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战期间! 希特勒纳粹政府

对犹太人实施疯狂的种族屠杀!

上海是当年世界上唯一对犹太难

民不要求签证便可以登陆的港

口" !"#$至 %"$&年间!上海共收

容由欧洲逃亡而来的犹太难民 '

万人左右"当时的中国!也正处在

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 但在上海

犹太社团和中国人民的救援下!

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生存

了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新生活"

他们与当地的中国居民和谐相

处#患难与共"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

本加入德意日轴心国联盟" !"$(年

夏!日本占领当局在上海虹口区建

立犹太难民隔离区)*+,--./!犹太难

民在这里度过了在远东最艰险的

一段日子" 二战结束后!这些生活

在上海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幸存下

来!并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们也是!上海人"

! ! ! !! 沃纳!迈克尔!布鲁门特

尔（!"#$"# %&'()"* +*,-"$.()*，
/0123）美国政治家、企业家

布鲁门特尔%"("年随父母从

出生地布鲁塞尔来到上海!%"$0

年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毕业后!布鲁门特尔又获

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布鲁门

特尔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1%

年2%"1( 年% 和财政部长$%"00

年2%"0"年%!本世纪初!他曾两次

率团回上海故地重游"

! 彼 得!马 克 斯（4"."#
%)5，6789年!）美国艺术家

马克斯是一位在有生之年见

到自己的作品被收入世界十大博

物馆的知名艺术家" 他出生于德

国柏林!在上海度过了他的童年!

%"3(年随家人移民美国" 马克斯

深受中国古典国画熏陶!对国画的

&画上一时风!画外千日功'有着深

刻的感触"他喜欢用各种不同的媒

介作为&画布'来表达他独一无二

的创作" %"1&年代与 %"0&年代早

期!马克斯的作品对美国广告设计

界# 包装设计等影响相当深远!一

时间出现了许多明显带有其风格

的波普艺术作品"

!上海名单"揭幕 讲述!活的历史"

镌刻!"#"$位犹太难民名字!全球唯一以拯救为主题的纪念墙

! ! ! !至少 6:;万余名欧洲犹太难民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离纳粹迫
害而来到上海避难，他们中约三分之
二的名字如今被永久铭刻，留在了上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一面墙上———
这一镌刻有 <=9=1位原上海犹太难
民姓名的雕塑墙在今天首个“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落成。

"六个人#蕴含深意
“上海名单墙”用 12块铜板雕

刻蚀刻文字，长 =>米（加上雕塑 (0

米），宽 1:? 米，是全球唯一一个以
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
整个雕塑设计成中国书画卷轴

样式，纪念墙“序幕”是由艺术家何
宁设计、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制作
的纪念雕塑：做旧的铜板上采用高
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展现了犹太教徒、老年犹太妇女、中
年男子和儿童以及青年男女的“六
个人”形象，这分别代表信仰、苦难
和爱、坚定和未来、光明和希望以及
被屠杀的 2@A万犹太人，以此提炼
和表现大屠杀的主题。雕塑上半部
分是飞翔的海鸥和黄浦江水，寓意
着跨洋而来的犹太人生活在黄浦江
畔。尾图则是象征上海人民与犹太
人友谊的犹太教护板和白玉兰花。
何宁说：“我没有采用通常用于

纪念遇难者的黑或者白色的大理石
和花岗岩，做旧的铜板优雅而具历
史沧桑感。”
“上海名单墙”中出现有不少名

人，如美国卡特时期的财政部长布
鲁门特尔、美国著名艺术家家彼得·
马克斯等。纪念墙上还特别呈现了
一些犹太难民的回忆语录，一段段
简单的语句真实还原了二战期间犹
太难民在上海的经历。语录中，有难
民为自己辗转登上前往上海的航船
而感到庆幸，将其中的艰辛归之于
“运气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挽救凋零的历史
“上海名单墙”的诞生缘于上海

犹太难民纪念馆和前犹太难民索妮
娅女士（BC$D) %,"(*E"#F"#）及旅美
艺术家何宁的共同努力。
在 1AA9年纪念馆成立之初，虹

口区外办和纪念馆馆长陈俭就着意
收集所有当时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

难民名单。纪念馆建立了一个数据
库，经游客补充和多方考证，陆陆续
续收集到近 7AA个名字。而此时，大
洋彼岸的何宁早已将目光聚焦在犹
太民族身上，他的艺术创作内容几
乎全都是和犹太民族有关的历史与
现实题材，但“上海犹太人”这方面
内容却始终是个空白。1AA1年夏，
何宁得知曾经在上海生活居住过的
这些“上海犹太人”要在美国旧金山
举办一次重聚活动，便打算参加并
且收集史料。不料，从酒店得到的消
息却大大出乎何宁的预料：活动已
经取消，原因是很多人去世，人数太
少了。这个消息使何宁的心里充满
伤感与焦虑：这一批被称作“上海犹
太人”的历史见证群体正在渐渐凋
零，历史或将慢慢被遗忘。后来，何
宁在美国一所犹太大学图书馆的帮
助下，得到了一张有 ?AAA多位上海
犹太难民的名单，他希望能建立犹太
难民纪念墙或纪念碑，将尽可能收集
到的当年难民的姓名铭刻其上。
“这将是世上众多纪念墙中唯一

一座刻有尚健在的人的姓名的纪念
墙，主题是‘拯救’，是中国人民崇高

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一部
活着的历史，因为它的‘记忆’功能，
会吸引无数中外参观者提供新的历
史故事和补充信息。”何宁说。

由"上海宝宝#审定
这份 <:=万多人名单的最后由

索妮娅女士“审定”完成。<7=7年出
生的索妮娅是位“上海宝宝”，她回忆
说，避难上海的时候，尽管生活拮据，
但是上海却给他们全家无可比拟的
安全感。“我爸爸会说中国话和上海
话，他常常骑自行车带着我穿过法租
界去玩。爸爸妈妈后来曾经跟我说，
万一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回到上
海，因为你有上海的出生证。”
战后回到德国的索妮娅致力于

犹太难民避难上海的历史研究，并
出版了多本著作。她是一名教师，也
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一直向学生
讲述自己 <7=7年至 <7>9年间的经
历，讲她对上海的感觉———那常常
被概括成两个字：“感激”。
“对我父母来说，在上海的这段

经历十分难得。我父亲曾被关在集
中营 >个月，他的名字被身上刻的

数字代替。之后，父亲逃到了上海。
如果不是这样，我今天根本不可能
在这世上有机会来讲述这段历史。”
索妮娅和大量的前流亡人士保

持联系，并且定期参加国际性的上
海犹太人聚会。多年来，这些曾经在
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念念不忘上
海———这一拯救过他们生命的地
方，他们视上海为第二故乡，“上海
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中犹生
死友谊的历史特殊名词。索妮娅女
士在自己的专著《逃亡上海》中附了
一份有 <:>万余名“上海犹太人”名
单。最终，经索妮娅审核，来源于三
个渠道的名单合在一起，剔除其中
重复和不准确的，产生了纪念墙这
份 <=9=1人的名单。
记者在“上海名单墙”的最后发

现了一块“留白”。纪念馆馆长陈俭
说，希望今后还有更多的名字出现
在这里，有更多新的信息来修正、充
实和完善这份名单。“名字对经历了
种种磨难的犹太人来说是如此重
要，很多人在集中营中被剥夺了名
字，就像我的父亲，重获名字的犹太
人仿佛重生。”索妮娅女士说。

犹太难民语录

!彼此是亲人"

! ! ! !(((明天我们将开始在一个

陌生城市里的新生活" 一个全然

陌生的国度!不熟悉的语言!不熟

悉的气候和人群!然而在那里!我

们是安全和自由的"

(((当时! 没有一个驻维也

纳的使领馆愿意给我们发签证"

然而! 有一天! 当我去了中国领

馆!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

买到了 45678. 967. 的船票 "

45678. 967.是一艘意大利邮轮!

计划在 %"#:年 !'月初从热那亚离

开!前往中国上海!航程约 (&天"

(((这是一次情感之旅!当

我和那些中国居民道别时!我们都

含着泪水"我们曾经在日本人的统

治下共同相处!这段经历使我们产

生了一种亲近感!就好像彼此是亲

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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