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挺身而出
!"#$ 年 %! 月 !& 日，上海沦

陷。%&月初，日军除了不断派飞机
轰炸南京外，还兵分三路包围南京
城。村民苏国宝回忆：“日军是农历
冬月初十（%&月 '日）下午来的，进
了城后，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惊恐
的老百姓不知向哪里躲藏，人群中
不知谁说了一句“江南厂有外国人，
日本人可能不敢去”，于是 %&岁的
苏国宝在家人带领下拼命向离家不
远处的江南水泥厂跑去。%& 月 (

日，江南水泥厂成立难民营。经盛
鸿教授说：“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
在江南水泥厂墙外面，圈了一大片
空地作为难民营，里面有江南水泥
厂职工为难民搭建的草棚，也有难
民自己搭建的草棚。”

为了防止日军的侵扰，江南水
泥厂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德丹国合
营江南水泥厂”。而在难民营和工
厂的周围，则用竹竿挂满了丹麦和
德国的国旗。他们还组织职工用石
灰和木炭在地面上画出巨大的德国
国旗图样，以防日军飞机轰炸。虽
然做了如此多的工作，日军仍然十
分怀疑江南水泥厂的身份。日本人
当时对这个厂到底是中国人的还是
德国和丹麦人的，产生了怀疑，因为
他们看到有不少中国员工在里面活
动。日本人要求辛德贝格和京特提
供江南水泥厂属于德国和丹麦的证
明。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复杂，因为
有一些设备刚刚到中国，还没有完
全交接，所以辛德贝格和京特就打
擦边球，千方百计瞒过日本人。

日军的一再骚扰，让难民营的
老百姓感到恐惧不安，为了让难民
营的百姓生命不受到威胁，京特和
辛德贝格常常挺身而出。每次日本
兵企图进入难民营施暴时，辛德贝
格和京特都会立刻站出来进行呵
斥。看到德国人的袖标，日本兵当时
还是比较紧张的，看到丹麦人，他们
也觉得这是一个中立国的白人。总

之，对他们还是比较忌惮的。南京师
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
连红说：“厂里面有一个叫夏玉华的
职工，被日军拉到了栖霞。在那种情
况下，如果中国人去救，就基本上救
不出来，但昆德和辛德贝格可以去
要人，对日本人说这是我们厂里的
职工，那可能把他救回来。事实上，
他们那次就领回了 )个职工。”
就这样，在京特和辛德贝格的

支持、保护下，江南水泥厂的护厂
河、筑坝附近住满了难民。栖霞镇 (*

多岁的村民王利民说：“一张张席子
挤在一起，不管男女，一起睡在那里。
搭的棚子很小，现在是看不到这样的
棚子了，当时确实很惨啊！”苏国宝
老人当年全家在江南水泥厂避难，
他回忆，一天，难民区不慎失火，京
特和辛德贝格曾经到他家调查登记
火灾情况，他的父母就将苏国宝说
成孤儿，没想到京特和辛德贝格听
说后，便打算把苏国宝留在厂里工
作。苏国宝说：“德国人和丹麦人住在
一块儿，他们每人给我一块洋钱，说
让我上学，穿呢子衣服，我说，你们外
国人讲话我不懂，我不能去。”

%"#$年 %+月 &*日，拉贝日记
里第一次出现了辛德贝格的名字：
“回到宁海路以后，我认识了栖霞山
江南水泥厂的伯恩哈特·阿尔普·辛
德贝格先生。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
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
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因此
整整一大段路他都是步行走过来
的，他后来搭上了一辆日本卡车，安
全地通过了北城门。现在的问题是，
他怎么才能重新回去。”
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

江南水泥厂收留的大批难民中本来
就有不少伤员，加上下了一场大雪，

天寒地冻，又有一批难民病倒了，于
是辛德贝格决意冒险送几个危重病
人进城救治。听到日军造谣粉饰说
南京已经是太平世界的广播后，辛
德贝格信以为真，认为南京城已经
很好了，百姓安居乐业了。因此他就
冒着风雪，开车把几个负重伤的难
民送往南京城。结果还没送到城里，
就听到消息说戒严进不去，而南京
城仍然是一片血山火海，根本不是
日军宣传的那样，他不得不把这些
难民重新送回去。为了使伤病员得
到及时的救治，他们还从鼓楼医院
请了两名护士，带上一些药品、绷
带，在水泥厂开办了一个临时的小
医院。经常有难民到这里进行包扎、
对伤口进行消毒，而这些事情也常
常由京特和辛德贝格亲自来做。

%",(年 +月 ,日，辛德贝格再
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城，向拉贝和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
斯迈思博士递交一封控诉日军暴行
的信。信写好以后，由卡尔·京特把
它翻译成德文，然后又由辛德贝格
把它送进南京城，交给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拉贝立刻把
这封信通过不同的途径送到上海，
在上海租界的西方新闻出版物上公
布出来，这对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大
屠杀暴行十分有利。

! 永远铭记
%",(年 ,月，辛德贝格离开江

南水泥厂来到上海，年底他收到工
厂附近 %%名村民联名赠送给他的
一幅锦缎，上书“见义勇为”四个大
字，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在日内
瓦，辛德贝格受中国方面邀请，为国
际联盟成员和新闻记者放映了玛吉
所拍摄的反映日军暴行的纪录电

影。正在出席世界劳工大会的中国
劳方代表团团长朱学范，在辛德贝
格的护照上题词，赞他为“中国之
友”。后来，辛德贝格去了美国，成为
一名海员。二战期间，他驾驶美国商
船，执行多次航行任务，每次都化险
为夷。%"$+年辛德贝格退休，%"(+
年在美国病逝，终身未婚。

+**)年 %+月 %$日，为了纪念
辛德贝格在南京的正义之举，他的
故乡丹麦奥胡斯市将当地的一种黄
玫瑰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
格黄玫瑰”。+**$年，辛德贝格的外
甥女丽安应邀来中国访问，她将辛
德贝格当年获得的勋章、护照和一
些原版照片赠送给中国人民，如今
它们被珍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里。后来，戴袁之又通过他在德国工
作的华人朋友，历尽波折找到了卡
尔·京特的夫人，从而进一步揭开了
京特，也就是昆德的神秘面纱。
卡尔·京特，德国汉堡人，%"*,

年出生于中国唐山，中文名字为“昆
德”。%",,年卡尔·京特毕业于柏林
工业大学并获工程博士学位。因长
期生活在中国，所以他能说一口流
利的汉语。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成立
期间，凡有日本兵来厂滋事，也都是
由他出面交涉，日军顾忌他的德籍
背景，言行有所收敛。%",(年 ,月，
辛德贝格离开后，昆德一直作为临
时负责人，主持江南水泥厂的日常
工作，并在此结婚生子，一直到 +*

世纪 -*年代才离开。所以，讲一口
流利的中国话的昆德，给当地百姓
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德国“老昆”。据资料记载：“敌
日嫉视昆德博士维护江南水泥厂，
不断到厂严词查问。以武器示威者，
数见不鲜，蛮横狂妄，为任何人所难

忍受”，而昆德博士“为维护厂产，忍
辱含垢，处之泰然”。
当年栖霞寺长老所写的《以人

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
信件，就是由京特译成德文，然后再
由辛德贝格送到拉贝手中的。不久
以后，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报
道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向全世
界公布了日军的暴行。京特的善举
得到超越国界的红十字会的认可，
就连与日本结为“轴心国”的德国也
嘉许了京特的义举。%","年 ,月，
德国红十字会为感谢和表彰京特在
南京的特殊功绩，授予他红十字二
级荣誉勋章。

%")%年 %+月，太平洋战争爆
发，中国对德国宣战，此后，卡尔·京
特遭遇了他在中国最灰暗的一段日
子。张生说：“京特变成了一个敌国
的侨民，战争结束以后，就要开始对
他进行清算，所以京特博士给当时
跟他一起共同维持江南水泥厂的中
国员工写过很多信，希望在他困难
的时候能够给予帮助。”%")-年 "

月，江南水泥厂写信给当时的国民
政府，为卡尔·京特在抗日战争期间
为保护中国难民作出的贡献提供了
证明。%+月，当时的南京市政府批
示允许京特继续留在江南水泥厂。
%"-*年，卡尔·京特和他的家人一
起离开中国回到故乡。%"($年，这
个出生在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了 ,*

年的德国人在他的故乡去世。
+**+年 )月 -日，卡尔·京特

的夫人携儿子应南京市对外友协邀
请，故地重游，来到她 -*多年前生
活过的地方，并向南京人民赠送了
有关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历史照片
复印件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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