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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战争就有战俘。
人类远古时部落、氏族间的战争，就有俘虏；很长一段时间，战俘不是被杀就是被迫为奴。
杀俘都视为平常，虐俘则更属正常。
不过，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对待俘虏，也日渐人道。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是瑞士商人、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Dunant）在1863年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第二年8月
，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
公约》。
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
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
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不仅不能“杀降”，而且不能“杀俘”，甚至不能“
虐俘”。
一个瑞士民间商人的提议在欧洲能很快得到“国际”的响应，说明不少人或早已有此想法。
有意思的是。
就在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和英国人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为头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城时
，决定策反太平军守将。
最终诱降成功，八位太平军守城将领将主帅杀害，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但是，李鸿章不仅未能如约赏此八降将高官厚禄、保证其部下生命安全，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
。
并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对李的杀降，戈登愤怒万分，甚至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
虽经各方调解此事作罢，但戈登的常胜军却因此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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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千余名德国、奥地利战俘，在中国的俘虏收容所里，在那曾经的皇家园林、行
宫之中，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之上，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悠然惬意地享受着贵族般的生
活。
他们为何来到中国？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尚未全部揭开的秘密，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这是人类灾难史中一缕温暖
的斜阳。
本书用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为您讲述这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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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近代史资料》主编。
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
从事史料整理及近代史研究工作20余年，曾参与编纂《北洋军阀》（1912-1928）、《抗日战争》等大
型史料集。
近年整理编辑有《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日记》（合编），发表研究著作《书生从政》、《幻灭
的梦》、《翁文灏年谱》及论文数十篇。
古为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77-1982年在西藏工作，自1 984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代史所图
书馆工作，1998年起任《近代史资料》编辑。
目前主要从事史料编辑和抗战时期救助难童史事研究，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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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鲜为人知的战俘朗润园里的囚徒万寿寺里的美好时光从天津到北京——西苑新所战俘医院最早的收容
所——南京俘虏收容所吉林俘虏收容所黑龙江海伦收容所黑龙江龙江收容所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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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鲜为人知的战俘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这样一部上下两册的影集：《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与
真集》。
书是1919年编印的，编者是“俘虏情报局”。
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至今已经九十余年了。
硬壳精装、书脊包皮压花烫金、切口和封面文字也都烫金印制的影集。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印制工艺，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非常精美了。
在当下的时代，各式各样印制精美的写真集也不再是明星们的专利。
然而。
将“战俘”与“写真集”联系在一起，确实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甚至很感叹编印者们当年的举动——这个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震撼力的创意。
这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往事，这是一群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俘，这是发生在中国土
地上的历史，这是人类灾难史中一缕温暖的斜阳。
尽管笔者从事的是历史学专业工作，可是影集里的故事，此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这本《中华民
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集》几乎是纯粹的影集，有史料价值的文字极少。
而随着最后一名一战老兵——英国人哈里·帕奇于2009年7月25日去世。
岁月的尘埃已将那段活鲜的记忆全部掩埋。
这更勾起我们考证其原委，一探历史究竟的兴趣。
很快，我们发现，这本写真集还曾在马运增等人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
：1840-1937》中被提到一笔，虽然仅仅是一句话。
此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再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部写真集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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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几年前最初读到这部摄影集之时，立刻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即而感慨、感叹，感慨于中国人面对敌
国战俘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
也感叹这段历史几乎完全被历史尘埃遮蔽近百年而湮没无闻。
因为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见有收藏此书的记录，于是我们产生了将其介绍给更多读者的想法。
2006年我们曾以《无人知晓的德奥战俘》为题，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上略加介绍。
2009：经吕文浩先生推荐。
有幸得识林冠珍老师。
冠珍老师得知这一选题后，当即表示积极支持。
福建教育出版社近年来出版不少历史影像类图书，不仅对选题的价值有很深刻的了解，而且编辑经验
丰富。
因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文浩兄和冠珍老师给予我们的帮助。
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张会芳等诸位
同人，近年共同从事近代影像史料的搜集整理，对此选题时常讨论，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照
片中的德文，都是任智勇先生帮忙翻译的；其他如邱志红、侯中军、史建云、栾景河等许多同人，也
都对此给予过关注和各种形式的帮助，我们都感铭在心，不再一一列举。
成文之后，雷颐先生慨允作序推介，给本书增色不少。
与雷颐兄交往20余年，每有成果都送请指教，也时有当面的讨论，雷兄亲为序文还是第一次，有特别
值得纪念之处。
在美国杜肯大学任教的李晶教授。
非常认真地帮助推敲书名和目录的英文译法，令人感动，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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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德奥战俘营》是一战时期朝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这是一群在中国受善待的德奥战俘，这是人
类灾难史中一缕温暖的斜阳，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展现出的大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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