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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難得有一本書，深入德國內部談東德的轉型

正義問題，不只是陳列成果，而是探尋如何構

思……透過受難也是反抗不法政權者的眼睛，

我們可以看到個人的生命故事反芻，如何成為

國家轉型的力量。雖然表面上只是少數個人看

起來微不足道的判斷和抵抗行動，但在沉默及

謊言的迷宮裡，其實是『自由的祕密是勇氣』

的最佳詮釋。」 

──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書分為四大章節，包括重返國際舞臺、邁向綠能、揭露真相、新德國精

神，每個章節分別針對政治、能源、轉型正義等公共政策的重大議題，細

數德國面對每個議題的處理經驗。 

在政治議題上，寫出德國著名政治領導者梅克爾的領導風格與其在生涯中

上所面臨的重大議題，包括難民、歐債等足以影響其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更道出了身為政治領導者的核心價值，以成就跨越黨派的共識，帶領德國

走出獨裁的過去，重返國際舞臺，進而成為歐洲的心臟。 

在能源議題上，寫出德國告別核能，發展綠能（沼電、太陽能及風電）的

歷程，除了克服技術的限制，更歷經多單位的協調與全面的影響評估，籌

畫多年才有實現的可能，更支持民間所推動的全民能源轉型，走向能源供

應民主化，從過去的穩定供電概念迎向動態平衡的新能源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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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型正義議題上，寫出德國在東德時代的秘密檔案及黨產的處理態度及

歷程，在兼顧知情權及隱私權的核心價值下開啟加害者與被害者對話的可

能性，在釐清真相和以法治國的原則下取回屬於全民的財產，更用於全民

共享的國家建設上。 

最後再回到德國，寫出德國與世界對話的洪堡論壇與洪保精神，以其自身

的歷史厚度、文化資產，打開心胸與不同的文化對話，重新定義國家在世

界上的位置。 

關於作者 

用書的知識厚度釐清這些假爭議，希望有助

於社會上的正面討論，不要再浪費精力在無

謂的攻防。          

----林育立（本書作者）   

本書作者林育立從 1998 年開始旅居德國，

為長期駐德的記者，在寫作本書時，其憑藉

著十年採訪所累積的厚實資料與社會觀察，以臺灣人的視角寫出德國所面

臨的政策、議題，與坊間關於德國的翻譯書籍不同之處，除了文筆流暢度

以外，更多了身為臺灣人對於德國的觀察。 

在端傳媒一篇對作者林育立專訪中提到，林育立對於寫作的這本書所下的

準備功課包括了實地回到臺灣走訪書中所提議題的場景，在書寫德國經驗

的同時，也理解臺灣社會對這些議題的關注程度，刻意地不把臺灣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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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嘗試用書的知識厚度釐清假爭議，進而引發社會大眾的反思、回饋及

正面的討論。 

林育立在文字間巧妙的點出了臺灣與德國間的相似之處，在政治領導人、

能源議題、轉型正義等敏感的政治議題上，從歷史脈絡、文化背景、環境

條件的不同，寫出他對德國經驗的觀察，卻讓讀著這本書的我，腦中浮現

臺灣的種種，除了讚嘆德國務實及開放並濟的格局視野以外，更一針見血

的引出臺灣民眾在公共政策的討論上，值得精進與學習的地方。 

讀後心得 

新臺灣人與新臺灣精神 

最危險的世界觀是那些從來沒仔細看清楚世界的人的世

界觀，面對全球化的衝撞與挑戰，打開心胸對他者保持

好奇，在還沒親自體驗和了解前不輕易下判斷，用普世

價值來培養公共意識，有意願和能力促成不同的文化對

話，以重新定義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 

提到德國的第一印象是什麼？高級房車？食物？亦或是德國人精準、務實

的龜毛個性？在東西德走向統一、柏林圍牆倒塌的 29 年後，德國的東西

邊儘管仍然存在文化與思維的隔閡，但在面對歐債危機、難民等歐陸重大

的議題上，德國卻總是走在歐洲各國最前面，一方面張開雙手歡迎改變，

一方面更守住歐洲的價值共同體，在面對不同族群的難民湧入國境時，德

國立難民法，協助難民融入德國生活，在面對歐債問題時，強勢主導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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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穩定歐洲經濟體的基礎，在德國持續保有其歷史厚度、文化多元和

前衛藝術活力的同時，仍然保持對過去的批判性反省，在面對全球化的衝

撞與挑戰中，打開心胸對他者保持好奇，在還沒親自體驗和了解前不輕易

下判斷，用普世價值來培養公共意識，有意願和能力促成不同的文化對話，

以重新定義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形成創新開放、包容多元的新德國精神。 

而臺灣精神又是什麼？東吳大學哲學系葉海煙教授曾以番薯、百合、水

牛、鯨魚象徵台灣精神，並舉出從陳永華到鄭南榕等十六位具「台灣

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卻沒有得到臺灣廣大民眾的迴響，然而，

透過臺灣知名導演魏德聖所拍攝之「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

「KANO」等膾炙人口的賣座電影，卻清楚的傳達出臺灣在遭受週邊國家

夾擊、挑戰的困境下，不斷地從逆境中站起來的韌性，更喚醒臺灣人民對

這塊土地的歸屬感及認同感。 

臺灣長久以來受到各國殖民，有人說或許臺灣人根本沒有臺灣精神？也有

人表示臺灣現在仍然受到「中華民國」的殖民，而臺灣人更常被鍵盤酸民

拿來調侃「奴性堅強」，然而，換個角度思考，如此的「韌性」，這不正

是臺灣最真實的樣貌？ 

另一方面，不管是電影或是學術，都指出臺灣社會對於多元族群其實是包

容並濟的，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臺灣人的一部分，也有「新臺灣

之子」、「新臺灣媳婦」等來自各方的婚姻移民，臺灣社會在不知不覺中，

接納了各式各樣的族群，其包容與接納的能力其實超出我們的想像。 

有人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我們總羨慕歐美對於多元族群的包容

與接納，但回頭看看臺灣，除了政策或許沒有總是走在最前面以外，臺灣

的人民其實都默默的在生活中接納了各式各樣的族群，至少，從各族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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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落地生根的美食文化上就看的出來近幾年來臺灣的差異與改變，在全

球世界資訊與人才流通的現在及未來，更在對岸強大的政治壓力夾擊下，

臺灣將迎來更多的挑戰，相信「臺灣人」總能不斷地以韌性克服每個難關，

闖出在世界舞臺的一片天。 

格局與高度兼具的政治領導人風範 

「這是歐洲歷史上非常重要的階段，我深信我走的路是

正確的，」今年即將滿 63 歲的梅克爾說，如果歐洲能守

住核心價值，克服歷史性的難民考驗，「我希望德國人

能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 

政治領導人是國家的代表，也是國家方向的帶領者，德國最具代表性的政

治領導者梅克爾女士，以其著名的「菱形手勢」和「大媽」的形象，為德

國人民建構了驕傲的國家認同感與安全感，更形塑了德國的國家價值共同

體。對於一位從學術研究領域跨足政治領域的女性政治家而言，其內歛務

實、掌握細節與歷史脈絡的從政風格，展現了女性從政的特色，細膩而精

準、具體而務實。 

撇開性別不論，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則是梅克爾身為政治領導者為政

策所做的研究和準備，這在臺灣的政治文化中顯然不是最重要的一環，或

許也不是很為政治領導者所重視的一環，但其實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臺灣人對於民意代表的期待是什麼？在選舉的時候是這麼說的：「代表人

民監督政府」，在選上了以後則是這麼說的：「在我需要的時候滿足我的

需求」，當一位民意代表花上大多數的時間在跑紅白場及提供所謂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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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務」時，那代表著他能有多少時間為問政做準備？更不用說在選戰期

間各式各樣的造勢、站台活動，他能有多少心思了解政策的歷史脈絡、制

定考量及內容細節？ 

所幸，在臺灣社會公民意識漸起的這個年代，有更多的政治素人投入政壇，

願意為政策制定貢獻更多的心力，或許各自有不同的切入角度，或許各自

有不同的解讀，但至少這些素人願意投身行動，了解歷史脈絡、釐清細節，

開放心胸、排除意識型態的主導，更務實而精確的完成大眾賦予的責任與

期待，而資訊科技的發達所形成的多元公共參與管道，讓民眾得以關注各

類的公共政策議題的制定，各式各樣的公民團體更得以透過倡權、監督、

紀錄、走上街頭等持續的社會行動，為臺灣社會產生影響。 

歐洲的公民意識演變歷經百年，而臺灣民主化也不過就這幾十年的事，確

實不能將兩者放在一起做比較，但值得臺灣借鏡的是，如同走過東西德統

一的和平革命一般，一切，都是從最微小的改變開始。 

綠能是臺灣能源問題的解法？ 

改變最難的地方是觀念的改變，能源轉型有趣的地方就

在於產生很多新的可能性。 

德國在廢核與綠能發展上的準備上，花了許多的心思，就如同德國人務實

的龜毛個性般，一個成熟的政策推動方案，背後隱含著無數的協調與擘畫，

從東德重污染的重工業園區到基礎建設齊備的現代工業園區，從全面廢除

核能到積少成多的風電綠能，國家的支持與政策方針無疑是民間單位進行

能源轉型的最大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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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世代，如同書中所說，發電和用電的人觀念都在改變，從過去保障穩

定基本供電的基載電力，到積少成多的動態平衡發電，人們願意選擇成本

較高但污染較低的用電方案，確實如同作者在專訪中所提到的「新的可能

性」，臺灣地小人稠，如何留住自然資源一直是難解的課題，在主張非核

家園的政策下，重啟火力發電的回頭路，空氣污染日積月累的危害，不輸

核能發電。那麼，發展離岸風電，會是臺灣能源問題的解法嗎？ 

在迫切的能源需求下，綠能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技術的限制，還有更多的是

溝通與協調的工作，然而，無法與時併進及缺乏全盤規劃，追求剪綵文化、

充滿意識型態的政治文化，面對停工又開工又停工的核能電廠及各類公共

工程，無法貫徹始終的政策一直是臺灣發展的沉痾，在更應考量全面性整

體環境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上，更應透過不斷的溝通與協調，循序漸進地

從人民對於綠能共同的價值觀與意識做起，就如同本書所述，「民眾的接

受度是計畫實現的關鍵」。 

揭開傷口是為了要復原，後真相時代下的真相探究 

當社會持續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過去的不正義和不

人道，對是非和公義的想像漸趨一致時，自然就能告別

陰謀論和對立，走出獨裁。 

走過希特勒獨裁與東西德分裂的時代，德國選擇重新面對過去，在檔案開

放與保密之間，選擇了以不加密加害人的方式下揭露真相，更開啟了被害

者與加害者間對話的可能，在重新發行希特勒言論專書的同時，更強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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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才是正義的基礎，盡可能地從多方面檢視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就如同

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所說， 

人無法克服過去發生過的事，也不可能改變或當作沒發生過，可是如果對

過去閉上雙眼，就同樣看不到現在，我們上一代人虧欠年輕人的不是完成

他們的夢想，而是正直，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冷靜面對歷史的真相，不能有

偏頗，也不該訴諸烏托邦式的教條和道德優越感。 

回應到現今臺灣對於二二八歷史事件與黨產追討的作法，尤其是近年來教

科書在臺灣歷史上的修正，帶動了人民的思潮與討論，沒有扎實的研究和

史實做為基礎，就容易淪為補風捉影和選擇性的揭露，在我們教育下一代

的同時，也開啟了與歷史對話的契機，歷史確實不能光從統治者的紀錄來

看，反對者的角度也很重要，轉型正義既非清算也不是報仇，除了釐清真

相和追究責任外，重點是在教育和擴大社會參與，本來就不應受黨派利益

所左右，更不是黨派鬥爭的工具與操弄選票的政治手段。 

臺灣民主得來不易，就如同梅克爾所說「自由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對

於歷史解讀必須保留多元的角度是我們必須要留給後世警惕的，但在釐清

真相的過程要如何不落入清算、審判的惡性循環？在網路謠言滿天飛的自

媒體時代，在先抹黑後道歉的後真相時代，如何解讀「真相」？就要考驗

現代臺灣民眾與執政者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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