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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正案引发的舆论战
和情绪对立很快带来外交关系
的重要后果! 包括以色列驻波
大使在内的以色列官方抨击反
犹主义在波兰抬头! 以色列还
拒绝了波兰企业对以色列证券
交易所的入股! 而波兰则有执
政党议员呼吁驱逐以色列驻波
大使! 美国国务院则就修正案
发表声明"称该修正案有损#自
由言论和学术讨论$"并将影响
波兰的战略利益及其与美以的
关系% 美国驻波大使馆威胁暂
停美对双边军事合作项目的拨
款! 美国还对波兰政府实施外
交制裁" 包括白宫在内的美国
政府将不会接待波兰总统或总
理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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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美国
联邦参议员还联合致信波兰总
理"就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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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波兰议会通过
的一项不利于在美大屠杀幸存
者的资产追偿法案进行抗议 !

该法案规定" 只有居住在波兰
的直系亲属才能获得祖辈在波
兰的遗留资产!

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 "波
兰政府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以
缓和与犹太人和美国的紧张关
系" 如通过驻以大使并派遣特
别外交代表团加强对以沟通 "

波兰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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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波兰反犹&

排犹致歉等等!

施害者!受害者!拯

救者 ! 波兰在大屠

杀中的角色纷争

波犹'以(之间围绕纳粹大
屠杀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论
争由来已久" 新世纪以来则日
益被双方视为体现集体身份认
同的本质性因素" 而变得越来
越政治化% 在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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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
职典礼演说中" 新任波兰总理
莫拉维斯基称非犹太裔波兰人
在大屠杀期间拯救了犹太兄
弟" 这显示了 #何为波兰人本
质$%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德波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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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如此回答#何为波兰人) $的问
题*#我们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幸存下来的国家" 是两种极
权主义体系的受害者$%而以色
列外交部秘书长在会见专程为
新修正案赴以沟通的波兰外交
代表团时 #开宗明义 $*维护大
屠杀记忆是个高于波以双边关
系的问题"它是#深入犹太民族
本质的中心议题$%

对犹太人在纳粹#暗黑王
国$中受难报以同情和愧疚"这
种集体心理在战后西方基督教
世界广泛存在" 在波兰人中也
不例外 % 小说 +苏菲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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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基督
徒(描述了波兰女子苏菲'天主

教徒(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
难经历*为了让儿子存活"把女
儿推向焚尸炉. 像一只摇尾乞
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工作.

忍受纳粹的调戏&强暴&变态的
凌辱. 违心地以色相勾引纳粹
司令官 .恐怖 &耻辱 &罪恶和绝
望笼罩着破碎的心灵% 但即使
这样一个受害者" 也对命运比
波兰人更加悲惨的犹太人充满
了负罪感" 而宁愿在移民美国
后忍受犹太情人的暴虐% 这部
畅销小说 '以及根据其改编的
电影(以一种象征的手法"表现
了一个纳粹主义的受难群体
'基督徒

;

波兰人("在面对另一
个受难更严重群体'犹太人(时
的沉重精神负担和赎罪意愿%

但如何定义波兰在纳粹大
屠杀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 受
害者 ) 拯救者 ) 还是施害者 )

这在波犹之间带来经久不息的
论争%

在波兰长期以来塑造的集
体记忆中" 波兰人倾向于接受
自身受难者& 抵抗者和救助者
的角色和身份% 波兰在历史上
一再遭受德& 俄等周边强国的
瓜分. 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纳
粹德国和苏联的直接占领 .除
!''

万波兰犹太人"还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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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非犹太裔波兰人在二战期间
遇害. 波兰流亡政府一直在参
与抵抗德国纳粹" 并努力向世
界提供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
情报.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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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波兰人因
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救助犹太
人而被#亚德/瓦谢姆$授予0国
际义人$称号"多于其他任何国
家. 包括流亡政府在内的波兰
政治组织也没有主动或被动地
卷入纳粹领导的种族灭绝% 这
些历史事实" 似乎可以印证波
兰人集体记忆中关于其在大屠
杀历史的正面身份体认" 支持
其民族自豪感和受害者悲情 %

这种倾向主导着波兰的相关历
史研究&教育机制"有时还体现
为外交诉求%

波兰准官方机构 0国家记
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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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使命就是
维护波兰民族在二战期间以及
此后集体受难的记忆% 波兰关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纪念
馆 " 都以受难和抵抗为主题 %

0波兰犹太人历史纪念馆$除了
展示波兰犹太人的悠久历史和
文化" 还重点展示了波兰犹太
人在大屠杀中令人难以承受的
受害细节% 0华沙起义纪念馆$

所展示的"则是
&%CC

年波兰地
下抵抗运动试图解放首都华沙
并避免苏军接管而向纳粹占领
当局发动起义的历史事迹% 起
义者在力量高度失衡的情况
下" 勇敢坚持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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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付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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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丧生的代价"最终
失败% 华沙后来在德军撤退前
被夷为废墟% 而苏军则在斯大

林的命令下" 静待德军完成毁
灭行动才进入华沙% 位于格但
斯克的 0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
馆$"旨在将波兰和中东欧在二
战中的经历注入欧洲乃至世界
记忆中 "重在展示 0总体战 $下
的集体苦难% 但这种历史叙事
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看来不够
0爱国$% 波兰舆论提议建立的
0 波 兰 大 屠 杀 纪 念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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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更加聚焦于波
兰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认同%

在此种受害者意识的推动
下" 波兰与周边主要邻国的历
史积怨显性化" 并加剧了波兰
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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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波兰议会的一个研究团队
发布报告称" 波兰在二战期间
遭受欧洲国家中最大的损失 "

有权获得德国的巨额赔偿% 该
团队负责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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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进
一步提出了高达

($''

亿美元
的赔偿要求% 向德国索赔的主
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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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获得了时任波
兰总理的公开支持%对俄罗斯"

波兰在国内致力于消除苏联领
导人和苏军纪念碑& 像等显示
苏联

;

俄罗斯历史影响的象征
物 "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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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立 0卡廷事
件遇难者纪念日$"纪念二战期
间苏联在卡廷森林秘密处决
"D"

万名被俘的波兰各界精英%

但波兰人试图塑造和维护
的兼有悲情和英雄主义的正面
形象和集体记忆的努力" 一再
遭遇来自犹太世界的冲击和
0解构$% 在战后的纳粹大屠杀
历史叙事中 "0波兰责任论 $却
是个不断发酵的话题%

早在
"'

世纪
#'

年代 "埃

利/维塞尔就曾提出*只有在当
地人期望成为一个无犹太人社
会的地方"那些装载着人群&令
人窒息的运畜列车" 才能在暗
夜中畅行无阻%在上世纪

)'

年
代"耶胡达/鲍尔等重量级大屠
杀史学家提出 0周围波兰人的
态度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重要
决定性因素$%波兰在大屠杀中
至少还有 0冷漠旁观 $的一面 "

这在当时的犹太世界整体上是
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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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的对象是
否应该包含惨遭纳粹屠杀的其
他群体"如吉普赛人&波兰人等
等"这在

)'

年代末的美国引起

了公开的纷争% 0西蒙/维森塔
尔中心$ 出于维护群体间友好
关系出发 " 主张其受害者为
&&''

万"即0

#''

万犹太人以及
$''

万其他群体的人们$% 推动
设立0总统大屠杀纪念委员会$

的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也支持这
种表述% 其他族裔群体的社团
组织"如0波兰裔美国人大会$"

也要求将其他群体包含进去 %

但委员会主席埃利/维塞尔则
坚决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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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这个数字"而
主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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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害者主要
是

#''

万犹太人% 这种立场获
得了在大屠杀历史问题上拥有
无可匹敌话语权的犹太大屠杀
幸存者及其后裔的积极支持 %

最后" 委员会采用了明显有利
于犹太人的定义" 而大屠杀中
#''

万犹太人遭受劫难成为主
流通行的提法"0

&&''

万$的数
字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这场大
屠杀受难记忆为多个群体 0共
有$还是犹太人0专有$的争议"

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结局%

上世纪
('

年代中期"著名
导演朗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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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

个 小 时 的 大 屠 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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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也曾指控一
些波兰人因反犹卷入了大屠
杀"成为纳粹的帮凶"结果引来
波兰政府的抗议% 波兰历史学
家和公众承认当时波兰社会存
在反犹情绪" 但并不接受反犹
情绪与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的
悲剧存在关联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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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至
%'

年代"东欧
剧变后波兰相对开放的社会氛
围"及其在外交上向西方转向"

都有利于波& 犹之间推进大屠

杀历史的研究和对话%波&犹之
间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中角色
的争论也出现了一段缓和 &和
解进程%一方面"部分波兰学者
开始反思和质疑波兰自身关于
大屠杀期间殉难者

;

英雄主义
的传统历史叙事" 开始打破一
些敏感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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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波兰
学者布朗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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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提出" 波兰人面对纳粹主义
野蛮暴行而无动于衷" 负有冷
漠不作为的0共同责任$% 此种
观点引发了波兰国内的第一次
关于战时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
关系的辩论%另一方面"犹太学
术界和舆论界的立场也出现了
部分松动%

&%((

年"在耶路撒
冷的一次研讨会上" 德高望重
的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伊斯
雷尔/古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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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的
0不作为$表达了谅解% 他在发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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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苏菲的选择$同名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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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波兰

地下军反抗

德国占领军

的重要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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