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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此時，疫情以迅雷之勢肆虐
全球，就在各國都忙於抗疫大計時，中國
駐德國大使館突然收到德國海德堡一名
叫托馬斯．拉貝的醫生求助，他講述了
自己家鄉疫情肆虐的情況，因當地藥品
和防護物資短缺，希望中國能施以援
手。

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得知後，立即聯繫
國內，2020年3月底將浙江省捐贈的第一
批藥品送到托馬斯．拉貝手中。此後，中
國駐德國大使館獲悉托馬斯．拉貝所在的
海德堡大學醫院仍需援助，南京市政府迅
速籌集了一批包括口罩、抗疫藥品和防護
服在內的相關物資，並通過江蘇省包機運
抵柏林，由使館臨時工作組驅車近700公
里抵達海德堡，於4月21日送予托馬斯．
拉貝和海德堡市政府。

有人會問，一個德國醫生怎麼會有如
此大的能力？原來，托馬斯．拉貝還有一
個身份，是《拉貝日記》的作者約翰．拉
貝的孫子，而《拉貝日記》是南京大屠殺
最重要、最詳實的史料之一。

約翰．拉貝1882年出生於德國漢堡。
1908年，26歲的他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之
後受聘為德國西門子公司僱員，曾在北
京、天津、南京等多地工作生活，與中國
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拉貝日記》詳實記錄日軍暴行
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拉貝和十

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醫生、商人等共
同發起建立 「南京安全區」 ，並擔任安全
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方圓3.86平方公里的
安全區，共建立了25個難民收容所，其中
就包括拉貝在南京的住所和辦公地廣州路
小粉橋1號。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裏，安全區
為約25萬名中國平民提供了避難所。

從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拉貝記
錄了2000多頁的日記，保存了80多張現場
拍攝的照片，並對這些照片作了詳實說
明。此外，他幾乎每天都會整理出一份日
軍暴行記錄匯編，交給日方以示抗議。

1938年拉貝回到德國後，他還在柏林
多次公開發表演講，揭露日軍的暴行，結
果遭到蓋世太保的迫害。二戰剛結束時，

1909年發出硃批賞撥清華園建遊
美肄業館的劄文

●清政府於1909年7月10日成立了 「遊美學
務處」 及附設 「肄業館」 。其中 「遊美肄
業館」 以清華園為館址，這件展品反映清
華大學建校由來，可謂是大學的 「出生
證」 。

陳寅恪休假赴香港大學任教之信
函紀錄

●這件展品展出的是陳寅恪於1933年致清華
大學校長梅貽琦的申請休假函（左），和
1940年國立清華大學同意陳寅恪休假赴香
港大學任教之信函紀錄（右），反映早期
清華大學與香港之間的關聯。

1945年葉企孫教授批改李政道的
考卷

●展品是物理學家李政道在清華大學的一份
考卷，一式三份，滿分是60分，李政道取
得了幾近滿分的58分，考卷背後是老師葉
企孫打出的實驗課成績，滿分40分，李得
了25分。這件事在李政道心中留下了深刻
印象，甚至在時隔多年之後，仍感嘆老師
的治學嚴謹，以及他希望自己勤加動手實
踐的鞭策。

國立清華大學第一批入學女生的
畢業證書

●清華大學於1928年打破女子不得入校的禁
制，首度招收女學生，這張畢業證反映的
是那個時候女子入學景況，十分具有歷史
意義。

學生救國會於1935年印發的《告
全國民眾書》

●1935年秋，在日軍危及華北之時，部分清
華學生成立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
救國委員會。蔣南翔草擬清華大學救國委
員會《告全國民眾書》，喊出： 「華北之
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這句口號成為一二九運動的戰鬥號角。

《清華週刊》刊登1914年11月5日
梁啟超到清華演講全文（右）

●1914年11月5日，學者梁啟超於清華大學
舉辦主題為 「君子」 的演講，以《周易》
乾坤二卦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為中心，
期許清華學子成為新時代的 「真君子」 ，
由此形成了清華大學校訓：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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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始建於1911年，由
一所選派留學生的預備學校發展
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現代化綜合
大學，秉承 「自強不息 厚德載
物」 的校訓， 「行勝於言」 奉為
圭臬的學風，培育莘莘學子，陶
鑄家國棟樑，為近代中國的發展
帶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縮影
清華大學校史館館長范寶龍

介紹展覽時表示： 「這次的展
覽，是清華大學校史館首次在內
地之外的地方，如此系統地展出
這麼多件館藏。而之所以選擇在
孫中山紀念館做展覽，是因為孫
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與清華大學
建校都是1911年，兩者十分契
合。」

他又表示，展覽有助於向香
港公眾，特別是年輕人，介紹清
華大學的發展歷史。觀眾不僅可
從中看到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歷史
的縮影，更能從其發展的坎坷歷
程中，了解更多中國近現代史，
從而培養民族自豪感。

孫中山紀念館館長孫德榮亦
道，清華大學歷經從早期派學生
留洋去學習西方知識，到創辦大
學，其可貴之處在於不僅培養學
子在學識上取得成就，更重要的
是培養了學生的品格和體能。

是次展出展品，包括歷史文
獻檔案及照片，從中反映大學早
期發展歷程，以及8位傑出學人包
括梅貽琦、葉企孫、梁啟超、梁
思成、陳寅恪、趙元任、朱自清
及馬約翰在清華大學留下的珍貴
印記。重點展品有1909年發出硃
批賞撥清華園建遊美肄業館的劄
文、1928年的國立清華大學條
例，以及學生救國會於1935年印
發的《告全國民眾書》，寫有痛
訴 「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
平靜的書桌了！」 等。

圖片：主辦方提供

今年適逢清華大學
建校112周年，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康文署）與
清華大學校史館合作，
即日起至5月31日在孫中
山紀念館舉行 「自強不
息 厚德載物——清華
大學的人和事」 專題展
覽，通過展出來自清華
大學校史館珍藏約60餘
組校史資料，讓觀眾了
解清華大學的歷史發
展，體會其與中國近代
史的黏連，以及感受香
港與清華大學之間共勉
共濟的情誼。

大公報記者 劉旅程、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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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現場一角。

▲約翰．拉貝在南京的故居
與其雕像。

◀ 約 翰 ． 拉
貝。

◀2020年，托馬斯．拉貝
（左一）、海德堡市政府代
表（左二）接受中國捐贈的
防疫物資。

新華社

展訊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清華大學的人和事專題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5月31日 地點：孫中山紀念館一樓展覽廳 費用：免費

逾60組文物回望中國近代史

清華大學的人和事
首在港展出

部分圖片為大公報記者劉旅程攝

重點展品

▲清華大學校史館館長范寶龍（右）與孫中山紀念館館長
孫德榮。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德國物資緊缺，拉貝生活陷入困境，南京
人民聽聞這一消息後，主動捐款2000美
元，並且每月寄送食物包裹給他。收到包
裹的拉貝回信說，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
他重新樹立起了生活的信心。

中國防疫物資馳援德國海德堡
1950年約翰．拉貝病故。1996年12

月，塵封近60年的《拉貝日記》由拉貝的
外孫女萊因哈特公開，隨後還以中、德、
日、英四種語言出版，讓更多的人了解南
京大屠殺的真相。2016年4月，拉貝家人
向中央檔案館捐贈《拉貝日記》南京卷，
即《敵機飛臨南京》1至6冊（共8本）。
與日記一同捐贈的還有拉貝使用過的紅十
字臂章等當時保存下來的歷史物料原件，
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的
史證。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80年前，約翰
．拉貝以他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在中
國參與了反對日本法西斯暴行的鬥爭，對
中國人民給予了極其可貴的援助。80年過
去，中國在全球戰 「疫」 的特殊時刻伸出
援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報了拉貝當年
的恩情。2020年，多方捐贈的醫療物資跨
越山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德國海德堡
市政府、海德堡大學醫院和托馬斯．拉貝
本人的手上。在這批抗疫物資包裝箱上，
印着南京大報恩寺塔和海德堡老橋門攜手
的圖案，並寫有 「南京與你同在」 。這些
文字和圖案，正是南京人民與拉貝家族友
誼的真實寫照。托馬斯．拉貝收到中國捐
贈的物資後，激動地說： 「在這個疫情肆
虐的特殊時刻，來自中國的饋贈讓我再一
次深刻認識到，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忘記向
朋友施以援手。」

▶取材自《拉
貝日記》的同
名電影於2009
年上映。

▲《拉貝日記》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