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德勒名單 (Schindler's List)是一部家喻

戶曉的電影，這部電影描述了一位德國納粹黨

員企業家辛德勒在歐戰期間拯救一千多位自家

工廠的猶太員工，使他們免於遭受屠殺的一段

故事。

無獨有偶的在大正至昭和時代的日本外交

官杉原千畝，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日

本駐立陶宛的代領事，當時他不顧日本外務省

的禁令及個人立場的安危，大量簽發過境

簽證給逃避德國納粹黨追殺的猶太人，因

此拯救了超過 6,000名的猶太難民，而有

「日本的辛德勒」之稱。

杉原千畝是日本岐阜縣美濃市人，年

輕時考上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部預科，但

翌年即離開了學校，以日本外務省公費留

學生的身分派駐哈爾濱，並考上當地的日

俄協會學校（今哈爾濱學院），開始學習

俄語。

1924年他獲外務省聘任先後任職於滿

洲國外交部，派駐於滿州里、哈爾濱、莫

斯科、赫爾辛基等地。

1939年，他奉派到立陶宛考那斯擔任代

領事，此後即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

納粹德國席捲歐洲諸國，並開始大舉捕殺猶太

人，引起猶太人的世紀大逃亡。

由於日本與德、義同屬軸心國陣線，因

此對於德意志的屠殺猶太人，也難以伸出援

手，只好充耳不聞。當時有一群猶太人聚集在

生命的簽證
──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的義行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外交官杉原千畝有「日本辛德勒」之稱，曾發出

「生命的簽證」拯救逾 6,000名猶太難民。
截自杉原紀念館

二戰爆發，許多立陶宛的猶太人為求逃出歐洲，聚集在 
立陶宛的日本大使館外希望能領到「生命的簽證」。

截自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最後杉原決定違背外務省的命令，開始大量發行簽

證給猶太難民。圖為 1940年發出的簽證。
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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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們留著眼淚哀求的時候，都會忍不住同情

他們。那些難民中有不少老弱婦孺，他們甚至

充滿絕望地想要親吻我的鞋子，我親眼目睹這

樣的畫面。當時我感覺到日本政府內部並沒有

一致的意見，有些日軍將領顧忌納粹的壓力，

而內務省內部的意見也相互矛盾。因此在當時

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寧可違抗上級命令，但不

能違背自己良心。」

杉原千畝的夫人回憶當年奉調離開立陶宛

時的情況說：「⋯在開往柏林的火車上，許多

人追在火車後面，流著淚大呼：『杉原先生，

謝謝你，有一天我們一定還能再見面的。』每

日本領事館前面，要求發給過境

簽證，雖經杉原一再請示日本外

務省，但是終究沒有獲得准許。

杉原千畝的夫人杉原幸子受到希

伯來聖經之「耶利米哀歌」中，

耶利米對神的聖城和聖民之憂傷

與愛之一段故事的啟示，鼓勵先

生以外交官的職權協助猶太人的

逃亡。杉原千畝幾經考慮之後，

決定從人道的立場來處理這樁棘

手的事情。於是他開始於領事館

發行簽證給猶太難民，當地的猶

太人聞訊立即蜂擁至日本領事館

排隊辦理申請。日本外務省獲悉

情況後立即發電禁止，但是當杉

原看到一大群猶太難民扶老攜幼

的在排隊領取簽證時，一股天生的憐憫之心油

然而生，因此不顧外務省的訓令，仍然繼續大

量發行過境簽證給猶太人。日本外務省在震怒

之下將他調往柏林。但是直到他離開的最後一

刻，甚至已經在前往柏林的火車上還繼續簽發

簽證，此舉使他總共拯救了 6,000多名的猶太

難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杉原

千畝淪為戰俘，與家人被拘留在羅馬尼亞的

收容所約一年，才於 1947年獲釋返回日本。

當他返回外務省復員報到時，外務省卻誣陷他

與猶太人有金錢交易而將他免職。此後杉原即

定居於神奈川縣藤澤市，開始過著憂鬱困苦的 

生活。

1968年，以色列駐日大使館積極尋找杉

原千畝的下落，並且安排他於 1969年訪問

以色列，與曾經接受他幫助的一些猶太人見

面。60年後的 1985年，即德國入侵立陶宛之

後的 45年，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義人獎（註

一）給杉原千畝以表揚他當年的義行，並邀

請他前往以色列領獎，但是因為杉原千畝病

重無法遠行，乃由其妻與兒子代為前往以色列 

受獎。

他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任何人面對

杉原夫婦全家與館員攝於官邸

雖然杉原遭外務省退職，但他依然受猶太人感懷。

圖為1969年杉原千畝與兒子杉原伸生拜訪以色列。
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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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想起那時的情景，至今仍然令人鼻酸。」

杉原在立陶宛總共開出 2,139張日本簽

證。這些簽證是全家能共同使用的，因此保守

估計他拯救了超過 6,000名的猶太人。

1986年 7月 31日，杉原千畝因心臟病在

鎌倉逝世，享壽 86歲。

雖然他在以色列及國外都享有盛名，但是

在日本國內卻始終保持低調。直到包括以色列

駐日大使，及來自世界各地眾多的猶太代表團

前來他的喪禮悼念時，他的鄰居才知道他當年

的事蹟。

直到 2000年，日本政府由時任外務大臣

的河野洋平公開對杉原千畝表達歉意，並於外

務省設立杉原紀念碑，稱譽杉原為「具有勇氣

做出人道行為的外交官」。與此同時，杉原的

故鄉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也設立了杉原千畝

紀念館。於是杉原千畝背負的冤屈終於在 44

年後獲得平反，恢復名譽。

當年曾經擔任杉原千畝的助理，也是因

杉原的簽證而獲救的摩西‧朱尼克 (Moshe 

Zupnik)問他為何願意賭上自己的生命前途去

拯救猶太人的性命時，杉原千畝只輕描淡寫

地說道：「我這麼做只是因為我憐憫他們。

他們想要離開，我就給他們需要的簽證。」也

有人問他當年將簽證發給猶太人的原因，杉原

千畝表示「是因為那些難民也是人，而他們需

要幫助」。他所拯救的猶太人之中，有一位是

被尊稱為「期貨之父」的李奧‧米勒梅 (Leo 

Melamed)，當年他也是靠著杉原所頒發的簽

證，逃往神戶後才移民美國。他說沒有杉原簽

發的那張「生命的簽證」，就沒有今天的李奧

及其傲人的成就。

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第二大城考那斯

(Kaunas)都有以「杉原」為名的街道；猶太科

學家發現的 25893號小行星亦以杉原為名；美

國洛杉磯的寬容博物館也設置杉原千畝的紀

念區。直到 2005、2015年，日本的電視、電

影才先後以「生命的簽證」為題，播出他的故

事，從此開始受到日本國民的注意。

2018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立陶

宛考那斯市時，受到當地民眾揮舞日本國旗的

熱烈歡迎，以表達對杉原千畝的懷念與尊敬，

安倍說：「因為有杉原千畝的義行，我以身為

日本人為榮」。

註一： 「國際義人」係以色列政府對曾經不顧
性命危險，拯救猶太人免遭屠殺的非猶

太人之尊稱，並頒授「國際義人獎」。

1985年，以色列政府經調查取證確認事實無誤後樹立紀念碑。杉原千畝肖像的 
立陶宛郵票

美國洛杉磯的寬容博物館也設置杉原千畝的紀念區，

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與其影像合照。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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