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有一座眾所周知

的「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Yad Vashem」。

這座博物館是為了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

德國納粹屠殺的猶太人而設立。在紀念館裡

面還設置一個專區，是特別紀念在風聲鶴唳的

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的威脅而竭盡所能

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他們被以色列政府

冠以「國際義人」的尊稱，並頒授「國際義 

人獎」。

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希伯來語為 Chassidey Umot HaOlam，字義

為：世界各國正義

之人），原意是指

猶太教用來稱呼遵

守挪亞七律，可指

望進入天國的非猶

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後的 1948

年，在聯合國的協

助下，散居世界各

地的猶太人在祖居地建立了「以色列國」。

1953年，以色列國會為了表彰在戰爭期間猶

太人被納粹德國進行種族清洗大屠殺時，勇於

援救他們的那些非猶太人，而通過頒授「國際

義人」榮銜。

歐戰期間，當納粹德軍佔領波蘭之後，

隨即宣布任何收留猶太人，或對猶太人提供食

物或飲水者，都會遭受殺害懲處。因此為了逃

避德國納粹的追殺，造成大批猶太人的逃亡

潮，甚至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旦被發現試圖收

留猶太人者，不是被槍殺就是被遣送到集中

營。儘管如此，在歐戰最艱難的時期，當無以

數計的猶太人在逃難時，其中還有不少幸運者

獲得正義之士的援救，而逃過了納粹的屠殺，

因此也減少了遇害的猶太人數。

根據紀念館的數字資料顯示，在猶太人

遭受嚴峻的威脅期間，至少有多達 25,271位

正義之士，冒著全家的生命危險，伸出援手

拯救無數的難民。其中猶太人遇難人數最多

之波蘭竟然出現 6,454名救援者，其次是荷

蘭、法國、烏克蘭等國人士。波蘭在歐戰時期

人道主義的實踐者
──國際義人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國際義人何鳳山與簽證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

國際義人徽章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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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被禁錮後，賄賂了守衛讓女兒逃返故居，

當時潘均順即冒著生命的危險藏匿這小女孩，

直到戰爭結束後仍然盡心撫育成人，並提供

教育機會直到長大成人。潘均順於 1974年逝

世，沒有留下任何照片。

目前該紀念館所認定的「國際義人」共有

二萬多人，包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收留躲

避納粹追殺的猶太人之法國村莊 Le Chambon-

sur-Lignon的居民等。而被登錄的「國際義

人」中，除前述幾位亞洲人士之外，另有印尼

二人，越南一人，其他絕大部分都是德國納粹

佔領地的歐洲人士。

然而，在眾多的「國際義人」之中，唯有

辛德勒（德國）和杉原千畝（日本）的故事被

廣泛地傳頌，甚至拍成電影。究其原因應該與

其身分與背景有關。辛德勒自己是德國的納粹

黨員，其所行所為顯然違逆了黨的政策；而杉

原千畝則是同屬軸心國的日本外交官，其做法

也違抗了政府的外交策略。因此他們的行為勢

必影響到個人的前途，所以必須要有相當的道

德勇氣，因此廣被後人所尊崇。

註： 辛德勒與杉原千畝義行的出發點之不同之
處：辛德勒名單內的猶太人，都是他自己

的工廠員工，若全部被捕，勢必影響公司

的營運，因此屬於利益考量；而杉原千畝

所拯救之猶太人都與其非親非故，甚至屬

於敵國的背景，因此純屬人道考量。

是最先被德國併吞的

國家，與當地的猶太

人同樣深受國破家亡

之苦，然而波蘭人卻

最勇於冒死拯救猶太

人，因此受頒為「國

際義人」的人數多達

6,992人，為全球之

冠，反觀未受戰火波

及的其他西方國家相

對較少。

東亞國家中獲頒

「國際義人」者，除

了眾所周知的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和中國的何

鳳山領事之外，其實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是

鮮為人知的烏克蘭華裔潘均順。他生於 1889

年，是一位無權無勢的華工，早年曾於俄國及

東歐各國打工。當烏克蘭受到納粹德軍佔領之

後，當地的猶太人開始受到逮補，他的猶太人

猶太大屠殺紀念牆上刻有 36位國際義人之名，
何鳳山 (1901-97)的名字列於第四列左 2。

奧斯卡‧辛德勒

Schindler Oskar 集中營裡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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