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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背后：
12 月 13日，是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

那段历史中，约翰·拉贝这个名字，值得被铭记。

今年 3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一位德国教授和家人疑似

感染新冠肺炎，急需的药物在德国已经停止生产。情急之下，

他选择了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求助。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格外重视，随即与工信部联系，很快找

到了一家医药企业。

当时那位德国教授求助的是 10盒药物，但当这家医药企

业得知情况后，直接捐赠了 40 盒，还在药品的包装盒里增加

了英文说明书和中国的临床数据。

3月底，这批药物运抵德国，顺利交到教授手中。这位德

国教授是谁？为什么中国那么重视？

他叫托马斯·拉贝，曾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而这一切因

缘，都源于他的祖父———约翰·拉贝。

1937 年—1938 年的南京

大屠杀期间，约翰·拉贝写下

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在 1937 年 12 月的南京，

他曾拼尽全力拯救了 25 万中

国人的性命。他被尊称为“中

国的辛德勒”“南京大屠杀中

的洋菩萨”。

1882 年 11 月 23 日，拉贝

出生于德国汉堡。由于父亲早

逝，他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

育，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为生

计四处奔波。

作为西门子公司的员工，

1908 年，26 岁的拉贝来到了

中国。他对中国员工非常友

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拉贝

加入了纳粹党，成为一名纳粹

党员。1931 年，拉贝成为纳粹

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但是，这

并没有损害他与中国人的情

谊。

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中

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是德式装

备，请的教官也都是德国人，

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得到了

许多可观的利润，中德关系还

算是不错。

而纳粹党虽然臭名昭著，

但是在当时的德国，由于《凡

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压榨，纳

粹党用民族主义吸引了绝大

多数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之

一。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很

快沦陷于日军之手。此时的拉

贝，本可以返回德国，远离南

京的血与火，但是他放心不下

自己的中国员工，选择了留

下。

1937 年 11 月，拉贝已经

和一些外国传教士、商人等一

起组建了南京安全区，他被推

选为主席。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

沦陷。日军大开杀戒，南京变

成了人间炼狱。

而拉贝的安全区，保护了

超过 25 万中国人的性命。他

想方设法弄来食物和药品，为

惊恐的市民提供安全保障。他

的纳粹党员的身份，也使日本

人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

拉贝的院子里，平铺着一

面巨大的纳粹旗帜。在日军的

狂轰滥炸中，这面旗帜为许多

前来躲藏的中国平民提供了

庇护。日军忌惮德国，不敢贸

然实施袭击。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悄悄

翻过围墙进入了安全区，引起

了难民们的恐惧不安。拉贝得

知后迅速赶到，怒斥日本兵。

日本兵连忙认错，准备从大门

出去，拉贝命令他再次翻墙出

去，日本兵只好照办。

拉贝的纳粹身份，成了这

些无辜的中国人的护身符。

拉贝对于中国的恩情，除了

保护 25 万中国平民，还有著名的

《拉贝日记》。

他从 1931 年开始，就写日记

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南京

大屠杀时日军的兽行，也被他一

一录入笔下。

《拉贝日记》共有 20 本，关于

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为其中的 10

本，共 2460 页。这 10 本《拉贝日

记》，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

史料，也是日军罪恶的有力证据。

《拉贝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

字：“在雨中，我的难民们相互依

偎着挤在院子里，无言地注视着

美丽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

焰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最可怜

的人们就没有出路了，我是他们

最后的希望。”

由于拉贝频繁阻止日军在城

内的暴行，激怒了日本军方。日本

向自己的盟国德国提出了抗议，

德国为了维系德日关系，很快做

出召拉贝回国的决定。

1938 年 2 月，拉贝无奈地离

开南京，回到德国。

回国之后，他写信给希特勒，

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然

而，出于德日同盟的考虑，拉贝的

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

更糟糕的是，牢狱之灾不断向

他袭来。

归国后的他，由于反日言论多

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德国战败之

后，他又因为自己的纳粹党员身

份先后遭到苏联和英国的逮捕。

1946 年，被释放后的拉贝一

贫如洗，生活陷入困境。他的身体

状况本来就不容乐观，有严重的

糖尿病，再加上拮据的经济状况，

等于把他逼入了绝境。

但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中国

也没有忘记他。

得知拉贝的际遇之后，大屠杀

的幸存者们纷纷献出自己的心

意，募集了大量的捐款，由南京市

市长前往瑞士采购食物，寄给拉

贝。

南京国民政府也做出了承诺：

如果拉贝先生愿意返回中国，政

府可以给他提供住房和终生养老

金。

直到解放军进驻南京之前，拉

贝每个月都会收到南京人民寄给

他的一包救命的食物。在“二战”

后物资匮乏的欧洲，这些食物十

分珍贵。

拉贝说，是南京人民的支援，

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心。

1950 年，拉贝突发疾病去世，

被葬在西郊公墓。

1997 年因占地期限已到，柏

林市政部门想清除拉贝墓地，拉

贝的家人便申请将墓碑送给中国

南京保存。

2013 年 12 月，南京市政府将

拉贝在德国的墓园修缮完毕，并

一次性付清了 40 年的管理费用。

2015 年的 9 月 3 日，一位名

叫托马斯·拉贝的德国老人，也就

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德国教授，受

中国政府之邀观看了阅兵式。

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时刻，

他代表他的祖父前来领受中国人

民的谢意，主席授予他“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托马斯·拉贝是德国海德堡大

学妇科教授，除了济世救人之外，

他还积极投身于促进民族和解的

人道主义事业。

2001 年起，他便投入到推动

中德和平事业及两国在妇产科学

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2018 年 10 月 3 日，托马斯·拉

贝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专

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

最高荣誉奖项。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

是 20 多万条人命。80 多年过去

了，中国人从没有忘记过拉贝先

生的恩情。

即使是在疫情最困难、物资最

匮乏的时刻，我们也没有忘记过

他。

当拉贝后人的求助信息传来

时，惊动了整个南京城，南京人民

争分夺秒，为之竭尽全力。

除了托马斯·拉贝急需的药物

以外，短短时间内，南京市政府还

为海德堡大学医院和海德堡市政

府准备了 620 瓶指定药品、30000

只口罩和 200 套防护服。

当时的国际航运几近停运，在

各方的不懈努力下，4 月 17 日，这

批特殊的医药物资通过江苏包机

捐赠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为了将这批物资尽快送到拉

贝教授手中，使馆的工作人员决

定驱车 700 公里赶往海德堡，第一

时间把救援物资转交到海德堡市

政府和托马斯·拉贝本人手上。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

究院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史研究会会长张生感动地说：“80

多年前，拉贝先生在南京保护了

无数生命，这座博爱之都与和平

城市不会忘记这样的国际友人，

此番南京人用自己的方式驰援拉

贝后人，也让这段穿越世纪不曾

褪色的情谊翻开新的篇章。”

1938 年 1月 16 日，拉贝在日

本大使馆参加便宴。对于自己保

护中国人的行为，他是这样解释

的：“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

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

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

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

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

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

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也许当年，拉贝帮助南京城中

的百姓的时候，只是本着人道主

义精神，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

但在 80 多年后，南京还在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拉贝先生

的感激和敬意。

当他的后人面临困境，因为这

份往日恩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

驰援，让这段情谊继续绵延着。

这份因缘，令人感动，也让人

心生出无限的力量。

（《人民日报》、中新社报道）

拯救 25 万中国人的性命

《拉贝日记》

南京人民的报恩

中国政府友谊奖

拉贝晚年和妻子合影 约翰·拉贝

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前排右

起第六人为拉贝）

托马斯·拉贝在祖父的纪念铜像前

4月21日，托马斯·拉贝和海德堡市政府代表接受物资捐赠 南京与海德堡共抗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