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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洪雯倩《歐洲人文行板：音樂與文學的

時空絮語》是一本圖文並茂的歐洲藝術行旅

之書，由二十篇時空場域的文化記事，二十

年尋訪藝術心靈的生命積累，透過優美的

辭藻，展現作者對歐洲藝術、人文的獨特見

解。作者洪雯倩為維也納國立音樂大學演奏

家文憑暨音樂學博士，曾任教於國立交通大

學音樂研究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淡江大

學，是《自由時報》專欄作家，定期為《表

演藝術》雜誌撰稿。

悠游此書，猶如置身於一趟浪漫而知性

的歐洲文化之旅。洪雯倩「以親炙已故的藝

術家所留下的足跡為主軸，以歲月痕跡為生

命走筆，嘗試重現歐洲藝術、歷史、人文精

神的一景一物」（出自本書封底內容簡介）。

作者有豐富的音樂素養卻又不賣弄才學，不

羅列艱深術語，而從「有歷史故事」的歐洲

建築中，剖析藝術家其人其事，透露出作者

的藝術觀點與宏觀視野。文本中營造平易近

人、晶瑩剔透、深刻細膩的寫作風格，字字

珠璣、動人心弦，展現作者特有的藝術哲學

靈思。在這本書中，作者優美的文采，自然

流露出多樣的信息，令讀者在閱讀歐洲文化

之餘，也能省思在全球化之後文化資產保存

的重要性。

  思古之幽情

本書從維也納放眼歐洲的人文精神，

作者洪雯倩透過藝術家褚威格、海頓、莫札

特、貝多芬、克林姆特、舒曼、蕭邦、卡爾

特茲、巴赫、韓德爾、卡夫卡、維根斯坦、

馬勒、尼采、布蘭德、李斯特、華格納、薩

拉馬戈、叔本華等人的藝術養成背景與流風

韻事來詮釋歐洲濃厚的人文氣息。

篇篇記人、敘事、寫景、議論，內容

充實。其中，選擇的人物都具有紀念性，並

藉由幀幀的文學家、音樂家、哲學家、美術

家的人物與故居圖片，展現歐洲豐富的文化

資產，我們也因此看到歐洲人民保存及紀念

那些重要人文藝術學家過去的居住歲月與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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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並緬懷他們帶給社會文化的影響力。

其次，作者於書中描繪了與藝術家們相

關的地點：奧地利（維也納、薩爾斯堡）、

法國（巴黎）、捷克（布拉格）、德國（茨維

考、威瑪、法蘭克福）、葡萄牙、希臘等諸多

國家與城市的文化風貌，作者站在曾經是藝

術家生活的建築痕跡中，有感而發，啟發我

們對歐洲藝術自由精神的認識。

  生活場景中的藝術體驗

文化不是高調，文化其實是「生活的總

體展現」；洪雯倩《歐洲人文行板》所寫的

歐洲文化建築往往分布在人們生活的周遭，

是與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貼近，具有地方環

境的共同記憶與人文意義。我們看到書中所

描繪的人物一生所經歷的種種歲月痕跡：或

是城市喧囂、精緻典雅的生活，或是鄉村小

鎮、靜好寓所的隱居。

「生活性」與「一般性」是歐洲古蹟、

歷史建築價值的所在，它所代表的意義更多

屬於地方情感的認同，也同時反映歐洲各地

居民對於周圍環境的期待。可以想像的是，

只要有多數的歷史建築得以留存，地方就能

確保其文化與景觀特色。

「生活的感動則來自於文化的『厚度』

與『底蘊』。有厚度與底蘊的生活，一定離

不開文化的基因與符碼。……文化是生活的

總體展現，一定得在真實生活、日常生活裡

展現文化的圖像」。（注 1）洪雯倩書中所描

繪的藝術家出生、旅行、或寓居之地，不論

是城市、郊區，也不論是百年老屋、貴族官

邸，或是平凡寓所街道的一角，完成其體大

思精的理論或創作場域，都深藏於常民的

生活之中，這些建築即使沒有往日炫麗的光

環，卻也能散發出著古樸、素雅的風采。歐

洲文化是深烙在每個藝術家的風格中，藝術

家用全部的靈魂來形塑、擁抱這個文化。

在全球化日漸普及的時代中，許多都市

與地方都在追求異質性／在地性／本土化的

呈現，而歷史建築所保存的地域風格與文化

獨特性，將是不可取代的地方表徵，更重要

的是，藉著常民身邊的歷史建築魅力營造，

還能提昇周圍的環境品質與生活品味。

我們應該深信：「任何具有說服力的體

驗，其甜美之處，是將娛樂、教育、忘我、

審美這四大領域，融入原本尋常的生活場景

與活動空間中―就像仙女魔棒的一點―

將之轉換成一個讓顧客產生記憶的地方，一

個有助於創造記憶的戲劇性場景，一個生命

經驗的新舞臺……」（注 2），洪雯倩的文字

魅力確實營造了過去歐洲人民的共同文化記

憶，並藉由藝術家的創作物（作家曲譜等手

稿）與相關場景展現人類偉大的遺產。

  自由的創意心靈

奧地利音樂家海頓歷經了早年的困頓之

後，終於遇到艾斯特赫基伯爵的長期提攜、

庇護，擁有充分自由的創作空間，晚年大放

光彩地寫下〈創世紀〉、〈四季〉神曲。莫札

特無視於外界身邊的變化，寫到與世隔絕，

譜到〈安魂曲〉，還不停筆。貝多芬隔離了五

音相擾外界的善與惡，義無反顧，譜成的交

響曲、四重奏與鋼琴奏鳴曲成為古典樂派巔

峰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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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根斯坦，維也納哲學家，出生在一個

富可敵國的煉鋼鉅子家庭，但是，他拋棄所

繼承的鉅額遺產，把它等分給姊妹，另外一

部分資助藝術家如詩人里爾克，千金散盡之

後，來到離維也納僅約一個鐘頭車程的山間

小鎮，當小學老師。他做了一件世俗人眼中

不可思議的事。

作者洪雯倩寫著：「（維根斯坦）選擇鄉

下。和這種世家背景相輝映，映在奧匈帝國

的餘暉，映在維也納的世紀末」（頁 138）本

書裡的諸多藝術家有不同的際遇，卻不約而

同地以真正來自生活體驗的創意，一步步安

靜地沈澱累積。不是為了表現而表現，也不

是為了取悅觀眾。不急功近利，以自己所沈

澱累積的生命經驗的感動，將生命的質地與

文化厚度自然流出。

洪雯倩又指出：「有些傑出的藝術奇俠

也好、出世的心靈也罷，他們有時做出一種

和生命韻調截然相反的決定，自願去上班、

自願下放鄉間，做最不起眼、底層的工作。

他們是想要藉此平衡生命的天平，脫離那種

由鉅大天賦所伴予的心靈磨難。」（頁 138）

本書強調的是歐洲地方的精神經驗，

藉由每個有關當地的人文地景與故事，描述

了書中靈魂人物的精神上滿足，並且描述其

超越平凡的地方獨特經驗。作者透過各個歐

洲作家與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繫，思索「歸屬

感」對作家而言的重要性，並探索作家獨立

的價值、冷靜、鍥而不捨的個人力量。作者

在每次實際探勘地景、文物之時，都能沈浸

在不同的精神洗禮與感動中，其豐富流利

的筆端描繪出藝術家纖細、孤寂、高貴、不

凡、極度靈性又不易妥協的生活面貌。

  歐洲豐富的文化資產

我們對歷史建築的認知可以無限寬廣，

無論來自史料、回憶、文學（藝術、音樂、

哲學）情境，皆可包含在內；也表示歷史建

築保存的價值並不侷限於建築實體，對於

曾經居住或使用的人，或是過去發生的歷

史事件，都可能是思考登錄文化資產條件

的指標。

歐洲之所以是歐洲，本來自於各個因

素，洪雯倩這本書呈現出歐洲的文化生態，

諸如：

（一） 汩汩不盡之多元文化泉源，充實國民精

神生活。

（二） 歐洲文化的厚度，來自於藝術家真實而

熱誠的心靈。

（三） 歐洲文化資產保存之用心，盡量以原

地、原貌加以呈現，古樸典雅中自有著

深厚的歷史文化意義。

當洪雯倩到法蘭克福踏尋叔本華的足跡

時指出：「歐洲大大小小的城鎮，也都如此

愛惜著這些給他們帶來榮耀的瑰寶（也許生

前曾冷落這些不按牌理出牌的哲人或藝術家

吧！）讓他們的一窗一景，一足一跡，謦欬

言行地照原樣給留下來；讓那椅子上好像殘

留著餘溫」（頁 218）。

洪雯倩尋找歐洲人文地景裡的崇高，並

闡釋這些地景所傳達的神聖美感與意圖，構

成了本書的重要內涵。我們深信構成歐洲這

個廣泛文化圈的各國異質文化無所不在，這

些區別表現在「雖然歷經了千年的政治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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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戰爭，但語言、傳統、歷史的差異依然根

深柢固；文化歐洲似乎是唯一可以『創造一

種專用語言的方式』」。（注 3）

  結語—全球化的省思

全球化主要是因為媒體傳播、交通發

達，以致世界各地的交流頻繁，遂形成朝向

一致化的特徵。由於各國交流日漸頻繁，在

相互開放的政策影響下，強勢文化襲捲各

地，在不同地方可以看到弱勢民族也向強勢

文化靠攏。

面對此一現象，最好的應對方法就是對

原有的傳統文化加以保存，並尋求再創新的

機會，尤其世界各地皆有各自的文化，差異

性可以造就其價值。

有別於硬冷和具體的高科技產品，文

化相當抽象，可能是一種感覺，理想，主

張，靈感，讚賞，感動—他們主觀而難以

捕捉。但是，備受讚賞的文化往往具有可以

感動世人的內涵，而且都以人為本，使人得

以領略真善美那一面，從而提昇人文素質。

（注 4）

若我們希望臺灣的文化特色在全球化中

不至泯滅，就必須把文化事業建立在培養臺

灣每個國民對於臺灣歷史的欣賞和重新弘揚

臺灣文化遺產的興趣上，讓社會大眾享有具

有美感的文化資產與美感的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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