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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如此特殊，从曼德拉看到了图图，另一个角度提到了曼德拉夫人。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一瞥，感觉背后还有很深的故事啊。话太空，我也是很难说服lol
2、耶稣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99个无需忏悔的人，可以给天堂带来更大的欣喜，永远不要把罪犯当
成无可救药的魔鬼吧⋯⋯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神，会夺去我们一部
分生命！上帝相信我们，上帝需要我们把世界变成他希望的美好的样子！如何走向未来，曾经种族主
义最为猖獗的南非选择了第三条路
3、我通过曼德拉总统的自传过来，看了这本书，喜欢，但说不上有多喜欢。它让我更了解南非那一
段种族斗争的历史，正是有这样一批真正的人，南非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因为他们拥有这么明亮的
精神火炬。
4、南非模式值得借鉴，然而总有迷途不知返者，陷入冤冤相报不能了了的境地
5、非常不喜欢图图这个人
6、宗教啊 宗教
7、人种的优越感在哪个发达的民族都有，但深挖到种族隔离的疮疤时才让人触目惊心，虽然选择宽
恕，抹去是是非非的烟云，仁者乐之，但教化与民未？
8、黑左圣母
9、修复未来的明辨是非，真的能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吗？不置可否。杀夫之仇，夺子之恨，与
其说是宽恕，不如说是放过自己，勉力活下去。
10、除了审判和回避，原来真的有第三条路，事实证明同样有效，题目点睛了
11、198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cape town大主教，反种族隔离的战士⋯立场身份决定了观点和角度片
面⋯我们需要真相，宽恕，与过去做了结，就像我们需要人道主义一样。事实上旧制度终结时刻我们
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12、真相与和解将成为两个追求的目标，其具体做法是用真相换取和解。曾经的暴行实施者，只要你
能够说出真相，申请大赦，国家将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为了减轻顾虑，民事责任也是不承担的，当
然，并不是说受害者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真相，能够得到国家的象征性的补偿，而且，受
害者在面对施虐者的时候，往往能够放下仇恨，因为他们还需要生活，当他们不能原谅受虐者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一直还在受害。这是与报复性司法不同的修复性司法，这在南非起到了弥合撕裂的社会
，抚平创伤的作用。
13、南非和解三部曲。种族隔离既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性，在这 一点上， 种族
隔离做的真是太成功了
14、呃⋯⋯人们本来就很愿意宽恕，没人总是需要血债血偿，而是需要一种态度。这书并没有什么好
读的，也许和作者的身份有关。
15、胸怀宽广的人会喜欢
16、南非的转变说明了任何苦难都不应该成为包袱而应该是历史的财富，是永不再犯的明镜。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如果有，也只能是经历过这一切后的未来。人类经历过多少苦难，就应该对
未来有多少信心。坦白真相、宽恕罪犯、拥抱和解、给予补偿、共面未来，这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的
完整过程，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处理实现民
主后我们所面临的状况的最佳途径。”没有真相，就难以避免历史重演，那么宽恕就没有意义。而没
有宽恕，受害者就永远自我禁闭的监牢里，谁也放不出受害者煎熬的灵魂。并非所有白人都愿意真心
坦白罪恶，也并非所有受害者都真心谅解伤害他们的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取得的成功是全民族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是他们艰辛工作的证明。有宽恕就有未来。
17、对于读书时不了解南非的历史深表惋惜
18、每一種史觀都與其社會現實土壤緊緊相連，對於當時的南非，只有寬恕才能讓種族和解成為可能
，實現奇跡般的和平過渡吧。寬恕不意味著軟弱，仇恨是另一種形式的逃避，欽佩大主教圖圖這樣敢
於親手為國族傷疤縫針的人。
19、本书是南非开普大主教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过程的随笔，并且记述了南非种族隔离期间不
同阶层的当事人的回忆与口述，向读者展示了南非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与努力。作者并且提出，揭开过
去的真相，宽恕过去的罪恶，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走既不同于纽伦堡审判也不同于大赦天下的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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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才有未来。
20、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人类获得这样的信念和经验，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南非因此而卓立世
界，真相与和解已成为南非贡献给世人最珍贵的财富。当下，我又不得不思考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真相
与和解。
21、满纸荒唐言，这书简直是教人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圣母婊和告诉世人都应该纵容黑狗。《漫漫自
由路》的鸡汤我喝了，这个我真的是去你麻痹好吧
22、e
23、唏嘘，看看当今时局，宗教和圣母救不了人类，也并没有拯救南非，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过誉
了，包括福山的书。
24、在处罚和遗忘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但和所有的方法一样，实施起来遇到的困难总是很难克服但
又充满感动。
25、时过境迁，种下的依然在生长。
26、没有宗教的救赎，人类能宽容么
27、人性没有底线的恶
人真的需要信仰
28、图图大主教的书，讲述了南非种族隔绝政策消除和国内政局过渡时期成立“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
会”的一些内容，具体评价和思考要著长文，这里就不多说了。
29、尽管邪恶遍地，我们人类还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善良。正是这一点让我即使在最
艰难的情况下，也满怀希望。
30、“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在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
程而无比振奋。” 溢出的道德感召
31、看的时候总想起驴得水里面的一句话，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未来只会更糟。我们只有真正的正视
过去才能期待更好的未来，很可惜的是听说这一系列的书有的下架了
32、图图怎么能这么温柔？！
33、书中有不少地方令人感动，实在是佩服南非人民。觉得无论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都是大历史
背景下的受害者。
34、中国所谓自然灾害的几年没有得到解决，几乎依然是在迎合少部分人的回避，因此几十年过去了
依然是国人心上的一根刺。图图大主教以宗教立场去和解，乌班图的精神感人至深，只有没受过伤的
人才会认为这种和解是惺惺作态。
35、映照文革确实找对了定位。拨乱反正是类似功能，然时间短层次浅。其一当时主题是开放改革，
社会和解服务于经济起步；其二华夏文明渊源深厚，文化厚度决定客观上没有大和解运动强需求；其
三当代回看那段历史延续的恶果是权力恐怖，犬儒却不是近半个世纪才有的；其四借鉴在纯精神层面
的大和解并非不可能。
36、了解怎么把一件事做成
37、历史
38、厉害了，乌班图精神。“具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心胸开阔，乐于助人，见贤思齐而不忌妒贤能，因
为他/她拥有适度的自信，而这源自如下认识：自己乃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当他人受到伤害或死去
时，当他人受到折磨或压迫时，这个整体就会消失。”——大主教 Desmond Tutu。

39、一本严肃的探讨种族隔离与南非和解历程的反思性著作。宽松于政治的有意性。联想到如今中东
地区的时局，政治之于宗教的运用，的确应以宽松为底色才好。排他性的宗教有时对政治是一种灾难
，却尤能引起给多的崇拜。人们痛恨并痴迷着铁与血的碰撞，历史难得有温和的春天。
40、1翻译不好 2最后一章太天真太胡扯因而损耗了全书的力量 3读了李猛才知道熊先生天真 看过南非
建国史才真的确信：孩子没救了，还是救救非洲濒危野生动物吧
41、略圣母。。。
42、二战后各国报复，清洗昔日的敌对派，达到惨无人道的地步。真相与调解确实是一创举，但是其
实际作用到底多大？不可而知。另外，神职人员作为作者，确实很啰嗦
43、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非常感兴趣，一直觉得民族性的悲剧和仇恨是不可能得到和解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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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如果不诉诸宗教，不用凌驾于人类的一个意象，单纯靠诉说真相是否能达到相同的目的，这
样祖国的很多历史问题也有出路了⋯⋯
44、宽恕是第一步，如何做好之后弥补分歧归拢人心的工作更艰难。
45、包容和胸襟，是对灰色地带的承认，但灰色的历史阵痛不是财富，对其的思考与和解才是；（真
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对待本国黑历史上，提供了纽伦堡审判式和完全遗忘式外的第三种选择。作者作
为神职，没有看到很多的神性；作为公职人员，却看到了政治的尔虞我诈
46、尽管对南非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不是很了解，还是感叹佩服他们开创的第三条道路。个人认为
翻译也好读。
47、以真相换取自由，以和解替代报复。以个体的牺牲换取民族的和解，以广义赔偿替代具体诉讼。
给受害者人格尊严，给施害者精神自由。这是曼德拉和图图的第三条道路，是伟大乌班图精神的光辉
闪耀。
神造了人类，是要我们彼此宽恕，彼此相爱。
48、我读的时候很惊讶。我没想过第三条路：用披露真相换取对罪行的赦免。要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地
方才可以吧？要提倡宽恕。但这样其实是委员会代替受害者宽恕？但是避免集体遗忘地披露真相，对
历史，对社会，对大部分受害者家属，真的太好了。
49、南非和平的社会转型，希望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50、纽伦堡模式用法律让罪人服罪，这是异国间正义的审判，是对历史悲剧的交代；而诸如发生在苏
联的大清洗时期、中国的文革时期的悲剧，在一国一党下无正义可索偿，“被”选择了全民遗忘。“
生者没有权利代表被杀害、被折磨而现在无法为自己做决策的死者表示宽恕。”南非所选择的第三条
道路，有其历史的意义，却无普世的价值，面对巴以冲突及中东问题等，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不
过是“乌班图”精神外衣下的政治智慧，是南非在世界的巨幅广告。此外，“放弃”与“宽恕”一样
伟大，在这一点上，德克勒克是曼德拉外南非不能遗忘的另一个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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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还是要提一提这本书属于理想国译丛——由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主编，这是很好的
一套丛书，在这套书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编这套书的意义：“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
：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本书的作者就是我们可能
听过却不甚熟悉的图图大主教，曾经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对南非
的那段种族隔离的苦难历史是有亲历的。要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结合这套丛书的另外两本书来看，
《漫漫自由路》、《断臂上的花朵》，这样可以形成更具体的认识。许多南非人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
的记忆，他们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警察惊慌失措地向对通行证法举行和平抗议示
威的人群开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很多人是逃跑时背后中枪；人们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
起义，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还有那些被警察拘留
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
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了（这与现实多么相似！），但是，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在侮辱大众的智商
。还有的人则直接失踪不知去向留给家人巨大的伤害。如果不去了解这段历史，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人
何以对他人作出如此残暴的行为，当觉得这种暴行已经是残暴的极限的时候，又会有人承认另外的暴
行，而这个暴行相比于已知的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所谓的“项链”酷刑——将灌满汽油的轮
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火；将他人的手臂砍下来以后泡在酒精里，放在警察总局，用这种他
们称之为“狒狒之爪”的展示恐吓被拘留的人，如果他们不交代，这就是他们的命运，甚至更惨；将
人虐杀以后将尸体焚毁，并且在焚毁尸体的火焰上做烧烤吃。当然，上面的描述并不是从来都确定无
疑的，如果没有暴行的实施者坦白，这段历史将变得模糊，而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段
历史必须被记住。历史需要被记住，仇恨却必须要放下，不然，南非将从一个种族隔离的时代走向另
一个极端，在这个极端中，白人的地位将和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的地位相同，这样，南非依然是一个
撕裂的南非，种族隔离将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存在，这断然不是努力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希望的
结果。所以，真相与和解将成为两个追求的目标，其具体做法是用真相换取和解。曾经的暴行实施者
，只要你能够说出真相，申请大赦，国家将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为了减轻顾虑，民事责任也是不承
担的，当然，并不是说受害者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真相，能够得到国家的象征性的补偿，
而且，受害者在面对施虐者的时候，往往能够放下仇恨，因为他们还需要生活，当他们不能原谅受虐
者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一直还在受害。这是与报复性司法不同的修复性司法，这在南非起到了弥合撕
裂的社会，抚平创伤的作用。当然，当权者的暴行不应该被忘记，同样，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人的暴
行也不应该被忘记，良好的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日内瓦公约》和正义战争的原则都清楚地指出
，战争中必须有正义。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手段进行，否则它就严重变质。”非国大曾经将非
暴力作为自己的原则，但是，曼德拉却坚持非暴力只是作为一种策略，是可以打破的，在他的努力之
下成立了“民族之矛”抵抗军，从事暴力行为，他们说他们只是针对政府的一些军事设施或者政府的
重要设施实施打击，但是，任何的暴力行为，一旦开始，就注定不能受到良好的控制，这本书揭露的
事实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你会发现，那些用自己行为抵抗暴力的人，在做着他们最为厌恶的事情。
原来，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生活的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已经受到侵蚀。“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
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附几句摘录吧：种族隔离即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
者的人性。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让你死亡。当我们听到彼此之间人性的堕落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时，
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我们可以为彼此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嗜虐般的快感，可以把残忍推向极致，让亲
人为亲人的死活和去向费劲猜疑，让他们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从医院到停尸房徒劳地奔波
。这是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已经显现出来的阴暗而沉重的一面。一位叫唐迪的索韦托妇女，在监禁
期间也遭到折磨。她屡次遭奸污。她说她能活下来，是因为她把自己的灵魂从身体中取出来，房子了
奸污发生的囚室的角落里。经过这样的分解之后，她就可以冷眼观瞧这些人蹂躏她的身体。
2、在中国的武侠作品中，身负个人深仇雪恨最后通过自身各种努力报仇的人，值得同情，却永远没
有主角光环。创作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这种个人恩仇与国家大义比起来，虽然很重要，但人物的定性
上升不了英雄的高度。于是，更多人念念不忘是萧峰或者是郭靖这样的大英雄。对于个人来说，淡化
个人仇恨是不公平的，但从更宏观的天下、国家、民族面前，这些仇恨显得没那么重要。南非的种族
隔离制度给南非有色人群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然而罪恶终究有结束的那一天。随着民主和自由不断发
酵，最终冲破桎梏的那一刻起，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南非人，或者具体点，摆在南非黑人面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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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以前的罪恶，如何处理附在罪恶上的仇恨？德斯蒙德.图图是这本《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作者
，身为南非黑人大主教，他与南非其他领导人一起倡议着南非的转型正义以及种族间的和解，并且亲
自领导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处理广泛散布在民间的仇恨——这当然不是个案，按照皮肤的颜色
来区别对待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对精神上的侮辱更甚于对身体上的伤害。当然，之前的暴力无处不
在并且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和解委员会提出的用真相换自由，旨在引导当初的施暴者通过告知犯罪
的真相来获取受害人的宽恕，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动因。不同于两个民族或者
国家之间的战争侵略，南非新政府处理的实际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旨在诉求国家自由和民族
自尊的纽伦堡审判在南非行不通，按照图图的话来说，还指望大家一起建设新国家；其次，军队乃至
警察等很多核心部门，实际上仍然掌控在白人的手中，想借大规模的翻案复仇来解决历史问题，可能
会导致国家又一次的动荡和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最后，更重要的是新政府着眼于新国家的和平与建设
，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金钱来改善南非人民的生活和地位。但与此相对应的是，罪恶绝对不该
遗忘，宽恕也不代表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实际上，对真相的真实披露是对于受害者或家属所受痛苦经
历的补偿底线。这条底线的坚守，是和解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最基本原则。质疑无疑大范围的存在，而
且存在于方方面面。受害者的质疑很好理解，当初的施暴者们的质疑，无疑使得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
内心对公正性的考量。更考验委员们心理的是真相的残忍和骇人听闻，以及一些始料未及的争端——
内部有人涉案如何处理？如何带着公允的原则处理非国大内部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美好的理想和
愿景是一码事，更真实的现实的复杂和曲折是另外一码事。当最后的报告呈现给曼德拉总统的时候，
这种纠结着忿恨、愧疚但更多的是宽恕的情感串联着整个事件的处理。如今，像南非这样种族隔离在
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仍然存在，或者在这个星球的其他地区，因为文化、信仰甚至是发展道路、个人
私怨而爆发的大规模的冲突、屠杀的事件仍然存在，罪恶总有结束的一天，仇怨也终须偿还。南非人
的宽恕给这些事件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参考。但内心深处，我们仍然不希望这种宽恕成为一种普遍的处
理方式而大加推广，这实际上意味着：有更多这样残暴、剥夺各类自由、伤害人权自尊的事情曾经发
生，对于未来而言，这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犯罪的借口和依据？过多的宽恕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暴力的
托辞？这更值得人们深思。
3、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会以某种形式留在
我们的脑海中，随时出来干扰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行为。那么，用一种宽恕的心态对待过去，就
能更好地活在当下，面向未来么？南非的“乌班图精神”为这种宽恕提供了最好的道义上的支持，在
经历很长时间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之后，在他们面临着罪恶的宣判时，他们选择了宽恕，正是因为他们
的宽恕，解放后的南非表达了国家的痛苦，也传递出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宽恕得到了未来。人类
历史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睚眦必报一度成为常态，现今的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依然在上演这些
闹剧，世代冤仇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污点，以至于有些人喊出“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慨。如果你
真的了解南非种族歧视的罪恶，真的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解决这些罪恶的态度和处理程序，你会
发现宽恕对于人类文明多么重要！在完全忘记和针锋相对两个极端之间，宽恕提供了第三种处理办法
，这种办法对于人类文明和发展更具有建设性：赦免个人具体的罪责，换取对于犯罪真相的全过程披
露。南非的“乌班图精神”，和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宗教的忍让宽恕精
神，这种精神的成功推行需要建立在一系列的基础之上：相对文明、由法律底线的统治，相对自由和
宽松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有强大的宗教信仰支撑和真诚有领导力的领袖，等等。宽容是一种力量，一
个民族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胸怀和包容，也许他会舍弃更多的历史恩怨，大踏步朝前行驶。2016-3-14
4、作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以诚挚平和的
口吻，讲述了他在引领南非从血腥、杀戮、暴力和仇恨，走向宽恕、和解、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的感
悟和智慧。宽恕的力量无疑是惊人的，可全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样一段话：“宽恕与和解不是
假装事情并非其本来面目，不是互相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会揭示出恶行、欺侮、
痛苦、堕落和真相。有时它甚至让情况恶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
终会真正抚平创伤。”是的，这本书中，我看到更多的，是真相的力量。如果说宽恕是要摆脱过去的
沉重枷锁，那么真相，则是打开那副枷锁所必需的钥匙。南非的种族和解之路告诉我们，宽恕并不需
要多么伟大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宽恕实在是埋在每个善良之人心中的一颗火种，而燃亮它，有时需
要的，仅仅是一句“原来如此”。有些东西，越掩藏，越惹人窥探；越深埋，越引人挖掘。最后人们
由管中窥豹、道听途说所拼凑出来的事实，往往比原本的真相，要残酷得多。更讽刺的是，越残酷、
越血腥、越疼痛，越让人深信。真相此时已不再重要了，令人无法释怀的，是阻止真相大白天下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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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其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千个人眼中会看到一千个过去，就连最无偏颇的史官笔下也有浓墨重彩和
云淡风轻之别。我们并非厌恶透过他人的眼睛看历史，我们厌恶的，是只能透过一个人的眼睛看见历
史。每个人都会为真相披上一件自己钟意的外衣，而只有将这穿了千万件不同外衣的真相全部展示出
来，我们才能无限接近那个赤裸的它——它也许比我们想象的美好，也许会更丑恶，可那又如何呢？
我们并不畏惧赤裸的真相，我们只是害怕这真相被封存在故人的脑海中，在时间的风化下，随着生命
的逝去而烟消云散。遗忘，是对历史最大的侮辱。——某歪
5、人性的黑洞。做恶梦的一本书。常常热泪盈眶，常常——1990年2月11日被释入出来前，曼德拉已
在监狱度过27个春秋。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得何谓痛苦。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
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就为了摧毁他的意志。说这27年纯粹是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
本来可以为南非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
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它因素一起让他获
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
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创世记》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有在上，心中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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