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参与寻
访项目的同学们这样说——项目组成员之
一、南大计算机系大四学生张嘉麒认为：
“南京大屠杀不是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个
城市、某一代人的记忆，是中国人的共同
记忆。《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
记忆名录》，在世界记忆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想通过讲课，把那段历史记忆传播到更
广的地方去。”

南大数学系统计学专业李珂同学去年
参加项目后，6 月第一次参观纪念馆，正好
遇到馆内正在举办“为什么是她——张纯
如与《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展
览。“我看得特别感动，尤其是展览最后
一段话：‘请你务必、务必、务必相信一个
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令世界大为改观……

你是一个人，你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
志存高远，不要限制住你的目光，永远不
要放弃你的梦想或理念……’这坚定了我
的想法。”李珂说，这个项目尽管跟她所
学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但她相信，在这里
奉献时间和情感，她看到了“光的方向”。

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大三学生雷乾昊表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他们采访了很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
1996 年、1997 年。“1996 年《拉贝日记》
被发现，1997 年，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
生 60 周年之际，张纯如出版《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很多人在其中为南京
大屠杀史实的国际传播作出贡献。而今天
的我们，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参与项目，追
寻真相、追求理想层面的精神意义。”说

这段话时，小编分明看到，雷乾昊眼里有光。
南大德语专业研一学生张焱阳说，

“南京大学德语系的前辈们与《拉贝日记》
渊源颇深，这些榜样的力量让我意识到，
传承这份初心是我们新一代德语系人的责
任。”他表示，要为守护和平与正义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项目牵头人陈民老师和常晅老师带
领学生们完成了每一期口述史线上线下访

谈工作。常晅老师出生在南京城
南。1992 年，家里老房子搬迁到
茶南小区，就在纪念馆附近。“当
时纪念馆在马路三角洲，印象特
别深刻。”他读研时，曾经接待
过曾在江南水泥厂保护难民的德
国友人卡尔 •京特的侄女，当时
做过翻译。他说，这些年，他感
受到纪念馆不断发展壮大，展览
的形式丰富多样。“我觉得我们

要思考的是如何把一个人教育成有底线，
有大爱，有人性光辉的人。我们带着学生
一起走一起研究，促成更多人把拉贝先生
的大爱故事传递出去。”陈民老师说，文
科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把好故事一代代讲下
去。接下来，他们会继续把项目做下去，
让伟大的精神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播。

（本文转自“南大招生小蓝鲸”微信
公众号，内容有改动）

2022 年，项目组继续在南大校园招
募同学加入团队，并将口述史访谈做成线
上课程。目前该课程已经制作完成 14 集，
并在超星上线。“我们想开发一整套和平
教育课程，带着它们走进中小学，在主题
班会、团课、社会活动课程中，做爱国主
义教育、历史教育、和平教育。”陈民老
师介绍。

前不久，南大师生们先后走进南京外
国语学校仙林分校、福建师大附中、上海
曹杨二中、南京鼓楼区颐和路社区等，并
在我馆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行前一课”
中展示他们的寻访成果。目前项目组已经
和全国 7 个省市 10 余所中小学开展线上

课程，已有不少中小学跟他们预约接下来
三个月的课程。

项目组成员王泽森是南大第 23 届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他将拉贝先生的大爱
故事带到宁夏隆德县第二中学，在那里
协助项目组开展了向寒门学子捐书、“和
平是什么”主题征文比赛等公益活动，
将历史学与和平学教育带进了西部中小
学课堂。

由于项目经费有限，师生们积极克服
困难，参与“99 公益日”活动，通过制
作明信片、折扇等文创产品，义卖、募捐
等形式，筹集资金。陈民老师介绍，在这
个过程中，不少爱心企业和个人给予项目

组资金支持。
目前，项目组正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

作，将近 40 场口述史访谈内容集结出版。

“我们想做一本让普通民众都看得懂的读
本。”陈民老师介绍，这本书约 20 万字，
计划在今年国家公祭日前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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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育和平：走近约翰•拉贝
编者按 : 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在和平年代出生长大的年轻人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又有着怎样的使命担当？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系列人物访谈栏目报道《云育和平 走近约翰 •拉贝》，为您讲述南京大学师生寻访德国友人约翰 •拉贝在中国工
作生活的足迹，续写拉贝大爱故事的历程，揭开一段德语系师生与拉贝先生的渊源。

　　1996 年 12 月，拉贝先生的
外孙女乌尔苏拉 •赖因哈特女士
在美国纽约公布了尘封近 59 年
记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
记》，该日记共 8 卷 2460 页。

　　1997 年， 南 大 德
语系老师们负责《拉贝
日记》第一版翻译

南京大学德语系成立于 1947年，
是中国最早成立德语专业的两所大
学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南
京保护难民的国际友人、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 •拉贝先生与南
大德语系颇有渊源。德语系现任主
任陈民老师介绍：“德语系开山鼻
祖张威廉先生来南大工作前，曾经
在北京西门子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
跟约翰 •拉贝先生是同事。”

在常晅老师入校 17 年后的 2015
年 10 月 9 日，《南京大屠杀档案》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7 年南大
德语系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拉贝
日记》影印版翻译，这一次，常晅已
经成长为德语系骨干，他和郑寿康老
师、刘海宁老师等，一同对《拉贝日记》
原版本进行校对，全文再次进行翻译。

2019 年 4 月初，原创歌剧《拉
贝日记》需要翻译。在时间紧、任

务急的情况下，南大德语系组织了
常晅老师和外教罗克博士等精干力
量，加班加点，出色完成了翻译任
务。同年 8 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致函南京大学，感谢外国语学
院德语系承担了原创歌剧《拉贝日
记》剧本、宣传材料和“拉贝事迹展”
的翻译工作，保障了歌剧按时在德
国柏林、汉堡以及奥地利维也纳等
地成功巡演，并获得广泛赞誉。

南京大学德语系与拉贝先生的渊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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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课件  走进课堂  传播大爱3

启动追寻拉贝足迹项目启迪学生2

基于南大德语系与《拉贝日记》的深
厚渊源，加之《拉贝日记》本身所承载的
重要历史价值，使得陈民老师意识到，带
领一批 00 后学生追寻拉贝先生当年在中
国的足迹，探索战乱岁月里的人性光辉力

量，从中挖掘更多发人深省的历史细节，
将不仅有利于这段民族记忆的接续与传
播，更将给年轻一代学生以思想启迪和生
命教育。陈民老师说，她本人也想借此达
成一直以来“为家乡做一些事”的心愿。

2021 年 3 月，陈民老师
和常晅老师牵头，向南大本科
生院申请了一个特殊的国际云
科考项目——“拉贝日记与和
平城市”，后来拓展为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项目。他们邀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
刘成教授加入指导团队，同时
向全校范围内发布招募信息。
同学们积极报名。最终 36 位
来自南大 14 个不同大类和专
业的本科生脱颖而出。这些学

生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他们与从“飞
越计划”中遴选出的 5 位中学生（南大从
高中生营员中遴选出优秀学生，希望培养
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立志科学事业的
未来领军人才）共同组成科考项目组。

在为期 36 天的科考实践活动中，师
生们带着《拉贝日记》，沿着约翰 •拉贝
先生当年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足迹，走访了
南京、北京、上海三座城市，第一站就来
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随后又陆续实地参观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
纪念馆、南京鼓楼医院院史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约翰 •拉贝北京交流中
心等地。

循着这条线，师生们陆续联系到了约
翰 •拉贝的孙子托马斯 •拉贝和曾外孙克
里斯托弗 •莱因哈特、拉贝当年在南京的

助手韩湘琳的女儿韩云慧，采访修缮拉贝
故居和柏林拉贝墓地的负责人，《拉贝日
记》首版编辑翻译代表，歌剧《拉贝日记》
的主创团队代表，美籍华裔作家、《南京
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妈
妈张盈盈女士等，完成了近 40 场国内国
外、线下线上口述史访谈，最后制作成百
余分钟口述史纪录片，串联起了拉贝先生
与中国结缘并作出大爱善举的生平轨迹，
同时也探究了《拉贝日记》的译介与传播
的深刻影响。

该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后来屡获国家级
和省内大奖：中国青年报第七届寻找全国
大学生百强暑期实践团队全国优秀团队、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江苏省一等奖、江苏省“三下乡”
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等。

陈民老师（右）和常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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