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書摘 

PART1 重返國際舞臺 

一、歷史：從東西德統一到梅克爾時代，從柏林共和國到歐洲的麥加 

二、能源議題：舊東德的重工業污染石化園區，轉化為安靜乾淨整齊的現代園區 

(一)污染整治：立特別法、污染整治局 

(二)基礎建設公司：由國家支持，項目包含電、水、蒸氣、廢棄物及污水回

收處理、管線維護、馬路、消防隊等，讓進駐石化園區的廠商能安心發

展，無後顧之憂。 

(三)上下游產業鏈得以相互連結 

(四)定期維修保養機制，詳細且縝密的規劃，耗時 3年，再以最快速度完成

重要的維修、整修及翻新。 

(五)重視工安、環保及睦鄰的溝通，營造正面的企業形象，亦提昇人民對政

府的信任度，持續不斷地改善工安及創新作法 

三、城市演化：從柏林圍牆倒下後到現代化的波茲坦廣場及菩提樹大道，及充滿

活力的藝壇與極具影響力的柏林影展 

四、深思熟慮的政治領導者--梅克爾：內歛務實、掌握細節與脈絡，精準而具體。 

(一)女性角色從政的心路歷程與社會評論 

(二)為政策所做的研究和準備：從目標回推擬定談判策略，善於調和和瞻前

顧後的個性，對不同立場都能持開放的態度，順應時勢、深入民情，先

觀察再出手的政治手段  

(三)國家價值共同體：只有「德國精神」才能超越黨派，看的更遠，營造開

放的多元社會，亦是堅持德國必須主導歐債問題及進行難民庇護的政策

抉擇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五、難民問題的危機 

“活在恐懼的社會沒有未來，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自由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必須出來爭取和捍衛” 

(一)公務機關在難民湧入的緊要關頭，展現了驚人的彈性和協調力，難民即

使被分配到只有數百人口的小鎮，待遇和照顧也沒有什麼不同 

(二)民間自動伸出援手，提供物資及陪伴，自發性的志工組織進而形成常態

性的組織 

(三)基本法的制定—人性尊嚴的核心價值，認可憲法對人性尊嚴的保障。引

導難民成為「新德國人」，也是德國翻轉的契機及發展的根基。只要核

心價值不變，就仍有能力接納更多元的社會。 

(四)史上第一部「融入法」，包含圖書館借閱專區、為難民編寫的融入教材、

藝文活動折扣、導航課程及語言訓練等全面性的配套措施。 

六、假新聞充斥的後真相時代 



(一)民粹政黨的興起，缺乏內政和外交的全面主張，跟著民眾的情緒走，屬

於保守的極右派，激進的保守言論，成為人民憤怒的宣洩出口。 

(二)同溫層將讓大眾失去對話能力，社群媒體成了極端主張的催化濟，放任

謊言和陰謀論帶風向，當必須要面對爭議時，反而失去對話的能力。 

(三)後真相時代的來臨，人民很少探究訊息來源、對事實不感興趣，對於簡

明易懂的貼圖搭配聳動的話尤其照單全收。 

(四)德國開始立法要求社群媒體限期刪除仇恨言論及公布數據。 

 

PART2 能源--風力開發 

一、(1)噪音法規(2)飛安、國防、氣象、環保、古蹟等多單位的協調及各層面影

響評估，必須多年的籌備才有實現的可能。 

二、取得合適用地→與地主及當地政府談判→找尋金主→在地溝通：民眾的接受

度是計畫實現的關鍵 

三、(1)民宅的距離=風機高度的 10倍(2)侯鳥飛經時風機也不得運轉 

四、研究發現太陽能的週邊，地力及生態逐漸恢復 

五、推動全民能源轉型（沼電、太陽能、風電），人民向來走在政府的前面，目

標在於能源供應的民主化，讓民眾自己選擇用電方案；反觀政府經營的電力

公司，因故步自封而損失慘重 

六、發電和用電的人觀念都在變，從基載電力、穩定供電到積少成多的動態平衡 

七、離岸發電是台灣擺脫核電的關鍵及解法？（P.170-180） 

 

PART3真相與走出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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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史塔西檔案局：打開傷口是為了復原，克服過去與釐清真相開啟和解對話 

(一)走過東西德統一的和平革命，都是從最微小的改變開始。 

(二)歷史不能光從統治者的紀錄來看，反對者的角度也很重要，民主得來不

易，有必要留給後世警惕，但在釐清真相的過程要如何不落入清算、審

判的惡性循環？重點在於真相和結構面的揭露。 

(三)現代的年輕世代物質生活優渥卻對政治冷感，更有緬懷過去美好的上一

代，然而緬懷過去的美好不是問題，可是不能拿來當成美化獨裁的藉口，

而忘記背後付出的生命和自由、民主。 

(四)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保存真相做為政治受難者司法除罪和賠償的依據 

(五)檔案開放的條件：兼顧知情權及隱私權，所有資料只遮蔽第三人而不保

護加害人，「不義就是不義，不遮蔽才能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才能釐

清，也才有開啟對話與和解的機會」 



二、黨產的處理： 

(一)保有符合法治國原則，合法且合理取得的財產，但是透過佔用、徵收、

利益輸送，在黨國不分時代以執政優勢取得，屬不合理、不合法的不義

之財應全數歸公。 

(二)黨產追討以合法方式取得所有的證據，追討回來後用於「看的見的地

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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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希特勒慣以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簡化成二元的意識形態之爭，因此應回歸

有憑有據的討論，自然也對思想毒素產生免疫力。 

 

PART4新德國的誕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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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史實是正義的基礎，盡可能從多方面檢視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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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東西德的融合不是一朝一夕，克服人口外移、語言統合、效法社會主義國家

的公托措施，彼此間的文化差異與「統一進度報告」、找回新柏林都是新德

國誕生的證明。 

四、新德國精神：對過去保持批判性反省，帶領國家與世界對話的洪堡論壇與洪

堡精神，用世界性建構主體性，使德國保有歷史厚度、文化多元和前衛藝術

的活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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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