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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準備脫離歐洲聯盟，這場「婚變」鬧得
熱烘烘，糾纏不清。事實上，歐盟二十八國之
間各懷鬼胎，部分國家甚至早有離心，如今
「同床異夢」，只不過是等待好時機討價還
價。以歐盟的歷史博物館為例，館裡一件展
品，會引起百種觀點，二十八國各有看法，議
論紛紛，吵鬧了兩年。
「歐洲歷史之家」（House of European
History） 位於歐盟總部——比利時首都布魯
塞爾的歐洲議會旁邊，二零一七年五月落成，
至今剛好兩年。
早於二十多年前，歐盟已計劃興建歷史博物
館，以總結歐洲自二十世紀以來的慘痛戰爭教
訓，到發展至後來的和平合一。歐盟期望通過此段
歷史進程，加強盟國之間對歐洲的認同，一起建立
美好將來。
當時海灣戰爭爆發，歐盟各國對應否出兵伊拉克

的議題上各持己見，興建博物館一事暫被擱置。到
二零零七年舊事重提，歐盟決定斥資四千七百萬英
鎊建館，結果遭大部分盟國批評其「虛榮」和「賣
弄」，毫無意義。但博物館還是落成了，佔地四千
平方公尺，展覽項目逾一千五百個，有二十四種語
言去講述現代歐洲歷史故事。
「歐洲歷史之家」開幕，首先發難的是英國。館

裡展示各盟國對人類的貢獻，沒有提到英國人發明
電視、鐵路和西藥盤尼西林，但卻提到挪威人和匈
牙利人發明了紙夾和原子筆。
英國更譴責該館忽視歷史人物的貢獻，如大文豪
莎士比亞和二戰偉人邱吉爾——惟一涉及邱吉爾的
地方，是一張在前蘇聯雅爾塔舉行英美蘇三國首腦
峰會的照片；此次會議關乎二戰結束後歐洲地圖重
新劃分，歷史意義重大，但照片沒有說明。
許多歐盟國家認為，該館由德國作主導，以德方

立場去決定展覽內容。例如，二戰時的兩次決定性

戰役——諾曼底登陸戰（D-Day）和敦克爾克
（Dunkirk）戰役，將納粹德軍逐漸瓦解，但館內
甚少涉及此段歷史，更遑論參與兩次戰役的士兵，
有來自澳洲、加拿大和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
波蘭同樣對「歐洲歷史之家」極之不滿。波蘭副

總理（兼文化部長）格林斯基批評，該館帶着偏見
來解釋史實，企圖將波蘭、法國和烏克蘭，刻畫為
二戰大屠殺的共謀國。例如：該館用「波蘭集中
營」字眼，令人誤會波蘭協助納粹，在國內設立集
中營。相反，納粹黨的歷史和作為二戰的罪魁禍
首，卻輕描淡寫，似乎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是德國
人。
展品裡有一牛肉罐頭，是一九九五年波黑戰爭

時，歐盟出於「人道立場」，將罐頭擲落薩拉熱窩
以救濟難民。但當地人民只記得，此食物比狗糧更
難吃。
不同立場，對歷史觀點有異，無可避免會激怒某

些人。但「歐洲歷史之家」由歐盟各國出資興建，
作主導者卻是德國，矛盾無法解決，紛爭繼續。
該館最新展品，是英國反歐盟的示威標語和T

恤。展覽解析，英國不相信歐盟對「繁榮和安全」
的承諾，決意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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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歷史博物館 一言難盡

無處不在的煙民
中午十二點半，從沅陵
到五強溪的船駛離碼頭。
望着遠去的沅陵有些不
捨，湘西剿匪紀念塔，四
大宗教相安無事的宗教
街，當地女人胸口、褲
腳邊的扣花，繡在女人
胸前土藍布或葱綠布
圍裙上的花等等都沒
有看到。
由沅陵到五強溪，
全程75公里。兩岸
景色如沈從文描述
的那樣：「水較和
平，山已成為一
堆一堆黛色淺綠色相同
的東西……山水秀麗
如西湖，兩岸小山皆
淺綠色。」
沈從文那次順水而
下，第一天早上登
船，第二天上午便
「再到柳林叉」，
逆水上行，同一
段水路，是他四
天的行程，於是
在船上給太太
寫了卅張以
上 的 私
信 。 煙

雲濛濛，能見度不佳，但絲毫不
影響船的行進速度。《湘行書
簡》中出現的罵娘灘、白溶灘、
橫石灘、青浪灘，大灘、長灘一
個也沒有見到，相信是1996年建
成的五強溪水電站早已把它們深
藏在江底。
中午上船時，有男人在碼頭拉

客，說是到五強溪的快船，只比
普通船貴出20元，一個小時內即
可到達。我謝絕了。兩岸美景自
然是慢慢欣賞，瞬間而過豈不浪
費？
湖南男人的抽煙密度真可怕，

幾乎是無人不抽。坐在我前面的
那位，開船後不久便點燃一

枝煙，然後把頭伸出窗
外，大口地吞入「毒
氣」。相隔不久，他竟

然在船艙中吸了起

來，我急忙制止，於是他再次把
頭伸了出去。大約一個小時後，
船上的煙民們忍不住了，紛紛跑
到船頭，先給船老大敬上一枝，
隨後就旁若無人地吞雲吐霧起
來。這場面讓我產生一個疑
問，湖南人人均壽命多少？網
上的回答是73.3歲，全國33個
省市中排第23，在第二陣容中
居尾。這當中和吸煙有多大關
係？影響湖南人壽命的因素很
多，臘魚、臘肉、泡菜，醫學
都認為是健康有害食品。
湖南地下礦藏豐富，採礦

必然要用水，於是湖南水質
污染嚴重，其中最厲害的可
能是鎘，大片農田被污染，
官方的新名詞是「污染土壤
修復」。
有報道稱，吸煙者人均壽

命縮短10年，中國3.2億煙
民中，浙江煙民最奢侈，平
均每天消費9.12元，湖南
煙民最節約，僅為 3.09
元。

「城鄉問題」除了在台灣以外，其實在
每一個面對城市化的地方都備受關

注。日前何培鈞應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之邀到
香港出席文化交流講座，以「有種生活風格
叫小鎮」為題，與香港知名學者暨跨領域文
化人沈旭暉、聖雅各福群會高級經理馮啟民
就相關議題作討論。
何培鈞向到場的人分享他從舉債創立「天

空的院子」民宿，到吸引年輕人進到鄉鎮參
與改變，當年的義無反顧及執着，開展出一
個「不止是民宿」的傳奇。何培鈞將城鎮活
化成充滿活力的社區的故事充滿正向能量，
讓大家看到一個人靠着理想與堅持，可以帶
來的改變力量。

打造「天空的院子」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何培鈞，因為對這片土

地的熱愛，再遇上瞬間的感動，他大膽展開
給竹山一個新的面貌的計劃，給這個地方賦
予新的靈魂。「天空的院子」是何培鈞活化
竹山的計劃裡面首個完成的項目。
當時19歲、正就讀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
系大二的何培鈞，在南投竹山山上看到一處
廢棄的百年三合院建築，引起了興趣，保存
傳統文化的熱血種籽在心中萌芽；大三開始
為了更了解城鄉問題，跨系跨校自學。畢業
後找了十六家銀行，終於找到願意給他貸款
的一家，從此他背上了1,500萬台幣的債
項，回到竹山開始一系列的活化工作，受盡
身邊的人的反對。他堅持將一個廢棄、閒置
的老房子，利用大自然的美作為優勢，打造
成美麗的民宿，吸引外界的人前來體驗，也
漸漸開始有很多人慕名而來，拍攝旅遊節
目。著名音樂家馬修連恩來到這裡以後也深
受感動，遂與唱片公司合作同名專輯《天空
的院子》，用音樂的形式給外界的人唱出竹
山的故事。「天空的院子」開始有了名氣，
除了何培鈞的故事吸引了不少人前來，更重

要的是藉着此令大家關注到鄉鎮活化的重要
和迫切性。
將三合院活化成民宿見到第一線曙光後，

何培鈞進一步將鄉鎮活化的範圍擴大至竹山
最老的一個車站。他搬來五千五百多條竹
片，親手將第二層的空間打造成一個鳥巢主
題的餐廳，除了視覺上有了一片新的景象，
也延續了這個空間的生命，變成更多人欣
賞、可以參與其中的一個項目。除此以外，
何培鈞還跟竹山當地產品合作永續發展以及
結合在地物產的友善商業，沒有太多外界的
援助，僅僅利用竹山原來擁有的資源，重新
分配、重新將當地的產業振興，實現永續發
展。為引進眾人之力永續發展竹山小鎮，推
動「專長換宿」，拉年輕人進竹山，進到鄉

鎮參與改變。

守護故鄉是自己的義務
「地方創生重視均衡發展，每個村鎮都應

有它自己的樣子，而非在逐步都市化過程
中，喪失自己原有的風貌」何培鈞對於鄉鎮
隨着年輕人前往城市工作，日久失修、缺乏
轉化的機會而感到嘆息。他認為守護故鄉是
自己的義務，而不是政府的責任。
從教育開始運用社會資本的概念發展竹山

小鎮，將它成功活化，再以它的模式運行、
轉動，有了屬於它自己的模式延續生命，甚
至創造「新生命」。何培鈞更將竹山的經驗
轉化成教材和教案，由「讓家鄉變得更好」
為出發點，向海外輸出，鼓勵各地村鎮保存

自己原有的本地文化。
「現在的父母喜歡給子女安排一切，讓他

們做『專業人士』，但誰會知道三十年以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誰可以準確說出三十年以
後什麼職業最好？」何培鈞認為對小孩的教
育對社會影響深遠，要讓他們知道怎樣做一
個有品德的人、怎樣對生命有熱情，而不是
操控他們的職業生涯。
在選擇未來的路向，年輕人往往會衝着

「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原則規劃自己的
職業。「我覺得要扛起社會最難的部分，因
為我們很多時候沒有要求自己，卻在嚴苛地
要求社會。」何培鈞認為自己出生在最好的
年代，但是當社會好起來後大部分年輕人卻
拚命追求錢，他就希望擔當起回饋社會的角
色。2012年創辦「竹巢學堂」，讓累積十年
社區在地發展實務經驗，轉化為學習課程，
希望藉以培育更多青年朋友捲起袖子，進到

鄉鎮參與改變。

香港藍屋修復「留屋留人」
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嚴峻，似乎比台灣更

少有城鄉問題，然而，馮啟民身為一個給香
港藍屋修復、成功「留屋留人」的保存經驗
的人，他透過藍屋的經驗分享延伸出來的項
目，既可以推動本地文化、讓人對香港的歷
史有更深的認識，也有後續的方式來保存已
經逝去年代的產物。例如透過香港故事館、
時分天地公所、好鄰居計劃等，以社會企業
方式支持本地生產物品、製造社區就業、促
進社區互助交流、招募好鄰居分享生活經驗
與技能，傳承傳統唐樓利用互助的生活方
式，這樣同樣也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參與其
中，將這個氣氛慢慢感染不同的人。
沈旭輝則從實際方面去考慮返鄉年輕人的

生活水平、如何讓竹山從一個傳統的修復裡
引進電子區塊鏈的概念、大數據發展以及竹
山的經驗怎樣帶到其他地方等問題，即使現
階段還沒有實際的解決方案，但相信通過討
論可以幫助竹山變得更完善。
何培鈞認為，「香港的情況是有別於台

灣，我的印象當中，香港的情況是非常複雜
的，很多土地問題、發展商的問題以及很有
香港特色的問題。但是，把自己的理想和生
活持續地轉化成社會最好的經驗是在每一個
地方都可以做到的。」

廢棄三合院可變美麗民宿

談到旅行的意義，不外乎是讓身心吸收不一樣的氣息，換一

個角度去看世界，在不一樣的風景裡面，每個人都會有屬

於他們不同的際遇。對台灣在地社區文化保存工作者

何培鈞來說，大二的時候到台灣南投竹山遊玩成

了人生的轉捩點。從他踏進一座無人居住但形

貌完整的三合院那瞬間開始，就改變了他

往後的生命軌跡。「城鄉問題、舊區活

化」是全球性問題，在何培鈞成功活化

鄉鎮的例子裡面，給出一個嶄新的視覺

去看自己的城市，以及探索活化舊區的

可能性及帶出的機遇。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年輕人參與活化城市舊區

■■「「天空的院子天空的院子」」成為成為
很多人度假的地方很多人度假的地方。。

■■何培鈞把竹山的一個車站

何培鈞把竹山的一個車站
打造成鳥巢主題的餐廳

打造成鳥巢主題的餐廳。。

■■何培鈞與馮啟民何培鈞與馮啟民（（左左））和沈旭暉和沈旭暉（（右右））進行鄉鎮活化探討進行鄉鎮活化探討。。

■■藍屋是香港活化的例子
藍屋是香港活化的例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院子未修葺前的樣貌
院子未修葺前的樣貌。。

■■歐洲歷史之家內貌歐洲歷史之家內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沅江兩岸被雲霧緊鎖沅江兩岸被雲霧緊鎖。。

■■將頭探出窗外的將頭探出窗外的「「癮君子癮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