鍵字「Gemütlichkeit！」點出德國人的核心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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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文化沙龍系列講座」當中，應屬第二場

10月20日的講者所受德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長年

居住於德國，先生為德國人，書寫的報導、散文與小

說大多都跟德國脫離不了關係。她是陳玉慧，著名旅

歐台灣作家、編劇及導演，曾任《聯合報》駐歐特派

員，及德國《南德日報》、《法蘭克福廣訊報》特約

作家。著有《徵婚啟事》、《海神家族》、《德國時

間》、《慕尼黑白》、《依然德意志》等。

昔日被讀者稱為「憂鬱教主」的陳玉慧老

師，這一天穿著繽紛、浪漫的洋裝現身說法──她

眼中熟悉的德國。若要以一個關鍵字來點出德國

人的核心價值，陳老師認為非一個德文字莫屬：

Gemütlichkeit！在中文裡，沒有完全對應的翻譯，

但意思近乎「舒服與自在」。這個答案或許跟很多人

對德國的刻板印象有些出入；傲視全球的工藝與技

術、冷調風格、準時與一板一眼常常是人們對德國的

印象，然而德國人終究追求的竟是「舒服與自在」之

境界！一個背負著歷史不可抹滅罪過的民族，展現過

無與倫比的傲氣，然而現今卻是一個連國歌都不敢唱

的民族，由此可瞥見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對「舒服

與自在」的渴望是如此地強烈。

論及德國人的優勢，陳玉慧老師非常推崇德國

人普遍的邏輯思考能力。她說明這跟德國語言有很大

的關聯：德文的文法複雜嚴謹，動詞在句尾，牽一髮

而動全身，沒想清楚所欲表達為何之前，簡直無法開

口，所以德國人有邏輯思考養成之先天優勢。相較之

下，中文文法可以隨時補充，想到哪兒說到哪兒的隨

興，相對易於造就出鬆散的習性；語言文字對於各個

民族有其定調之功能，不容小覷，然而後天的教育影

響更為深遠。席間有位聽眾發問，想了解德國人的教

育方式，陳老師也再三提及德國教育對於孩子邏輯思

考培育之重視。

德國美食，如德國豬腳、德國香腸與啤酒文化

是台灣人所熟悉的。每年從9月下旬開始為期十幾天

的啤酒節主要於慕尼黑舉辦。陳玉慧老師演講中立即

上網搜尋相關圖片，讓聽眾欣賞啤酒節穿著低胸傳

統服飾的女服務身，兩手握著八大杯各一公升的啤

酒，穿梭於一桌又一桌正在喝酒言歡的民眾之間，除

了感受到那歡愉、全然放鬆的氣氛之外，也不得不佩

服德國女人強而有力的手臂。平時顯得嚴肅、拘謹的

德國人，在啤酒節歡樂的氛圍下，不時勾肩搭背、相

擁、跳舞，沉浸於「舒服與自在」之境。

陳韻琳：「德國電影中的時代議題與悔罪

文化」

最後一場於10月27日舉辦的講座，由陳韻琳老

師主講。她不僅是從平面媒體跨入網路媒體的自由

作家，亦現任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秘書長、心靈小

憩藝文專業網站企畫總監，也是新竹IC之音人文節

目之特約主持人。此場講座她從《伯爾尼的奇蹟》

（2003）、《諾言》（1995）、《西柏林戀曲》

（2003）、《我曾經是炸彈客》（2001）、《再見

列寧》（2003）、《為愛朗讀》（2008）、《然後

是觀光客》（2007）、《惡魔教室》（2008）共8

部德國電影，談論戰後德國人所共同面對的時代變遷

與過往對人心的宰制，並聚焦於德國悔罪文化此一命

題。陳韻琳老師一開始就將此講題與鈞特‧葛拉斯做

了巧妙的連結，指出葛拉斯的名著，人稱《但澤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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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錫鼓》、《貓與鼠》、《狗年月》之中心思

想就是對二戰德國的悔罪意識，可見「悔罪」已屬德

國文化的一部分，讓具代表性的戰後德國文學家、編

劇與導演都以對此的關注，轉換成一個又一個值得大

家細細品味的作品。

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裡，講者以十分流暢且易於

理解的方式簡述8部電影的情節、人物與所要表達的

意涵與暗喻，伴隨著一百多頁、含有許多精彩劇照的

簡報，讓台下的聽眾無不專心聆聽著也許先前並不完

全熟悉的德國電影介紹。

其中由執導過《時時刻刻》的英國導演所拍的

《為愛朗讀》，在台灣最為人所熟悉，陳韻琳老師

也以此片做最詳細與精闢的分析，但同時強調其原

著，也就是德國戰後作家徐林克的小說，文字十分細

膩，內容更為豐富，值得大家花時間去閱讀。故事講

述的是年少時曾與一位神秘熟女漢娜有過一段肉體關

係的柏格一生的情感與罪惡感。其中的罪惡感源自於

這位年少時的情人，後來得知是戰時的文盲守衛，曾

造成許多猶太人活活燒死。因她不識字，根本跟外

界是隔絕的，她完全不知道納粹犯下的罪行，而她唯

一知道的，就是執行命令。因此火災發生時她無法開

門，她只知道執行命令、不准任何猶太人脫逃，因為

她無法處理矛盾的、與命令衝突的現場。最後，被定

罪的漢娜在獄中收到柏格寄去給她一卷卷他朗讀的錄

音帶，漢娜開始自學識字，然眼界開了之後，自覺得

到寬恕尚需更多的時間，無法等待，而自我了斷。陳

老師分析道，這部作品其實用著男女愛情的譬喻，來

暗喻德國的兩代歷史；而伯格心理上與漢娜的不可分

割，暗喻著德國戰後第二代對德國慘痛歷史的責任承

負；而漢娜的罪與自殺則代表經歷種族大屠殺、或背

負種族大屠殺不道德史的人而言，療癒的時間是以

「代」來計數。

陳老師最後點出德國的悔罪文化，是將指著別

人的手轉回來指向自己，並且以罪咎意識，重返人人

負責任的自由主義。

結語

伴隨著「鼓動的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

特‧葛拉斯展」所舉辦的「德國文化沙龍系列講

座」場場高朋滿座、迴響熱烈，可見聽眾對於德國文

化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各個聽眾專注聆聽的神情，時

而做筆記，會後的踴躍舉手發問，也要歸功於台文館

邀請到的專家、作家豐富的學養與專業的魅力。

台文館近年來對於提供民眾跨文化學習平台的

用心，實現了東西方文學與文化交流更多的可能。未

來想必館方將會推出更多提供民眾認識異質文化，反

觀寶島文化的展覽與相關文化活動，屆時歡迎文化探

索的愛好者一起共襄盛舉！

陳韻琳點出德國的悔罪文化，是將指著別人的手轉回來指向自己，並

且以罪咎意識，重返人人負責任的自由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