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也納街頭沉痛的歷史教育：『追憶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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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到維也納旅遊的國人常沉醉在這古老典雅的市區建築，然

而眼尖的人或許會注意到許多老市區的街道十字路口地面上有時會

有著一面鑲嵌著十數會數十個銅製名牌的石牌子，有人甚至會將之誤

以為是啥名人紀念牌，對之品頭論足，荒謬者甚至還以為是維也納市

政府另一創意產業作為而大加為讚許。殊不知這些來往行人穿梭而過

有時不經意踩在腳下街頭石牌正是維也納近代史最沉重的一頁歷史

－排猶，而那每一方、每一塊的石牌就是沉痛的『追憶之石』(Steine 

der Erinnerung)  

 



 

 

 

 



 

 

 

 

1934年奧地利內戰爆發，右派保手政黨派奪得政權，猶太菁英眾

多的社會民主黨諸多領袖或遭捕或被迫逃亡。1938年德奧合併，接著

奧地利就掀起了新一波恐怖至極之排猶運動，當時奧地利至少有18



 

 

萬名以上猶太人，其中近17萬人居住在維也納，在猶太人聚集最多的

Leopoldstadt、Alsergrund及Brigittenau等區和維也納市中心商業

精華區腥風血雨般搜補迫害猶太人的行動於焉日以繼夜地展開，維也

納各街道上那每一片追憶之石上鑲嵌的名牌就是有戶口可查原來住

在那條街上之猶太居民，吾等從歷史檔案照片上可以毫不曲解誇大地

用類比方式回想那一幕幕上演在維也納街頭押解猶太人遠赴集中營

的悲慘畫面，而這些名牌多是記錄每一戶猶太家庭的戶長名字，那些

其他家屬及未成年孩子大多就略過不載，其不幸及苦痛就在歷史一頁

略過。 

 

奧地利政府為了要讓20世紀初這段歷史教訓永遠銘記在世世代

代奧地利人心中，於是在維也納發起了在當時發生排猶的街道十字路

口地面鑲嵌『追憶之石』的倡議，同時亦作為歷史的沉痛見證。劫後

餘生的猶太人及其後裔與奧地利民間有識之士成立了『追憶之石協

會』(Verein Steine der Erinnerung) 負責推動追憶之石歷史教育

傳承工作，本文作者群特別對該會致力歷史公義及諸多資訊及圖片提

供表達最高之敬意及最大之謝忱。 



 

 

在大屠殺期間，當時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先生冒著生命危

險和被解職的風險，營救了數千名尋求逃離納粹迫害的奧籍猶太人，

為渠等迅速辦理了數千份赴華簽證使之得以離境。 

 

資料來源： 

2010年6月22日“Die Presse”12版專題報導『Uni-Ministerin Karl: MINT 

statt Mas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