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医师就曾受教于韩芬教授!中
国精神病学界的不少著名医师
当年也都是韩的学生"

文汇报 !有数据称!自诺贝

尔奖设立以来! 犹太人拿走了

!"#

的化学奖"

$%#

的物理奖"

$&!

的生理与医学奖"

'!!

的经济学

奖# 犹太人创造知识和财富的能

力一直令世人啧啧称奇! 是什么

成就了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

潘光 !近
!"""

年里 !犹太
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离散于
世界各地! 是什么让这个民族
得以维系! 并且重建了自己的
国家# 吉普赛人的遭遇似有几
分相似! 而今后者却如散沙一
盘!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我认
为! 犹太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支
柱$ 其一是以犹太文化传统为
主体的民族认同感%其二!是以
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
值观 %其三 !以家庭为基础 &犹
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网络" 这
三个支柱是犹太人能够团结奋
斗!取得成功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民
族非常重视家庭与教育! 这点
与中国文化十分相似" 与中国
家庭类似! 犹太家庭也常常是
四世同堂& 三代同居" 犹太人
的经典 '塔木德( 中有许多可
以在中国的 '四书五经( 中发
现的箴言! 如教导人们要孝顺
父母 & 爱护妻儿 ! 要注重学
习 ! 才能出人头地 )*惟有读
书高+, 等等"

为什么我们把犹太人一起
祈祷的地方翻译为 *犹太会
堂+! 而非 *犹太教堂+# 因为
#$%&'(')*

一词除了宗教概念!

还有学校的意思" 犹太人除了
在那里进行宗教活动! 还举办
各类讲座和学习班" 比如在星
期天! 犹太会堂都有主要面向
青少年的 *周日讲堂 +!我本人
就在美国犹太会堂的 *周日讲
堂+做过多次讲座"

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犹太
人善于把民族的灾难如纳粹大
屠杀作为反面教材!以史为鉴!

警醒后人"在每个犹太社区!人
们都可以找到大屠杀纪念馆或
教育中心" 每个犹太孩子一懂
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 "

每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 !人
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
动! 探讨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
吸取历史教训" 犹太人还特别
善于向世界讲述大屠杀的悲剧
故事!'辛德勒名单( 等奥斯卡
获奖片感动了全世界"现在!纳
粹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
教育和国际历史教学的的重要
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

纳粹大屠杀教育就会世世代代
进行下去! 持续不断地增强犹
太民族的凝聚力"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

是 "日本当局救了

上海犹太人#

文汇报 !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是一段写满伤痛的岁月
(

对于中

国人和犹太人来说
)

都是如此& 然

而! 任何苦难都没能阻止上海成

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究竟

是谁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 关于

这个问题!学界似乎还有争论#

潘光!事实上!这个问题的
本质是话语权的问题"由于种种
复杂原因!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缺位的!这
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
子"于是!国外有些声音便说!当
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是日本人
占领着上海!因此*是日本当局
救了犹太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我访问国外一些大学和博物
馆时!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甚至
有人问我!*既然日本是希特勒
的盟友! 为什么他们还要救犹
太人# +在一家国际知名犹太博
物馆内有一幅*全球救助犹太难
民图+!其中在*上海+这个黑点
上注明救了

!+"""

犹太人!但却
插了一面日本国旗" 后来!在我
们的一再要求下!这面旗帜才被
挪走"无疑!这种*日本当局救了
犹太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人
生活的弄堂里!无疑是中国人民
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中国驻维
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难民
发了数千张签证!让他们能逃离
纳粹占领区!其中许多人来到了
上海"

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
海的一部分领土!在一段时间里
没有拒绝犹太难民的进入" 但
是!到了

,-.-

年
/

月!日本当局
便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设置了
重重障碍"到了

,-0.

年
!

月!日
本当局又设立了虹口隔离区!强
迫

!

万余犹太难民迁入该区!不
得自由出入" 应该指出!有少数
日本官员是同情犹太人的!如当
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暗
中帮助犹太人! 被日本当局逮
捕!遭严刑拷打后押送回日本"

令人欣慰的是! 经过这些
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勤奋研究和
耐心宣讲!*日本当局救了犹太
人+这种说法基本已消失了"

文汇报! 另一个学界争论

不休的问题)当时!到底有多少

犹太难民避难上海$

潘光!确切地说!这里有三
个统计数字$ 第一个是三万多!

这是指从
,-..

年到
,-0,

年!所
有在上海停留过的犹太难民!包
括途经上海或在上海短暂停留
后又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总计
三万余人%第二个数字是二万五

千人! 指的是除去途经上海的
人!到

,-0,

年
,!

月珍珠港事变
导致上海对外海路交通断绝后
仍留在上海! 直至

,-0+

年
-

月
二战结束才离开上海的犹太难
民%第三个数字是两万!指的是
,-./

年后进入虹口地区! 特别
是

,-0.

年
!

月后被迫进入虹口
隔离区的犹太难民"

第三个数字与很多当年生
活在虹口的犹太难民的回忆相
吻合! 因为他们只对于自己居
住的虹口的情况有所了解 !对
于上海犹太难民的整体情况和
途经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情况则
不甚知晓"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他们看不懂中文资料 !

因此对于 '申报 (等中文报刊 !

以及中国政府& 汪伪政府的中
文统计数字和相关档案! 想必
是没有办法阅读的"

文汇报 ! *犹太人在中国+

一书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赵启正称为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

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 可否请您

谈谈在来华犹太人研究过程中!

对于建立我们自己话语体系有何

体会$

潘光! 如前面提到的究竟
是谁救了来沪犹太人! 来华犹
太难民究竟有多少人等问题 !

本身并不难回答! 因为历史总
归会回归其本来面目"然而!问
题核心是话语体系的问题" 如
果我们不主动&积极&实事求是
地去研究! 话语权就可能落到
了人家手中"

再举一个例子 ! 到
!"""

年! 全世界有两万多人因为解
救过犹太人! 而被以色列授予
*国际义人 +称号 !其中却不见
中国人的身影" 我们觉得这是
不可思议的"二战期间!上海被
称为犹太难民的 *诺亚方舟+!

难道当年就没有中国义人 !冒
着生命危险搭救犹太难民# 在
国际犹太组织的帮助下! 我和
我的同事们寻找了许多年 !终
于发现前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
领事何凤山曾通过发签证救助
了数千犹太难民" 经过艰苦细
致的调查研究! 我们把所有资
料交以色列相关部门审核" 最
终! 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
*国际义人 +的称号 !他的名字
被刻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
*国际义人园+里"

由此我深深体会! 中国人
的义举!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

宣传!还能够指望谁来研究&宣
传# 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

首先要搞清楚故事的始末 "

!","

年!*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
题!由我担任首席专家!其主要
目的就是抢救口述史料" 在史
学界!我们称之为*口述史学+"

现在!亲历者正一天天远去!抢
救工作时不我待" 我们还原历

史!然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进
而总结犹太避难史上的中国模
式或特色"

上海缺乏能整理 $

编目历史档案资料

的学人

文汇报 !据我所知!您是学

习世界史专业出身的&当年!正是

那篇题为*犹太人与中国+的博士

论文! 开启了您对于在华犹太人

避难史的深入研究& 您如何理解

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关系$

潘光! 世界史和中国史是
很难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 *犹
太人在中国+ 是中国历史的重
要一页!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也与欧洲史&德国史&犹太史都
有着密切的联系" 研究犹太难
民来华避难的原因! 就必然要
涉及纳粹在德国& 欧洲反犹的
种种暴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走向世界让*国际+和*国内+变
得越发密不可分! 中国史和世
界史自然越走越近"

曾几何时 ! 受到资源 &经
费&人员调配等等条件的限制!

各高校历史系普遍存在着世界
史和中国史之间某种意义上的
*竞争+" 上世纪

-"

年代以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文献
资料的不断丰富& 国家对于科
研投入的不断加大! 以及人才
流动效率的不断提高! 历史学
科的科研教学条件大大改善 !

两个学科逐渐地从*对立+走向
了合作"我认为!在未来的研究
工作当中!将世界史&中国史和
上海史三方面结合起来! 并与
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紧
密联系! 是摆在历史学人面前
的重要任务"

文汇报!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刚刚庆祝了她的
*+

岁生日&作为

会长! 您见证了世界史研究的哪

些变化$

潘光!

."

年来!上海世界史
研究和教学所取得的成绩有目
共睹" 其一是课题研究的繁荣"

当年课题还是个稀罕物!而今学
者手里几乎人人都有课题!从青
年课题& 国家社科一般课题&国
家社科重大课题! 到省部级课
题&上海市课题&其他省市课题!

再到国际合作课题& 横向课题"

学者研究积极性高涨!才会硕果
累累"

其二是科研经费的充裕"

."

年前!搞科研没有钱!而今是不
差钱" 那时!一个学术活动的经
费往往只有几百块钱! 买些水
果&泡几杯茶都有困难" 现在一
个国家重大课题就有

1"

万到
/"

万元的经费可以支配" 以至
于近年来只听见学者报销难&填
表难的抱怨! 却没了少经费&没

课题的呼喊"

其三是学科地位的提升"原
来!世界史是历史学下面的二级
学科!如今变成了一级学科" 学
科地位的提高!势必优化世界史
学科的资源配置!提振学者的研
究热情与士气!为世界史的发展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其四是学科梯队的形成"

."

年来!一批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
长!已成为世界史教学科研的顶
梁柱!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上海
市& 全国& 乃至国际级奖项%同
时!一些大师级人物继续发挥着
传帮带作用!我们这两年授予陈
崇武&李巨廉&叶书宗&艾周昌&

王斯德五位老专家学会的*终身
学术成就奖+! 为中青年树立了
标杆"

其五是科研与教学的结合
日益密切" 近年来!世界史学会
吸收了一批中学历史教师加入
学会!

!",+

年又开始举办历史
教学论坛!将中学历史教学纳入
世界史学会的研究范畴!将世界
史教研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
延伸!使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更趋
密切"

文汇报! 机遇总是与挑战

伴生& 您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遭

遇了哪些新的挑战$

潘光!说到问题和挑战!我
特别要提一下上海现存历史资
料和档案的整理与开发问题 "

我曾多次接待来沪做专题研究
的外国学者!但到档案馆&图书
馆等单位一看! 除经济史和中
共党史等一些专题外! 还有许
多历史档案资料并没有系统整
理和编目!使学者们不得不去浩
如烟海的资料中*捞针+"这使我
痛感!上海还有那么多档案有待
发掘&整理&翻译!这是历史学人
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年前上海的档案资料
尤其复杂$公共租界的档案是英
文写的&法租界的档案是法文写
的&日本人的档案多是用日文记
录的&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的档
案则都是中文繁体字!上海犹太
人的档案甚至有希伯来语和意
第绪语的!还有俄国人的俄文档
案&波兰人的波兰语资料&德国
驻沪机构留下的德文资料等等"

上海档案馆中的档案资料大概
有几十种语言!整理难度极高"

,--+

年奥地利总统克莱斯
提尔到上海访问! 提出赠送

!"

台电脑做档案整理之用"他的好
意令人感动! 但我们并不缺电
脑!而是需要既懂历史又懂多种
外语的人才!不是几个人!而是
成百上千的能够坐下来做这样
艰苦细致工作的人!也许要做许
多年才见成效" 当然!这项工作
不是一个学会或一个单位能完
成的!需要各学会及各部门的配
合!是一项系统工程"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访谈录

"

,上接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