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上個世紀以來，「柏林」這個城市一直與

「戰爭、屠殺」等字眼牽連交纏著，揮

之不去的悲傷命運與陰霾空氣，或許藉著1989年

底「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後來1999年開幕的

「柏林猶太博物館」，可為這段血淚的過往稍作

註解，並且帶來一些安慰，讓柏林人（猶太裔與

非猶太裔）甚至德國人能夠試著用一種和解的心

情與眼光，來看待這裡的過去和面對未來。

  建築師丹尼爾．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

將他的柏林猶太博物館設計命名為「線與線之間

（Between the Lines）」，隨機地從「紀念冊」

（記載了大屠殺裡頭被處死的猶太人，他們的出

生日期、原居住地、可能的死亡日期）裡頭挑

出一些名字，將他們的地址兩兩相連成線。形

成的構圖有點兒像是變了形的「大衛之星（Star 

of David）」。這一條條出現在柏林地圖上的軌

跡，述說了過去的殘酷歷史，也再度牽起了已經

逝去的關係，最終這些交錯的線條演變成猶太博

物館的曲折形體，以及金屬外皮上令人怵目驚心

的累累傷痕（長條窗戶的開口）。

  「線與線之間」的另一層意義，是一條曲折

的線（建築物的型態），以及一條直線（貫穿建

築物的虛空間）：直線雖然平順但卻在建築物裡

頭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彎曲的折線反而能夠從頭

到尾連貫延續。交疊於兩者之間的數個「虛空間

線與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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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李伯斯金認為這些可見而不可

及、由下到上垂直貫穿建築物的地方，其實

才是整個設計的精神所在，因為「虛空」

才有機會探索、挖掘。就如同其中一個虛

空間裡頭，以色列藝術家馬納舍．卡迪希

曼（Menashe Kadishman）發人深省的作品

〈墜落的葉片（Shalechet）〉鏤空著孔洞

（眼睛、鼻子、嘴巴）的鑄鐵圓片滿布地

面，有些看似面無表情，更多的讓人感受到

它們的痛苦與猙獰，踩在上頭金屬相互摩擦

碰撞的尖銳嘶吼，在整個空間裡頭來回擺盪

歷久不散，著實過度精準地傳達出數個世紀

以來猶太民族的苦痛與所受到的折磨。

找不到入口的博物館
  柏林猶太博物館不但是個外形曲折的建

築物，更是一個沒有入口的博物館！李伯斯

金解釋道：「因為從一扇傳統的門是無法走

進猶太人的歷史，也無法走進柏林的歷史。

您得尋一條更複雜的路，來瞭解猶太人在柏

林的歷史，來瞭解柏

林的未來。您得回頭

深入柏林的歷史，深

入巴洛克時期，所以

要先走進巴洛克建

築。」因此，在接近

這棟建築的時候，人

們並不知道該如何進

到裡頭，只能先從旁

邊的舊館（原巴洛克

式柏林博物館）進

入，才能再經由地下連通道鑽進猶太博物館

的地底深處。

  沿著地下隧道上頭的白色冷冽光帶緩

緩爬升，這似乎開啟了一條逐漸脫離地心

的時空旅程。還來不及走到盡頭，另一條白

色光帶在頭頂交錯而過，人就被這突如其

馬納舍．卡迪希曼(Menashe Kadishman)
的作品〈墜落的葉片（Shalechet）〉

視線穿過柱子頂端的綠，展現堅韌

的猶太生命

一線微光由大屠殺塔（Holocaust Tower）
上方角落滲入

圖為舊館，即
為原巴洛克式

柏林博物館

42 August 2016

生活萬象



來的轉折拉了過去，走在漸行漸暗漸窄的通

道裡頭（屠殺之軸Axis of the Holocaust），

透過牆上玻璃窗框，是一幕幕猶太亡者的遺

物，是一只再也沒有主人演奏的小提琴，是

一個被遺忘在人間的包裹，是母親捎來的最

後一封信⋯⋯，這一切不斷地訴說著真實的

過往，也不斷地敲打著每個人的每顆心。走

至盡頭眼前一片漆黑，一線微光由大屠殺塔

（Holocaust Tower）上方角落滲入，在黑暗

之中卻亮得讓雙眼幾乎睜不開來，當瞳孔漸

漸適應才能感受到水泥牆面的冷峻表情，這

時看得見的微弱亮光卻顯得更加遙遠了。

頂天光亮的生命展現
  另一條廊道（流亡之軸Axis of Exile）

的終點是久違了的自然天光，透過玻璃窗，

外頭是另一個世界，這是座由49個巨大混凝

土方柱矩陣排列而成的「流亡花園（Garden 

of Exile）」，混凝土柱子裡裝有泥土，上頭

栽種著橄欖柳（Olive Willow）。踏上花園

的石頭路面，除了不平還發現整個地都是斜

的，直到躲進整齊排列的水泥柱森林，才驚

覺這些柱子也是傾斜某個角度向上伸展，只

有處在這片歪斜迷宮裡頭蹣跚移動時，才能

懂得什麼叫做「顛沛流離」。花園四周被水

泥圍牆包圍著沒有出口，唯有望向天空才有

機會讓身體稍稍抽離，視線穿過柱子頂端繁

茂的綠，像是猶太生命堅韌的展現，但卻無

奈立足於惶恐不安的歷史景況當中。

  找回最初的那道長廊（延續之軸Axis of 

Continuity）繼續前行，迎面而來的是不斷

連續向上的長長階梯，沿途的風景是頭頂上

方四處穿梭的水泥斜樑，這些像是從建築物

外頭戳入的長戢，彷彿插入猶太人扭曲的身

體裡，也刺穿了猶太族裔的歷史與命運。爬

上長梯頂端，盡頭出現一面白牆，但先前心

中累積的情緒與感受，似乎已將這面白，染

上了錯綜複雜的色彩。帶著這樣子的心情，

李伯斯金這才讓人們開始博物館裡頭的展覽

與巡禮，藉著如此細膩的醞釀過程，讓不斷

延續的猶太文物和柏林歷史，與我們之間產

生了更深刻的那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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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從建築物外頭戳入的長戢，彷彿刺穿了猶太族裔

的歷史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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