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战争只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
带出来。”面对哥哥温特“战争会让
一个男人成长”的说法，第二天就
将奔赴东线战场的弟弟弗里德汉
姆这样说道。在德国电视二台拍摄
的迷你电视剧《我们的父辈》中，这
句“战争只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带
出来”出现了多次。

残暴、杀戮、血腥……侵略战
争确实会把人们最坏的一面带出
来。但战争过后，正视自己最坏的
一面，至少让人们静下心来好好思
考未来，也许最终能让这一切渐渐
淡去。
今年 !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

系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和德国
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系、国际历
史教育学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历
史教育海外研修暑期学校活动。在
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的帮助
下，我有幸跟随他们的脚步，参观
了达豪集中营、纽伦堡审判法庭，
并与奥格斯堡大学的学者们交流，
在安静的德国看看历史留下的脚
印，想想过去与未来。

疯狂的日子逐渐淡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清算
纳粹德国战犯罪行的审判在位于
慕尼黑西北的纽伦堡进行，这里战
前是一座“纳粹党代会之城”，自
"#$!年起便为纳粹党所钟情。

%#&'年，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
阿尔贝特·施佩尔受命对纽伦堡市
郊杜琴湖畔的公园和疗养区进行改
造，西岸是集会礼堂，东岸则是齐柏
林集会场。%#&&年至%#&#年间，纳粹
党徒将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搬到
了这里，成为他们狂欢的“乐土”。正
是在%#&(年的所谓“自由全国党代
会”上，纳粹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
《纽伦堡法案》，规定凡有犹太裔祖
父母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
人”，并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国
民的基本权利。而在作为阅兵场地
的齐柏林集会场，希特勒曾向他那
帮狂热的追随者大放厥词，场面宏
大、群情激昂、风光无限。

当时未能完工的集会礼堂如
今被改建成纽伦堡纳粹党代会集
会场档案中心，曾经喧嚣的齐柏林
集会场则变得荒凉一片，很是落
寞。怀着好奇心，我步行到此，最先
看到的是检阅台杂草丛生的台阶。

原本看台顶部巨大的纳粹标志已
不复存在，盟军的炸弹让这座一度
辉煌的建筑面目全非，甚至成为危
险建筑，标着危险字样的警示牌立
在一旁。附近没什么人，冷冷清清，
一辆蓝色的甲壳虫老爷车停在看
台前，一位老先生坐在台阶上。

从希特勒站过的检阅台上走
下来，我来到老先生身边。“那是您
的车？”“对！”“这里很冷清。”“没
错。不过，明天这里要举行甲壳虫
老爷车的聚会，我也会参加。”老先
生告诉我，被废弃、成了危险建筑
的齐柏林集会场如今只有在举行
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会人气满满。人
们早已淡忘了那段疯狂的日子。

与之相仿的还有慕尼黑的国
王广场。几座立柱式新古典主义风
格的建筑，碧绿的草坪。优美的环
境很难让人想到那竟然曾经是纳
粹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的地方。而如
今，年轻人夏天在此举办派对狂
欢，唱歌、跳舞，或是练习剑术……
依然喧闹，这是一种与那个年代截
然不同的喧嚣。

随时与战争!撞个满怀"

走在德国首都柏林的街头，不
难找到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但最令
人感到震撼的是，优哉闲逛的游客
随时都可能与战争“撞个满怀”。
从地铁动物园站下车，一出站

就能远远看到一幢缺了屋顶、教堂
模样的建筑。没错，那就是一座教
堂———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坐
落于热闹的选帝侯大街上，距离德
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欧洲大陆最大
的百货商店 )*+,-, 不远的教堂
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建筑。
“疯狂、荒唐的政治主张把人

们带向了发生在 "#&# 年至 "#'(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疯狂、荒

唐？”没错，介绍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历史的展板上确确实实地写着这
样一个单词“./0*/,”。%#'&年 %%

月 $$日晚上，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第一次在空袭中被炸弹击中，令这
座曾经是柏林最高建筑的教堂主
钟楼一下子从 %%&米高被削得只
剩下 12米。战后，柏林人决定将这
座见证了战争恐怖、险些被夷为平
地的教堂残垣保留下来，用来警示
世人战争的残酷。

!3年过去了，被炸成一片废
墟的选帝侯大街恢复了往日的繁
华。这座主钟楼残缺、外墙被炸弹
炸得不成样的“断头”教堂似乎有
些格格不入。但游人对这座教堂的
热情不减，这里甚至不逊于附近大
商场的热闹程度。如今，在威廉皇
帝纪念教堂里，常年有着关于那段
“糟糕记忆”的展览。面对今昔照片
的对比、轰炸留下的碎片，人们不
仅仅是对这座曾经精美、辉煌的教
堂感到惋惜，还有对战争的思考。
除了这座必去的著名景点外，

走在德国的街头总能意外地发现
战争留下的痕迹。

从查理检查哨步行回酒店的
路上，草坪边一座仅残存了前门墙
壁的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拱门、
砖红色的墙体、顶部精美的人形塑
像似乎预示着它曾经是一幢十分
漂亮的建筑，它好像想要向我讲些
什么。我走近跟前，“纪念被驱逐到
特雷津集中营的人们”，立在一旁
的介绍牌证实着它的历史。%#'$年
1月初，纳粹开始驱逐居住在柏林
的年纪较大的犹太市民，通过火车
将他们送到特雷津的犹太人区（位
于今天的捷克），而安哈尔特火车
站是“一个十分繁忙的车站”。每批
(3至%33人，共%%1批，超过#133名
犹太人从这儿被赶出柏林。特雷津
“实际上只是个中转站，没有在那

儿病死和饿死的人会被送到更东
边的地方，大部分去了奥斯维辛”。
在介绍牌右边的列表里，你能看到
驱逐犹太人的批次、日期、人数。
如今，“安哈尔特火车站”地名

仍在，但火车站早已不复存在。在
%#'&至%#'(年间的轰炸中，火车站
的前门侥幸躲过了炮火，留了下来。

在我看来，德国人除了严谨
外，还热爱历史，哪怕是并不让人
骄傲的历史。无论近到上世纪末分
裂几十年的两德合并，还是 !3年
前的盟军轰炸，他们都会竭尽全力
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并给它们标
注上详尽的介绍。与留下广岛原子
弹爆炸遗址，以及象征意义完全不
同的靖国神社的日本相比，同样犯
过错的德国显得太“另类”了。德国
人是不健忘的，或者说他们不愿意
做健忘的民族。“也许，是因为大屠
杀发生在德国境内，而战火也同样
烧到了这里。”我的德国朋友这样
说道。

多元化显现战后包容

还记得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
帕特里克·冯·海姆伯格吗？他说自
己很喜欢现在的慕尼黑，因为移民
的到来正让它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没有数据，我说不好反对移民、支
持种族主义的新纳粹在德国究竟
还有多大能量，更不确定像帕特里
克这样的德国年轻人有多少，只知
道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告诉我，
德国社会不会放任新纳粹分子肆
无忌惮。正如帕特里克的体验，他
曾不受英国老爷爷待见的亲身经
历说明德国的年轻人也曾背上过
二战历史的包袱，但“情况在变，德
国人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回想起那些日子里采访对象
们对我说的，以及我亲眼看到的，

可以清楚地明白为什么“情况在
变”。几乎在每一家书店里，都有那
本在悲惨时代背景下书写乐观、勇
敢与信念的《安妮日记》。人们会翻
看介绍纽伦堡审判的书籍，封底评
价道那是一场“正义的、推动现代
国际法诞生”的审判，或者被披露
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研究新发现的
书籍所吸引……而在德国波鸿，在
去超市的路上，一个白底黑字的标
语引起了我的注意。“把种族主义
踢出去”，没有任何标点，仅仅只是
黑白两色，简单的文字，大大方方、
明明白白地讲出了张贴标语者的
想法。在柏林一家小餐馆遇到的印
尼老先生曾台维也说，与他十多年
前刚来德国时相比，“这里的移民
越来越多，德国人对待移民也变得
更包容”。独立撰稿人泰森先生说，
很多年以前他曾接触过德国的右
翼媒体，但如今似乎已经很难听到
它们的声音。也几乎是每一个采访
对象都会跟我强调欧盟这个“奇
迹”。在他们眼中，是欧盟打破了过
去各国实力不均、彼此军备竞赛的
“魔咒”，让人们认同自己是欧洲
人，关注整个欧洲的发展，而不再
只局限于“小家”。深刻反省和批判
纳粹，不再单纯强调德国历史，而
是更关注整个欧洲发展的教育，让
大多数的德国人产生了对右翼势
力的“免疫力”，越来越多的人愿意
拥抱这个日益多元化的德国，更让
它与它的邻国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同样是 !3年，在曾台维

先生看来，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
特与科尔曾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
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当
年打着“大东亚共荣圈”旗号侵略
中国、印尼和菲律宾的日本至今仍
不愿正视历史，甚至企图否定历
史。“日本显然应当真心实意地做
些什么。”曾老先生说道。

二战遗迹映照不愿健忘的民族
本报特派记者西赴德国!战后纪念采访"的观感与思絮###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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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残垣断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