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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神父
在中国，很多人都读过《拉贝日记》，知晓

约翰·拉贝。而饶家驹，一位同样挽救过无数
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默默无闻。

柏林圣湖公墓的饶家驹墓前，有一块镶
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
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
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还写着四个中文字
“仁者爱人”。
“饶家驹是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来

华 !"年，基本都在上海度过。#$%"年日军侵
占上海时，他设立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

区"#!"#$年 %!月 "日$!"&'年 (月 #'日），
延续 %年，保护了 %&万中国百姓，并成为南京
大屠杀期间由德国人拉贝领导的‘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的效仿样板。”苏智良介绍。

饶家驹 #'"'年生于法国，早在抗日战争
前，他就来到中国上海，开始只是从事英语教
学，后来全身心投入到难民救助工作中。#$%#
年长江发生水灾，他积极参加了难民救济工
作；#$%!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为解救
被困妇孺四处奔波；#$%"年八一三淞沪抗战
爆发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

早年因化学实验中不慎炸伤锯掉一条右
臂，饶家驹又被称为“独臂神父”。

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开创了一种模式，
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
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

者，我们倡议在难民区旧址设立纪念铭牌和
塑像。”苏智良呼吁道。

上海模式
#$%"年 '月，八一三抗战爆发，规模日益

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如潮而至，
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难民大量
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成为
严重社会问题。

租界人满为患，租界地区的边缘也挤满
了数量惊人的难民。大量难民被屏蔽在租界
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
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
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
难民有了可能。

'月 #'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饶家驹
任救济组副主任。此时的饶家驹，在上海军政
界人脉极广，并且热心救助平民，获得过多国
勋章，并且得到国民党高层的信任。战事之初，

他两次率员前往虹口战区，救助居民到租界。
彼时饶家驹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战

争将长期进行，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拯
救难民。#&月 !(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
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
建立难民安全区。

##月 !日，饶家驹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
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
意。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
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也得到了日本陆军、
海军同意。

##月 )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
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日，日本
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日，上海国际救

济委员会议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
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
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
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
所，并非中立区域。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
区。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

难民区于 ##月 $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
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
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
着），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
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难民区呈
半月形，占据南市老城厢约 #*%区域。

饶家驹保护平民设立安全区被称为“上

海模式”，填补了《日内瓦公约》的一个空白，此
前《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
条款。#$)'年，第 #"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
了《战时保护平民公约草案》。#$)$年，(%国代
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第四
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其第 #+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须直接或
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
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平民。”

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
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上海的饶家驹与
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 !&

多万中国难民。

寻找遗址
今年 $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

业研究生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在苏智良教授
的带领下，开始做南市难民区的寻访和调查。

因为城隍庙板块多年的商业开发和市政
动迁，南市难民区大量的重要遗址，大多面目
全非，另有部分遗址位置存在争议。

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
定了北区救火会的位置，因为这里曾经是南
市难民区饶家驹办公的所在地，是南市难民
区的“中枢机构”。#&年前，曾经有学者就此进
行过考证，结论是北区救火会不复存在，“在
八九十年代豫园商业区改造的过程中已被拆
除”。但与此同时，民间一直有北区救火会就
在方浜中路的说法。

王海鸥他们首先询问了上海历史专家，
有的说在豫园里，有的说在方浜中路，莫衷一
是。最后是苏智良教授找来的《上海市行号路
图录》揭晓了谜底。这个地图 #$%"年开始绘
制，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对当时上海的街区
描绘得非常详细。在南市难民区的区域，发现
了北区救火会的地址，《申报》对北区救火会有
过记载，“在安仁街的一侧”，两者吻合，最终
才给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北区救火会的遗址就是现在的方浜中路
!%+号，安仁街路口，这栋原本三层的建筑随
着后来的商业开发，目前加高至 +层，汇集了
多家食肆，但没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发生在
这里的故事。
据《申报》#$%"年 ##月 #"日的报道，北

区救火会建筑为三层，饶家驹办公室在三楼，
底楼和二楼为职员办公处及食品储存处。十
多万难民的管理，即由饶家驹在北区救火会
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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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
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
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然而，没有
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战时，这里
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
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
难民扎堆的“安全区”。而主导和维
持这条生死线的，是一个中文名叫
饶家驹的法国神父。

有人称他为“上海的辛德勒”，
有人叫他是“另一个约翰·拉贝”，
他曾奔走在战火中的上海，不顾个

人安危与日军谈判，从日军枪口下
拯救养活了至少30万难民。因为
他，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
《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
条款，并被称为“上海模式”。
“这个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

遗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
长苏智良大声疾呼。

本周末，“饶家驹与战时平民
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
研讨会前夕，苏智良和他的团队向
本报记者披露众多新的发现。

寻找“南市难民区”
本报记者 程绩

! %南市难民区&收容所难童中学初中班的女学生 '摄于 %"#"年 $月 #日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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