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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学术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展的关于纳粹屠犹问题的研究 ,考

察了中国学术界对纳粹屠犹事件的认识 ,分析了纳粹屠犹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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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最初用英文撰写 ,2006 年 7 月在河南大学主办的“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后由郑阳协助译成中文 ,并由作者亲自审定和修

改。该研究课题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项目《反犹主义 :历史与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

　②一般称“纳粹屠犹”,间或也使用“大屠杀”一词指代。本文为了清晰起见 ,基本使用“纳粹屠犹”一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生活在欧洲的犹太民族遭

受了史无前例的迫害 ,纳粹德国策划和执行的种族清

洗式的大屠杀使 600 万犹太人丧生。纳粹对犹太人的

迫害和屠杀被称为 Holocaust。②中国对纳粹屠犹事件

表现出了应有的关注 ,特别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国内对纳粹屠犹的研究得到了逐步开展。本文拟通过

纳粹屠犹研究在我国开展历史的回顾 ,揭示这一研究

的特点和意义。

一、国内对纳粹屠犹的最初了解及其进展

纳粹在攫取权力后不久 ,就开始实施对犹太人的

迫害。消息传到中国后引起人们特别是中国社会活动

家和知识分子的关注 ,对迫害事件提出了抗议。据《以

色列月报》1993 年 6 月 2 日报道 ,当纳粹焚书事件的消

息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 1933 年 5 月 13

日在上海组织了抗议纳粹反犹主义行径的示威活动。

该示威活动由宋庆龄女士领导 ,参加者包括蔡元培、杨

杏佛、鲁迅、林语堂等。他们在一份递交给德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的声明中义正词严地指出 :“德国政府和法西

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

反犹暴行 ,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

暗日子的象征。”[1 ] (P49 - 50) 这是中国记录在案的第一份

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声明。

自从希特勒于 1933 年在德国获取权力之后 ,中国

人———特别是生活在有犹太社区存在的城市中的中国

人(例如上海、天津、香港) ,不断获得有关德国犹太人

受到虐待的消息。他们主要通过来自德国以及其他欧

洲国家的犹太难民了解到这些迫害。这些早期的犹太

难民很多是专业人士 ,比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

师、编辑、记者、音乐家、科学家以及教授等 ,他们带来

了纳粹罪行的消息。从 1937 年到 1940 年 ,迫害加剧

后 ,近两万犹太难民从中欧避难到上海。中国的报纸

披露了犹太难民受到纳粹迫害避难到中国的缘由。

中国人民和政府给予犹太难民深切的同情 ,以自

己的行动帮助他们。上海人民与犹太难民友好相处 ,

相互帮助 ,共同生活 ,一道度过了两个民族历史上的困

难时期。1937 年后 ,由于日本的侵略 ,国民政府被迫迁

都重庆 ,依然想方设法帮助欧洲犹太人。时任立法院

院长的孙科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 ,在立法院提出

一项议案 ,提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寄居

区 ,接纳遭受德国迫害和驱赶的欧洲犹太难民。该提

案获得了通过 ,并由有关部门制定了实施计划纲要。

虽然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最终没能实施 ,但这无疑是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犹太人遭受迫害时帮助犹太人的有

力证据。

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自身的情况 ,孙科这项提议

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当 1939 年德国犹太人遭

受迫害加剧之时 ,中国人民自身也正经受着日本入侵

造成的苦难。中国一半的领土被日军占领 ,上百万的

中国人惨遭杀戮。就其残忍和野蛮而言 ,日本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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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纳粹之间难分高低。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仍试图援

助犹太人。

在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谴责法西斯

主义 ,犹太民族被视为东方被迫害民族之列。据《解放

日报》1941 年 10 月 16 日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

领导下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嫁给中国著名作家和记者萧三的德裔犹太人叶华 ,被

邀以犹太民族代表的身份参加集会。在此次集会后 ,

她和爱泼斯坦———另一位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犹太

人 ,共同当选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基本上采纳了

前苏联对纳粹屠犹事件的观点 ,把对犹太人的杀害看

作法西斯种族主义所杀害的上千万欧洲平民的一部

分。许多教科书中在涉及二战时甚至未出现“纳粹屠

犹”。战后中国普通民众了解纳粹屠犹事件与中文版

《安妮日记》的出版有关。此书的销售量高达数十万

册。正是通过《安妮日记》,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了解

到“最终解决”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灭绝暴

行。

1968 年以来 ,由于面临着来自前苏联的军事威胁

以及随后美国总统里查德·尼克松于 1972 年的访问 ,

中国开始意识到其孤立政策不仅有害 ,而且危险 ,发展

与西方国家正常关系逐渐成为一种政策。一部分关于

西方社会的书籍和电影被引进 ,学术活动的严格控制

有所放松。一些提及纳粹屠犹的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

文并广泛流传。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

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三联书店 1974 年版)以及赫

尔曼 ·沃克的《战争风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

版) 。这些主要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德国的书

籍 ,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阿道夫·希特勒以及

纳粹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机会。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中国和以色列的

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92 年正式建交后 ,与纳粹屠

犹研究相关的活动也随之开展 ,增进了中国民众对纳

粹屠犹的了解。这些活动包括 :1991 年 ,由西蒙·维森

塔尔中心制作的有关纳粹屠犹的记录片《种族灭绝》在

中央电视台播出 ;同样由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反

映纳粹屠犹的“勇于记住 :1933 —1945 年的纳粹屠犹”

展览于 1991 年到 1993 年之间在中国的数座城市中巡

回展出 ,包括上海、北京和南京 ;1998 年上海电视台制

作并播出电视记录片《上海避难所———上海的犹太难

民》;2000 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 ,参观了

位于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 ;《辛德勒名

单》和《美丽人生》两部反映纳粹屠犹的电影在中国赢

得了大量的观众 ,促进了更多有关纳粹屠犹书籍的翻

译。

二、对纳粹屠犹的学术研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 ,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纳

粹屠犹问题。出版的关于二战的著作开始包括纳粹屠

犹的内容 ,有关研究论文开始出现。河南大学张倩红

撰写的《试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是中国学者研究纳粹

屠犹的最初学术论文之一。本文于 1990 年撰写并于

1992 年在《’90 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中发表。虽然本

文没有探究希特勒反犹的深层原因 ,它还是对纳粹屠

犹事件的根源进行了相当精彩的分析。例如 :作者指

出希特勒采取反犹政策是基于种族主义 (作为意识形

态的原因) ,反马克思主义 (作为政治原因) ,雅利安化

(作为经济原因)以及控制欧洲国家的野心 (作为国际

原因) 。同时张氏还在文章中提出了纳粹屠犹的“三阶

段论”:1933 年至 1939 年是法律迫害 ;1939 年至 1941

年是大规模驱逐和种族隔离 ;1941 年至 1945 年是“最

终解决”。文章的结尾简短地讨论了纳粹屠犹的后果

及其对以色列建国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开

始犹太文化的研究 ,1992 年中以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

系之后迅速发展 ,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反映犹太文化和

以色列的中文著作和文章。到 1994 年 ,已经出版了 60

多种著作。这其中包括第一部中文版本《犹太百科全

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由沃尔特·拉克所著

《犹太复国主义史》的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

版) ,由罗伯特 ·塞尔茨所著《犹太的思想》的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以及杨曼苏《以色列———谜

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

1995 年杨曼苏的《犹太大劫难———纳粹屠犹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和朱坚劲的《600 万

犹太人魂断欧罗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屠杀犹

太人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两部关于纳粹

屠犹中文著作的出版 ,成为中国对纳粹屠犹研究的一

个转折点 ,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幅关于纳粹屠犹的更

充实更完整的图景。尽管书中对纳粹屠犹事件采取的

是叙述性的描述而非严格的学术分析 ,但它们在使中

国民众了解纳粹屠犹事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

部著作之间总体上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都逐章逐节

地描述了纳粹屠犹的历史 ,都试图分析不同阶段纳粹

的对犹政策 ,都记述了战后对于战犯的追捕 ,都警示读

者不要忘记纳粹屠犹事件 ,并且鼓励读者尽其所能阻

止历史重演。由于其通俗的写作风格 ,《犹太大劫

难———纳粹屠犹纪实》再版多次 ,并且在很短的几年内

销售超过 10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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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于 1993 年完成的《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

书店 1996 年版)一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反

犹主义 ,其中的部分章节对纳粹屠犹事件进行了深层

次的分析。例如 ,在分析纳粹反犹主义政策根源时 ,涉

及德意志的反犹传统、基督教社会的反犹历史 ,而且指

出反犹主义作为普遍的政治纲领 ,几乎为所有的现代

德国政党所接受这样的事实 ,有助中国读者理解为何

挺身而出谴责希特勒对犹政策的德国人是如此之少。

《反犹主义解析》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中国读者提供了

一个易于理解的关于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 ,而反犹主

义的长期存在是导致纳粹屠犹事件得以发生的一个重

要原因 ,而当时的国人对此却最为陌生。

2000 年 ,潘光在《世界历史》2000 年第 2 期发表的

《试论纳粹大屠杀及其对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影响》,标

志着中国对纳粹屠犹研究的深入。文章回顾、分析了

关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反犹主义在欧洲重新抬头的

历史 ,重点突出了纳粹屠犹对于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

产生的影响 ,强调纳粹屠犹毁灭了欧洲主要的犹太社

区并导致犹太文明史欧洲时代的终结 ;导致了全球范

围对于犹太人的同情及救助 ,为新建犹太国家营造了

良好的国际环境。2005 年 ,张倩红在《史学月刊》2005

年第 5 期发表的《后大屠杀时代 :纳粹屠犹的社会后果

分析》,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学者对纳粹屠犹研究的关

注。研究的重点已经超越屠杀本身。通过向读者提供

有深度的分析 ,表明中国对纳粹屠犹研究正在走向深

入。

三、中国学界对纳粹屠犹研究的特征及意义

已经有近 15 年历史的中国对纳粹屠犹研究自开

展以来 ,就一直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和意义。

第一 ,它的出现与犹太文化研究紧密相连。多数

撰写过有关纳粹屠犹文章、著作 ,或是翻译过有关纳粹

屠犹书籍的中国学者都与犹太文化研究有联系。如张

倩红、杨曼苏、潘光及笔者都是在当今中国犹太文化研

究领域中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因此 ,可以这样概括纳

粹屠犹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犹太文化研究的发展

导致反犹主义研究的开展 ,对反犹主义的研究导致纳

粹屠犹研究的出现。随着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日益

深入 ,可以预见对纳粹屠犹的研究必将取得长足的进

步。

第二 ,对纳粹屠犹研究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有

价值的参考 ,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对中国

人民的屠杀。这也是中国进行纳粹屠犹研究一种不言

而喻的目的 :希望在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之间建立

起一种联系。若是说中国试图通过对纳粹屠犹的研究

来凸显其自身遭受的来自日本的苦难 ,这未免离题太

远 ,然而说纳粹屠犹研究有助于中国人从不同的视角

来看待并牢记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

行 ,特别是南京大屠杀 ,则是恰当的。

第三 ,对纳粹屠犹研究在中国引发了关于人的权

利的新思考。如果承认希特勒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是

对文明基础的否定 ,那么 ,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

群人(比如纳粹)为何可以对另一群人 (比如犹太人)作

出如此邪恶的行径 ? 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在纳粹

屠犹发生时保持缄默 ? 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 在二战

期间 ,人性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 对纳粹屠犹研究无疑

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关于人权的深刻思考。

第四 ,对纳粹屠犹研究的开展为中国人民与南京

大屠杀否定派的斗争提供了借鉴。和西方纳粹屠犹否

定派一样 ,一些日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地

否认与南京大屠杀有关证据和证言的客观性。国际之

间回击纳粹屠犹否定派斗争的胜利 ,有助于鼓舞中国

人民赢得回击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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