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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历史，父亲曾给我

讲过一个小故事。”何曼礼回忆，

1938 年，维也 纳发 生了著名的

犹太人遭大肆逮捕迫害的历史事

件——“水晶之夜”。何凤山的一

位犹太朋友罗森堡不幸被关进了

集中营。他不忍朋友遇害，利用

外交官的身份营救了他并给他办

理了中国上海的签证，这家人也

因此躲过了一场家破人亡的劫难。

也就是从此事件开始，何凤

山决定伸手援助，让犹太人离

开这个地方。

然而，当时的上海是日本占

领区，港口没有海关管理，不需

要文件就可以入境，为什么何凤

山还要发放这样的签证呢？

何曼礼后来找到了答案。因

为当时纳粹只关注犹太人是否有

去处，而签证是最好的证明。很

多犹太人拿到上海签证，转而前

往其他国家。何曼礼感叹 ：“父

亲的这个办法太聪明了！”

何曼礼说 ：“有文件表明，德

奥合并后的两年间，中国驻维也

纳总领馆平均每月签发 500 个签

证，从我找到的签证编号看，有

的说明一个月发了 900 个。”按数

据推算，何凤山发放的签证可能

成千上万，“我保守计算他发放了

数千张签证。”

不过，解救犹太人的同时，

何凤山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何

曼礼说，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与德

国交好，当局命令父亲禁止给犹

太人发放签证。纳粹当局曾以总

领事馆原属于犹太人房产为由，

将总领事馆没收。

之后，何凤山一面身背记过

处分，一面自掏腰包，在当地租

房子坚持发放救命签证。当年的

照片显示，每天天一亮，中国领

事馆外就排起了长队，许多犹太

人就是凭着何凤山发放的签证

逃过被屠杀的厄运。

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

但期间所发生的事足以令人一

生回味。这些年，经过不断

的搜寻和查证，我终于能把

父亲的人道尝试和努力再一

次呈现出来。父亲生前从不

要求，也从未因他的拯救行

动而得到任何的表彰。直到

1997年，父亲去世后，他曾

拯救过数千名犹太人逃离大

屠杀的事迹才大白于世。

过去十年里，当我在追

溯这一段已经被深埋了超过

半世纪的历史事件的时候，

人们常常会问：“当其他国家

都不肯伸出援手，为什么一个

中国外交官却挺身而出？”

我的答复是：“倘若你认

识我的父亲，你便不会问这

样的问题，而我完全不惊讶，

因为父亲的所作所为正完全

符合他的人格。”

父亲一生留下来的最大

遗产，就是活出了他的真我，

他常常为自己所领受的一切

而感恩。他脾气较猛，我常

常认为是爱吃湖南辣椒所致。

然而，充满爱心和怜悯心，

却是他最值得珍惜的特征。

最要紧的是，父亲不认为

他应该用他的天生秉

赋来谋求自己

的个人利益，而是应该用来

为全人类谋造福。

父亲长年在国外生活，

他对故国的爱却是从不动摇。

他把宝贵的中华文化传统教

导给我的哥哥和我，并且要

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他

以孔孟思想中的两大原则，

德和礼，来为我们取名。

父亲与他同年代的中国

同胞一样，为百年来中国曾

经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羞辱

和迫害而深感义愤，立志不

让这种羞辱继续下去。所以，

父亲特别同情任何受到欺凌

和迫害的人们。他说：“看到

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

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上，

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我很荣幸，能成为何凤山的

女儿。如今，我终于能把父

亲的骨灰带回益阳老家安葬，

永远地在他深爱的故乡安息。

意大利首次以华人名字命名城市地名，“何凤山广场”揭牌——

“中国辛德勒”之女为父亲寻找“生命签证”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图：受访者提供

3 月 15 日，意大利米兰市。
天空中飘着的绵绵细雨，打湿了整座城市，却退散不去华人的目光——据意大利欧联

网报道，这一天，意大利首次使用华人姓名，命名城市地名。一位名为“何凤山”的湖
南人受到全球人瞩目，而以他名字命名的“何凤山广场”也在米兰正式揭牌。

何凤山是谁？很多湖南人并不知道。但远在他国的华人一定熟知，奥地利曾有一位被
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外交官，他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帮他们逃离灾难。

为纪念这位“中国辛德勒”，3 月 2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上了何凤山的女儿
何曼礼，远在美国的她用一段回忆向大家讲述这位了不起的湖南老爸的故事……

■链接

随着何凤山冒着风险救助

犹太人的事迹被披露，近年来，

世界各国都有对何凤山先生的

纪念活动。2000 年 7 月，何凤

山先生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

际义士”称号；2005 年，联合

国正式称呼何凤山先生为“中

国辛德勒”，赞赏他在二战期

间全力挽救犹太人的善 行义

举。2015 年， 奥 地 利 维 也 纳

举行了“国际正义人士”何凤

山博士纪念铜像揭幕 仪 式。 

2016 年，中国抗战胜利国家纪

念日到来之际，上海犹太难民

纪念馆为何凤山先生举办了雕

塑铜像揭幕活动……

而 在 何 凤 山的 家 乡湖 南

益阳，也纪念着这位外交官。

2007 年 9 月 28 日， 何凤山纪

念墓地在益阳会龙山公园落

成，并先后在益阳市博物馆多

次举办“生命签证——何凤山

博士拯救千万奥地利犹太难民

之义举事迹展览”。

何曼礼说，父亲一生严以

律己，始终秉持仁义正义的君

子品格。她为我们兄妹俩起名

‘曼德’、‘曼礼’，就是想让我

一个意外的惊喜
“到了米兰后的第二天我才

知道有这样一个以我父亲命名的

广场揭牌活动，真的很意外，也

很感动！”3 月 2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拨通了远在美国的何

曼礼的电话——中文流畅、口音

标准，完全不像是一位在海外出

生长大的华侨口音。

何曼礼解释：“我出生在埃及，

在拉丁美洲长大、念书，在美国

工作。中文好是因为父亲从小就

要求我们在家里只许说中文不许

说英文。”

何曼礼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父亲虽然已经去世 20 年，

但在世界各地一直被海外的华

人、犹太人以各种方式纪念着。

3 月 14 日，她原本是受意大利米

兰国际正义人士协会与米兰犹太

人社区邀请，参加在米兰国际义

士园举办的纪念活动。活动后被

告知，当地华人在华人商业区申

请了一个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广

场，特别邀请她参加揭牌仪式。

3 月 15 日，米兰市的天空飘

着小雨。但包括米兰市长代表、

市级文教界组织代表、当地民众、

华侨华人等在内的逾 100 余人出

席了“何凤山广场”揭牌仪式，

大家一起见证了意大利国家首次

以华人名字命名的历史。

然而，在何曼礼的印象中，

父亲在世时很少提及自己拯救犹

太人的事，甚至在他的回忆录《我

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关于那

段经历也只有“70 个字”的记录。

寻找“生命签证”
1997 年 9 月 28 日， 何 凤 山

在美国旧金山逝世。当时，正在

美国《波士顿环球日报》当记者

的何曼礼为父亲写下一段简短的

讣告。其中，提到了父亲生前给

一个犹太人朋友发放签证，帮助

他逃离纳粹的故事。

何曼礼回忆，讣告发出后不

久，她就接到了一位美国的犹太

裔历史学家的电话，询问这段故

事经历。也正因这个电话，勾起

了何曼礼对父亲拯救犹太人经

历的好奇。

带着这些疑问，何曼礼开始

了长达 20 年的寻访历程。她先

后走访了南京、台北、维也纳、

华盛顿以及以色列等地的档案馆

和博物馆，查看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也拜访了多位二战期间在上

海避难的犹太人。通过她的整

理、一段差点被湮灭的历史故事

逐渐清晰起来。

从 1938 年 到 1940 年 5 月，

何凤山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原是犹太人

聚居地，总数约 18 万余人。

二战爆发后，奥地利遭纳粹

德国吞并，大批犹太人被捕入

集中营。纳粹当局同意，犹太

人只要拥有他国签证，便允许

离开。但在这关键时刻，不少

国家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严

格限制向犹太人发签证。维也

纳的犹太人因此开始了其漫长

而黑暗的浩劫。

解救遭逮捕的犹太人

致敬我的父亲

写下这本历史书

们秉承孔孟之道，传承博大精

深的中国文化传统。

如今，何曼礼长年定居在美

国旧金山，但每年她都会专程赶

回益阳的父亲墓地扫墓。近年来，

她更着手整理历史资料计划将

父亲的故事著作成书。

何曼礼说 ：“父亲的一生浓缩

了中国 20 世纪的一段历史，他

的善行义举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道

德追求，将它记录下来并传之于

世，我想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

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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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曼
礼（左一）
在揭牌仪
式 上， 与
米兰市副
市 长（ 右
一）合影。

扫一扫，
分享何曼礼的故事

文 / 何曼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