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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直观观 044欧洲杯A

如果战争
只是一场球赛
本报特派记者 胡建明

当地时间6月11日晚7点，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邀请在欧
洲杯前沿采访的中国记者出
席了一个烧烤晚宴，中国驻波
兰大使孙玉玺与记者边吃边
聊，话题围绕着波兰和中国足
球，妙语连珠。

走进大使馆，纯中式的房
间格局里，几个大红灯笼和中
国结分外醒目，这种气氛让在
波兰呆了一个星期的记者们
感到很是亲切。等见到中国驻
波兰大使孙玉玺，听到充满热
情的欢迎词，记者们感到更加
亲切了。

“我在现场看了波兰和希
腊之间的比赛，本来以为波兰
队要赢下来的，可惜的是下半
场的情况太差了，现在看来出
线有难度了。”孙玉玺说，“波
兰足球还算不上是强队，上下
半场判若两队的感觉就是这
支队伍还不够成熟。”

孙玉玺本人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球迷，但他还是希望利
用自己这几年的工作关系为
中国足球做一些实事。据他介
绍，前两年，他在任职中国驻

意大利大使时，就对两国之间
的足球文化交流非常重视，不
仅运作了中国青少年赴意大
利踢球等交流活动，甚至意大
利超级杯首次落户北京鸟巢
也是孙玉玺一手推动的。

孙玉玺说，他曾经与意大
利总统开玩笑说过：“希望在
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
队战胜意大利队。”记者们一
阵欢笑，孙玉玺笑着说：“中国
是 一 个 善 于 创 造 奇 迹 的 国
家。”到任波兰之后，孙玉玺表
示自己曾经运作过一支老明
星足球队赴华交流事宜，而关
于国家队之间的交流还没有
正式开始，希望有机会能够有
交流，“其实中国和波兰在某
些方面很像，而波兰足球队这
几年正在重新崛起，应该有值
得中国足球学习的地方。”

(华沙6月12日电)

中国驻波兰大使孙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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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克拉科夫大街成了华沙城内最拥挤之处。这条南北向的城区核心主干道，连

接起无数个地标建筑——— 哥白尼广场、华沙大学、总统府、神学院，还有圣十字教堂等5座

天主教堂。这里是波兰人的情感安放处。

华沙起义纪念碑也矗立在不远处。即便你是一个外国人，也能感受到波兰人对于

这段历史的复杂感情。在苏联红军的旁观之下，华沙城几乎被德军夷为平地。在本届欧

洲杯中，波兰队与俄罗斯队同分在A组，对于眼前的这个对手，他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

的态度去对待。

雕塑记载惨烈战争 孤城的命运不堪回忆 无法填平的沟壑

1944年8月1日到10月2日,在
苏联红军已打到华沙城下的时候,
几万名国家军士兵在数十万华沙
居民的支持下举行了解放华沙的
武装起义。他们向守城的德军展开
了攻势,一度夺取了整个城区。恼
羞成怒的德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
下向起义者全力反扑。

由于力量悬殊 ,起义者奋战
了 6 3 天 , 2 万 多 名 起 义 者 战 死 ,
5000多人失踪 ,18万多华沙市民
丧生,16万多人被驱赶到集中营,
3 5万多人无家可归……一系列
数字记录了波兰历史上最惨烈
的一页。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华沙在克
拉辛斯基公园东侧建立了华沙起
义纪念碑。三个黑灰色的人物群
雕，排列成丁字形的二十多根天蓝
色方立柱组成了这个震撼人心的
建筑。台阶上的两个群雕展现的是
起义者拿着武器弓身向前冲锋的
情景，群雕斜负着巨大水泥块。台
阶下，一名战士从下水道里爬上
来，另一名战士搀扶着怀抱婴儿的
妇女。在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位
神色悲伤的神父。

立柱的上端有代表1944年华
沙起义的“战斗波兰之锚”和象征
着公正的天秤浮雕,下端则刻有阵
亡的起义者之名。站在雕像前，聆
听导游说起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历
史，不由得让人感到心酸。

这是波兰人不愿意提及而又
无法回避的历史。所以，关于华沙
起义就有475块铭文碑刻，散布在
城市街头巷尾的各个建筑物上，记
载着时间、地点和死难者人数，以
此纪念死于此地的战士和平民，平
时就会有人在碑刻下摆放鲜花和
蜡烛。

在华沙，历史是生动和真实
的，而且一点都不遥远。时至今日，
波兰人都还能描述出当时的凄惨
景象。华沙起义最激烈的时候，为
了保护平民百姓，起义军把这部分
人转移到了华沙城最大的教堂圣
约翰教堂内，因为信奉天主教的波
兰人以为，德军肯定不会去攻击轰
炸教堂，“可惜，我们错误地认识了
德军，他们用满载着炸药的破旧坦
克去撞击教堂，里面的人无一幸
免。”那时候，华沙城内85%的建筑
被夷为平地,“废墟之城”成为了华
沙的另外一个名字。

除了纪念碑之外，波兰还出版
了一些有关1944年华沙起义的书，
2008年出版的英波双语画册《华沙
起义》就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本95页厚的画册共汇集了186幅
照片,战地记者斯特·布劳恩从德
军轰炸华沙的第一天起,就用自己
手中的相机如实地记载这个城市
所发生的一切。1996年，布劳恩临
终前，曾指着这本画册说：“这是一
段不堪回忆的历史。”

波兰人认为，在华沙起义的时
候，如果苏联红军能向他们伸出援
助之手，其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时光回放至1944年8月之前。
当时，苏军反攻德国纳粹的战线已
经推进到波兰境内。苏联方面一直
敦促波兰人民发动起义，以配合苏
军的反攻。他们承诺，将对起义部
队提供军事援助。

1944年8月1日，华沙起义爆发。
全城近百万人参加了战斗。三天
内，起义部队控制了华沙的大部分
地区。恼羞成怒的希特勒下令德军
将华沙从地图上抹掉，德军带着精
良的武器向起义军发起了疯狂的反
扑。华沙起义军呼吁近在咫尺的苏
军给予支援。因为沟通出现问题，苏
联方面承诺的军事援助并未兑现。

当时，苏联红军中有一个3000
人的波兰军团，司令员是波兰人贝
宁格。眼看着华沙沦陷在即，贝宁
格带着手下3000名战士奔赴华沙，
结果全军覆没。孤立无援的华沙起
义者坚持了63天，最终被德军打
败。3个月后，苏军以解放者身份进
入华沙。此时，华沙已是一片废墟。

因为这一段历史，如今的波兰
人对俄罗斯人有着一种非常复杂
的感情。在本届欧洲杯上，波兰队
还与俄罗斯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这场比赛或许意味着很多，但终究
只是一场球赛而已。但战争，始终
不是一场球赛。 (华沙6月12日电)

▲希望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没有战争。 胡建明 摄

▲本报记者（左）与孙玉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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