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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从19世纪开始的反犹主义 , 经过20世纪初俄国和东

欧反犹者再次恶性膨胀 , 到20世纪20年代表现出显著的反犹

新特点 , 即在继承以往反犹理论中的种族歧视、宗教偏见等

老一套货色后 , 将反犹与反共相结合。这也使20年代的反犹

运动向当时欧洲右翼极端势力靠拢 , 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正在

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 , 酝酿成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反

犹运动直至大屠杀。

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 , 这场运动从没间断过 , 而

且逐渐升级。即1933年至1938年主要在德国本土颁布一系列

反 犹 法 案 , 在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诸 领 域 对 犹 太 人 进 行 大 规 模

的、自上而下、无孔不入的迫害 ; 从1938年到1941年 , 随 着 德

国吞并和占领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 , 纳粹的反犹政策和法

令照搬到德占领地区 , 并发展为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行动方

针 ; 从1941年到1945年 , 纳粹当局转而实行“最后解决”政策 ,

即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

纳 粹 的 迫 害 、驱 赶 和“最 后 解 决 ”究 竟 使 多 少 犹 太 人 丧

生? 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 ,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

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中。20世纪30年代 , 全世界约

有1800万犹太人 , 其中1200万生活在欧洲。这就是说 , 希特勒

“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1/3, 欧洲犹太人的50%! 这不仅是犹

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 , 而且也是人类历史罕见的大悲剧。

纳粹大屠杀对整个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 大屠杀摧毁了欧洲犹太社区, 结束了犹太史上的“欧

洲中心”时期, 使犹太文明主要舞台转移到美国和巴勒斯坦

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犹太 社 团 都 在 大 屠 杀 中 遭

受灭顶之灾,有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如波兰300

万犹太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不复存在。德国境内那时也

很难看到犹太人。早在纳粹开始反犹运动之时,成千上万的犹

太人便开始逃离欧洲 , 即使在战时,这股”逃离欧洲”的潮流也

没有停止。到了战后,为数不多的犹太幸存者自然也不愿再生

活在这块令他们遭受无尽苦难的土地上, 纷纷移居欧洲以外

的地方,主要是北美和巴勒斯坦。战前欧洲犹太人占全球人口

总数的2/3, 但到战后初期, 如不把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算在

内,欧洲犹太人数量已不及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0%。可以说,

由于大屠杀所引起的犹太人口大迁移, 长达1000多年的犹太

民族主体生活在欧洲的时期已经结束。欧洲作为犹太精神文

明中心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当时,北美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

量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到5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

例已上升到70%左右。显然,犹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和犹太文

明的主要舞台已逐渐移到北美和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一转

移意味着: 犹太民族的发展,犹太文明的复兴,犹太国家的重建和

振兴,将越来越取决于北美和巴勒斯坦的事态发展和历史演进。

第二,大屠杀使犹太人为生存而互相支持,团结拼搏,大

大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再掀高潮,客观

上为犹太民族国家重建和犹太文明复兴注入了 强 有 力 的 催

化剂

当希特勒在欧洲掀起反犹狂潮之时, 犹太世界的第一反

应就是全力救助欧洲受难同胞,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美国犹

太社团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早在1933年,一些锡安主义领

导人就与纳粹德国经济部达成秘密协议, 商定让德国犹太人

移入巴勒斯坦,这些人可将资产存入德国的一个特别帐号,用

来为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 购进这些商品的巴勒斯坦商人

再掏钱补偿德国犹太移民的损失。 [1]该协议在锡安主义组织

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 但它毕竟使不少德国犹太人得以在形

势进一步恶化之前离开纳粹德国前往巴勒斯坦, 还使他们能

保留一部分财产作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安家费。就锡安主义

运动而言, 营救欧洲犹太人的重要目的在于组织他们移居巴

勒斯坦。不过,巴勒斯坦接纳外来移民的容量毕竟有限,特别

是在阿犹冲突日益激化和英国当局不断加强限制的情况下 ,

移民巴勒斯坦也十分困难。到1939年”5.17”白皮书发表后,锡

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人办事处不得不转而采取”非法”手 段 将

欧洲犹太难民偷运到巴勒斯坦。

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不同, 世界各犹太社团

组织展开营救行动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帮助犹 太 人 离 开 纳

粹欧洲去任何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方, 而并不是一定要去巴勒

斯坦,他们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建立临时办事处,以提供资

助的方式帮助犹太难民获得离境许可证, 再获得某国的入境

或过境签证。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建立了许多地下通道,将

一批批犹太难民转移出纳粹占领区。对于在一些国家滞留或

已被发现暂时栖息地的难民,他们千方百计给予帮助,使之能

度过战时的最困难时期。

遭受劫难的欧洲犹太人也并 非 只 是 坐 等 外 援 或 束 手 待

毙 , 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纳粹的暴行。不过 , 在

最初的几年里 , 突如其来的反犹狂潮使他们不知所措 , 最 普

通的反抗方式只有两种 : 逃离和自杀。到格林斯番暗杀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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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33 年到1945 年的十几年里 , 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 约使600 万犹太人死于

纳粹的魔爪中 , 是全部犹太人的1/ 3 , 这不仅让犹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 , 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但大屠

杀并未能摧毁犹太民族的奋斗精神 , 反而使犹太民族得到世人广泛的同情和援助 , 使犹太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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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 , 标志着犹太人已忍无可忍 , 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抵

抗。战争爆发后 , 大批犹太人参加盟军和游击队 , 走上了反法

西斯战争的第一线。据统计 , 有168.5万犹太人参加了美国、英

国、苏联、波兰、法国的军队及各地 的游击队 , 如按希特勒的

犹太人定义( 三代中有一个是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 ) , 这个数

字可能会高达300万。同时 , 还有许多犹太人积极参加了地下

斗争 , 奋战在秘密战场上。为盟军收集情报 , 建立秘密交通

线 , 破坏德军设施等。最值得一提的是 , 处在隔离区和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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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苦难的犹太人建立一个他们能在其中安全生存的家园。

如果没有一个国家 ( 美国 和苏联 ) 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地

方 , 那么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也许就是唯一可以一

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纳粹本想要将犹太人逐出世界民

族之林 , 但结果却使人类社会认识到 : 必须尽快使犹太民族

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

第四, 大屠杀在犹太民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

创伤和烙印 , 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

刻的影响 , 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

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1945年5月 , 当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巴勒斯坦、美国及世

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时 , 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升起了镶有

黑边的旗帜 , 以悼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随着有关大屠

杀的细节和内幕越来越多地被披露 , 每个犹太家庭都发现有

亲人或朋友在这场大劫中丧命。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 , 可

以想象在他们同胞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创伤。

以色列政府于1951年通过法令确定犹太历尼散月 ( 大约在公

历4月) 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现在每到这一天 , 以色列和世

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点燃蜡烛 , 以纪念1933———1945年期间

惨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兄弟姐妹。大屠杀期间许多其它悲剧

性事件发生的日子 , 现在也成了缅怀大屠杀难民的纪念日。

每年11月9日 , 人们都要纪念1938年那个“玻璃破碎之夜”的

受害者。许多人那天会到德国犹太人的碑前献上一束花。到

了4月19日及其后几天 ,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举行仪式纪念

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的勇士们。1983年纪念起义50周年之

时 , 在华沙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 同时美国总统克林 顿 在

华盛顿主持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开馆仪式, 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大屠杀纪念馆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建立的。

大屠杀这场浩劫也在犹太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烙印。半个世纪以来 , 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大屠

杀的小说、电影、戏剧 , 其中大多数虽由犹太作家和艺术家所

创作 , 不但在犹太人中受到欢迎 , 也在全世界各国人民 中 间

产生了巨大影响 , 对中国 人民来说也不陌生。如《华沙一 条

街》、《美丽人生》、《苦海人生》、《大屠杀》等作品都曾震撼了

具有良知的人们的心灵 , 说明大屠杀这个悲惨事件已成为犹

太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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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置身于中华审美文化的大背 景 下 来 审 视 传 统 建 筑 的 历

史发展 , 追寻建筑美学思想的 源头与流变 , 我们便不难发现

陕西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不管是半坡先民在浐

河岸边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群 , 还是周王朝祖

先在歧山脚下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大型庭院遗址 , 再到号称始

皇帝建造的那座“履压三百余里 , 隔离天日”的秦阿 房宫 , 在

地址选择、样式结构、设计思路方面表现出来的审美追求 , 经

过漫长的岁月 , 在这 块土地上孕育、萌生 , 从幼稚走向成熟 ,

经汉唐盛世达到了顶峰。研究陕西古建筑 , 我们不但可以从

中梳理出中华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 , 还可以看到凝聚其中的

传统建筑文化的基本精神 , 探寻到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

活水。

这无疑是将陕西古建筑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视点。

( 二)

我们先从传统建筑选择地址上看。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地

形地貌、山水距离、采光通气等环境因素, 并有“地之美者, 则神

灵安, 子孙昌盛, 若培植其根而树叶茂”的说法, 认为建筑环境的

好坏, 不但关系到居住者自身的安危, 而且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

兴衰, 甚至连种植在建筑内外的花草树木都要受到影响。显然,

在古人眼里, 建筑环境比建筑本身还重要。环境好了, 居住其中

才可能健康长寿, 子孙满堂; 反之, 环境不好, 会影响人的身心健

中华建筑美学思想源头探析
———对陕西古建筑的解读

祁嘉华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文系教授, 西安 710054)

[摘 要]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陕西古建筑的历史发展 , 我们不难发现陕西在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形

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不管是得山水而美的风水思想 , 还是以大为美的追求 , 或是营造意境之美的匠心 , 这些

足以构成中华建筑美学思想核心的内容 , 都最早在陕西古建筑上萌芽和发展 , 并得到了长久的保存。我们完全有理

由将陕西古建筑视为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

[关键词]陕西古建筑; 审美视角; 价值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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