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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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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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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