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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历史，大多学者聚焦于书写战场

军事行动，政治外交角力，政坛人物抉择。而

战时德国后方民众的“生活史”却鲜有书写。《隐

秘之恋：二战中的西方战俘与德国女人》一书，

揭开处于“地下”边缘、被遮蔽的史实细节。

作者拉斐尔·谢克描摹了跨民族、国界与身份

的爱恋。这些特殊人群的生存，成为微观史学

的研究案例。

上百万法国、比利时战俘被扣留德国，他

们进入工厂、农场劳动。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

“配合”，看管这类战俘的措施并不严格，他

们很快融入德国平民的生活。此书探讨两个“非

典型群体”——德国妇女和欧洲战俘的相遇。

他们构成互补、置换与嵌入关系。一方面，战

俘们远离自己家国，被迫切断与过往联系。另

一方面，德国妇女送走了她们的丈夫父兄，成

为留守人员。这种“真空”促成他们结合。

这种发生在敌对国之间的情爱关系，被赋

予太多隐喻。战后文学中，战俘被视为流浪者，

受害的英雄。他们与德国女人的关系，被描述

为“征服”。同时，这种关系也意味德国女性

的不服从。但这些大都言过其实，“大多数隐

秘关系中的恋人或许并没有考虑他们行为背后

的政治含义”，更多关系都建立在实用主义之

上。

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女人，也是战俘食物的

供应者。不难理解有些战俘利用了这种“情人

诱惑”。但作者显然聚焦于另一端：真心融合

的男女，以及他们何以产生情感。答案在于“共

同劳动”，它提供了大量协作、交流和单独相

处的空间场景。没有军衔的健康战俘都必须工

作。战俘与平民的交集无可避免，任何隔离都

不可能。“因为战俘可能单独和一个女人在田

地或葡萄园里工作，也可能睡在农场里”。这

也解释了与战俘发生关系的德国女人，大多来

自底层：如雇工、农妇和女佣。

欧洲战俘也开始接受另一现实，主动融入

德国人生活，囚禁时学一些德语，与德国平民

长期共处，产生了更多共情。他们与原有家庭

的连结则几近于无，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妻子会

保持忠诚。“因为对法国或比利时战俘而言，

他们的家乡极有可能驻扎着德国士兵”。大多

数战俘处于两种情形的撕裂中——既想回国，

又离不开德国。

战后这些德国女人开始与那些受害者、被

驱逐者竞争，求取赔偿。“但主流意见拒绝关

注这些案件的是非曲直，坚持以明确界定的政

治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意味着只有坚定秉承

道德原则，并以此行事而受迫害的人群，才有

获赔可能。它说明了动机、行动与结果三大要素，

需同时符合。但现实是很难厘清并深究她们行

为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出于个人情欲，还是反

抗与异见。作者从战后赔偿的视角，反向检视

这段历史中的暧昧不明。这两类人群受各方无

视，都不予讨论，谁该为此负责？由于这些疑

难，才造成遗忘。她们出于私人行为而受惩处，

原因千差万别，自然无法组成申诉团体与社会

合力。

全书始终从人类普遍情感出发，审视这种

隐秘之恋。她们远离政治，从未主动反抗纳粹，

并非抵抗者；也不是由于种族因素受到迫害。

作者的深度在于探讨了身份的未定论：被惩处

的德国女性和战俘该如何界定？它衍生出更复

杂的话题——我谓之“类于受害者”与“真实

受害者”的竞逐。他们永远处于无法归类、不

可深究也不能正名的双重悖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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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旅行者的书写塑造了中国

日新月异的形象，而他们对中国的

先入之见也影响了自己看待中国的

方式。此书探讨了从鸦片战争直到

新中国成立之前，多位知名的旅华

游记作者在不同主题上对中国的印

象，从书写中国的城市和风景，到

欧洲人身处中国时所写的作品。通

过研究不同的旅行者从各自的视角

所描绘的这个古老传统大国，展示

了西方人眼下的近现代中国是怎样

的，以及当时的中国如何以自己的

方式做出各种适应现代化的努力。

研究者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游

记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使读者得

以更透彻地了解这些游记的背景、

角度和思想。

《西方旅行者的中国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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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斐尔·谢克描摹了跨民族、国界与身份的爱恋。这些特殊人群的生存，成为微观史学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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