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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画传》

前言

　　1937年圣诞前夕，约翰·拉贝收到一张圣诞贺卡。这张贺卡来自他收留的650余名中国难民。贺卡
是用德文和中文写成的，人们在贺卡中对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感谢他保护和救助中国难民免遭战
火涂炭。当天，约翰·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讲，我所收到的最棒的圣诞礼物莫过于挽救600多
人的性命。”　　今天，约翰·拉贝已被视为兵连祸结之中的弥赛亚。是他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历
史，也是他给了那段历史微弱的烛光，使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　　这本画册如实地描述了
拉贝先生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0年。读之越深，思之越深，越能触摸到这位传
奇人物的内心世界。　　拉贝只是那个年代一个极为普通的商人。他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后跻
身商界。作为西门子代表，他在中国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一
个商人的职责。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医生和传教士共同建立了国际安全区，
使25万名无辜的中国平民免遭不幸。　　在即将到来的屠杀面前，拉贝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坚定地与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自始至终，他勇敢地表达对无辜民众的支持，无视个人安危。历史可以无限残酷
，但也正因其残酷，而映衬着人性无比的光辉。对于自己的选择，拉贝写道：“⋯⋯这是一个道德问
题⋯⋯我无法说服自己去背叛那些把信任托付给我的人。能看到他们如此地相信我，我十分感动。”
　　拉贝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懂得人类尊严的人。在令人窒息的恐惧中，
他坚持着，忍耐着，纵然死亡近在咫尺。从某种意思上说，他转变为一个英雄。拉贝正是用他手中的
笔记录下了亲眼目睹的暴行：“这样，我便能在日后作一个目击者，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种残暴
面前保持沉默。”每读至此，一个充满仁爱、正直与公正的拉贝跃然纸间。他的朋友、传教士罗伯特
·威尔逊曾写道：“这就是约翰·拉贝，一个伟大的人，有着一颗伟大的心。”　　谨以此书纪念约
翰·拉贝。我希望本书更是对在最黑暗历史中的人性光辉的一篇颂歌，对不畏暴力、救赎希望的一首
赞美诗，并时刻提醒后人更深刻地认识过去、思考未来。　　约翰·拉贝的人道主义行为体现了我们
公司的代表早期的社会责任。斯人已逝，但其勇担责任、致力社会的精神必将不朽，并为我们留下宝
贵的精神财富。2006年，为了纪念拉贝先生，西门子同其它机构一起翻新了拉贝先生在南京的故居，
并成立“拉贝故居发展基金”。我们希望拉贝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也期待人们能将“拉贝精神”世
代相传。　　郝瑞强博士（Dr.Richard Hausmann）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age 2



《约翰·拉贝画传》

内容概要

Page 3



《约翰·拉贝画传》

作者简介

托马斯.拉贝是约翰.拉贝的孙子，医学博士，教授，现在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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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从出生到学徒年代结束（1882～1908）在中国的30年（1908～1938）返回德国（1938～1950）永恒
的纪念约翰·拉贝日记发现始末拉贝后代访问南京拉贝和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
心约翰·拉贝——一个伟大的德国人⋯⋯埃尔温·维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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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眼中的约翰·拉贝　　1997年8月6日的演讲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
候每当看到一个人换了帽子或眼镜时就会大哭起来。真是十分可笑！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随意地改变
他的形象呢？这时，我的外公拉贝从天津来看望他在北京的外孙。他带着帽子和眼镜，然后脱下了帽
子。我没有哭。他就像当时所有的男人一样笨拙地把我抱在手上，我没有哭，只是十分紧张地看着他
抬起镍框眼镜上方浓密的眉毛。这是他的特征。我3岁半的时候到南京去探望他。他到扬子江的对岸
浦口来接我和我的母亲，我们乘坐渡船过江。他用汉语和我讲话，因为汉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时我
大声说：“外公，我会讲德语！”这次探望时我对他说，他应该自己画圣诞节的装饰物。我这样讲他
很高兴。　　有两个夏天我们是一起在北戴河度过的。这是一个海滨的小城，是约翰·拉贝的“夏宫
”。我们一同在海滨长时间地散步。男人们都穿白色衣服，头戴热带遮阳帽。他们送给我一只哨子，
我就放在嘴上吹了起来。这时来了两个腰带上挂着橡皮棍的警察，他们不让我吹哨子，因为他们正在
抓一个小偷，要吹哨子与他们的同事联系。外公就叫我不要吹了，于是我哭了起来。　　1937年5月初
，我们到南京去探望他，和他告别。我的父亲（威廉·施莱格尔）在中国工作13年后获得回国休假的
机会。我6岁生日那天，用早餐时我就在想：今天会不会感到伤心呢？这天下午我没有邀请任何朋友
。这时外公郑重地牵着我的手，走进他的办公室。外公打开一只抽屉，交给我一只很大的画图盒子，
有24种颜色，白色的、金色的和银色的，还配有纸、笔和擦布。我们两个人起劲地画了起来。这个画
盒是给我在长途坐船航行中用来打发无聊时间的。我们在6月离开了南京。　　我知道，南京正在进
行一场可怕的战争。1938年4月15日，多拉和约翰·拉贝到达了柏林。我们一同在西门子公司的海外人
员宿舍里住了一年多。我看到了约翰·拉贝是怎样被盖世太保带走的。我正在房子的前面试穿新的旱
冰鞋，那是送给我的7岁生日礼物。两个穿着有白色翻边的黑色制服的男子表情十分严厉。我坐在地
上抬头看着他们。他们全都个子很高。外公看上去很惊恐，我不敢和他拥抱告别。　　不久，他经过
土耳其到阿富汗去接难民们回家。这时他已经又有了朋友。我知道我的外公在南京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我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人。1942～1943年，我在维尔默斯杜夫上学后，经常在中午跑到外婆那儿
去，我非常爱她，我在家里打电话告诉她我在哪里。在外公外婆的住房里总是很好玩，那里可以看到
许多艺术品和书籍。　　我被从柏林疏散出去了3年。1944年7月，约翰·拉贝被准许来探望我。我们
站在打开的窗子旁边听到了7月20日暗杀希特勒没有成功的消息。他说：“简直不可设想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事情⋯⋯”那时人们说话要多么小心啊！约翰·拉贝给我的养父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4
年的圣诞节，约翰·拉贝接我去了柏林。1945年1月他把我和妈妈及妹妹送到威斯特法伦的爸爸家里去
。　　就在我15岁生目的时候我又被准许回家去。我的妈妈给一位英国军官看田伯烈写的书《What
War Means》（《战争意味什么》），指给他看约翰·拉贝在南京的事迹。我们被准许坐一辆送儿童
的车子返回柏林去。1946年5月12日我们到达了柏林西门子城。外公外婆住在我爸爸妈妈的住房里。我
非常非常高兴3年以后重新又回到了家里。就在当天约翰·拉贝问我：“你将来想干什么？”我回答
说：“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的话，那就带上一个袖章，上面写着‘我会说英语’，到动物园火车站去管
理厕所！”我想不起来当时是多么的轻率。12岁时我想过：我要学习制图、生物学和有图解的自然科
学书籍。这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我那个装绘图的书包也已经遗失了。　　约翰·拉贝抬起他浓密的
眉毛对我说：“你听着，你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嘛！”“可是我现在的成绩不再好了！”“这样吧，
你明天到一所好学校去报名。”那时读到高中毕业还有4年。我遇到了非常好的教师，以优良的成绩
通过了毕业考试。我在大学里学了哲学、德国文学和语文，取得了高年级教师的资格证书。这时约翰
·拉贝已经不在了，在我毕业以前他就去世了（1950年1月5日）。外婆还健在的时候我生了3个孩子。
　　我知道，约翰·拉贝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听到他极端贫困的生活情况都十分吃惊。我几乎没有感觉
到这一点，因为我想：他有我呀！经过了这场可怕的战争和战后的生活，我们一家重又聚在了一起，
真是上天的恩赐！1946年到1950年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是外公的唯一陪伴者，外婆经常对我说
：“去吧，去把外公接回来！他可能需要你。”我就到西门子公司的行政大楼把他接回来。在回来的
路上我们谈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战后会发生的一切事情。公布了许多犯罪行为。
我问他：“由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必须去自杀呢？”他说：“不，是我救
了你。”我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他待我就像一位父亲对待他的女儿。我们谈论了有关德国的民族性
格、德国的历史、纳粹时代、纽伦堡审判和我们的命运等话题。我们共同走完了这条思想交流之路：
我想知道我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在离开中国以后，这是我生活中发生的第二次转折。他在非纳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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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委员会面前也为自己作了口头辩护。他一生中有4次和伟大的政治打交道，卷进了有生命危险的
冲突：南京大屠杀，盖世太保的逮捕，俄国人的逮捕，英国非纳粹化甄别委员会。他的基本原则很简
单：“保护生命”。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中国的朋友，一家国际大公司
（西门子公司）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活力四射和富有幽默感的人。　　约翰·拉贝和南京安全区
委员会缔结了国际友谊。这个思想超越了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一切差别。后半个世纪是我们的生活
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成熟了，开始为社会工作，迈开了尝试建立国际友谊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继
续走下去，并继续向前发展。　　约翰·拉贝以两个招牌式的名字重又走进了世界历史：辛德勒和纳
粹。我本来是能够阻止将他还给世界的。关于第二个名字我必须从我的立场加以解说。　　辛德勒和
拉贝这两个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奋力反抗疯狂的杀人行动，他们都是黑暗年代的光辉形象。　　“纳粹
”这个词正在美国讨论着，丹尼尔·戈尔德哈根的书《希特勒的忠实执行者》将约翰·拉贝的名字连
在了一起。人们善意地说：“尽管他是一位纳粹分子⋯⋯”　　今天约翰·拉贝有了第三代和第四代
的后辈，我们大家无法控制他的日记的译本和报刊文章以及电视报导，因此我以我们的名义请求朋友
们对历史的理解。　　在他的日记里有他对希特勒忠诚的宣言和使我感到脸红和愤怒的纳粹分子，有
一次他甚至恳求希特勒给予帮助。德国的外交政策为了南京的福祉本来是可以作出不同决定的
。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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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电影《拉贝日记》呈现的伟大英雄形象不同，《约翰·拉贝画传》这本画册如实地描述了拉贝
先生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0年，塑造了一个平凡而正直的普通德国商人拉贝，
并从他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以及思想发展历程入手，解释了这个纳粹党人在危急时刻拯救了25万南
京难民的原因。 《约翰·拉贝画传》撰稿人除托马斯外，还有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以及1936年就在
南京拜访过拉贝的前德国驻中国大使维克特，他们对拉贝的描述和评价都是十分客观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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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体上用各种照片和文字介绍了拉贝的一生，朴素之中有着感人的地方。拉贝，一个普通的职员
，却尽自己所能做着他应该做的事，不禁反思，自己在那时会怎么做。
2、伟大的人，知道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3、我手头有一本《拉贝日记》，有空一定会看看你推荐的《拉贝传》，谢谢提醒。
4、故居 不忍
5、　　无法遗忘的一张脸
　　——读《约翰·拉贝画传》
　　
　　范典／文
　　
　　
　　认识一个人，先从一张脸开始。
　　
　　这张脸说不上出众：光头，圆形脸，圆框小眼镜，小胡子，但正是这张脸的主人从日本人屠刀下
挽救了25万中国平民的生命——约翰·拉贝，一张中国人无法忘怀的脸，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拉贝日记》即截取了他佩戴勋章侧身微坐的半身像的脸作为封面，而今，我又在这本《约翰·
拉贝画传》中发现了这张泛黄的全照。照片中，拉贝先生微侧着脸，眼神专注凝视左前方，两手很自
然的下垂，握在一起，他戴着那副标志性的眼镜，黑衣服、白领结，胸前挂着蒋介石颁发的玉石勋章
，西服上别着一枚有德国纳粹标志的老鹰标志。他嘴唇轻抿，唇角带着温柔的笑⋯⋯
　　
　　初识约翰·拉贝，是在张纯如的书里，这位华裔美籍女作家在那本举世瞩目的《南京浩劫：遗忘
的大屠杀》中提到了这位南京的“辛德勒”。书中记载，拉贝身体力行，以纳粹政府成员的身份出现
在日本人面前，虽然希特勒对待犹太民族的恶行比日本人对待中国人好不到哪里去，可是拉贝“主要
是把纳粹党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对德国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语出其外孙
女莱因哈特；该书P142）。暂且不论他政治信仰中的动机单纯与否，但在中国人民受难时，就是这个
红色的卐标志，让他从日本人枪口下夺回无数条无辜的生命，许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在给家
人的信件中都对其表示了敬佩之情。
　　
　　当我们回顾历史，常常便如抬头看见一个底座样的截面，感受着它压顶的沉重，殊不知，当大片
史料以与我们平行的视角呈现时，它便有了生命与时代相击撞的质感。对于研究者或兴趣者而言，读
取大段历史、搜集相关史料都将耗费大量精力，如张纯如作书时，冒着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的情况单
枪匹马来到中国，在采访幸存者及大量资料、证据里周旋、沉溺，为了探索“人类本性的阴暗面”，
甚至在不堪重压之下付出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张曾自称是她发现了《拉贝日记》，在这本画册中，
有一篇由拉贝生前好友埃尔温·维克特写的文章就提到这件事，当时日记因拉贝后人为避政治牵连而
搁置在储藏室，为协助张的写作他们偷偷将复印件寄给她。于是，当一个有血有肉的约翰·拉贝在日
后重新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应该忘了这些人。
　　
　　画册展现了约翰·拉贝的一生，收录了从他“出生到学徒年代”、“在中国的30年”、“返回德
国”等五部分内容，除了他个人、家庭照外，还有手稿、绘稿、摄影作品、住所面貌、信件等资料，
有代表性的“浓缩”了他坎坷而优雅的一生。为什么说优雅呢？我注意到一些细节，在经历南京大屠
杀前他便开始写日记，而且对生活总是充满了希望。正是因一次去上海开会的途中，在南京拜访时听
了区域经理的一句玩笑话，他毅然选择到该地工作，从此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优雅并不
止于手稿上那些端整的斜体字，而更在于面对危难时挺身而出、救死扶伤的从容不迫。
　　
　　不可否认，最感动我的是，拉贝因其纳粹身份在希特勒政府倒塌后受尽磨难，一家人贫苦不堪，
然而南京人民并未忘却他，在1948年期间托南京市市长将1亿多捐资及食品、生活用品寄给了他——这
也是拉贝在生前尤为安慰的事情吧。他留下了2000多页手稿，为拯救我们的记忆作出了重大贡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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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会遗忘他，画册中的点滴记录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感恩之情，这本由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
拉贝编著的画册，撷取了拉贝各个时期的珍贵史料，以图片和文字相辅的形式展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像走进一座便携式的掌上博物馆，我看到了这张脸从童年到老年，一路经历的从娇嫩到苍老的变
化，但生命的优雅来自历史不被磨灭的敬重，这张脸，将会被永远铭记。
　　
　　
　　
　　——已载于《文汇读书周报》
6、用来大致了解下拉贝的生平还是不错的，我很奇怪拉贝怎么写了那么多书...
2010.10.25
7、北大本。某日中午看完，有些图片的解析度太小了。
8、范典有空也读读黄慧英的《拉贝传》吧，看看德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拉贝有什么区别
9、大四
10、拉贝会写会画会拍照，也加入过纳粹，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堡商人
11、 Danke
12、一本好書，説明讀書万卷不如行路萬里，一個正直的人縂有好報，民國政府還是有良知的交的也
大多是仗義的朋友，天朝要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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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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