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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鸟》

内容概要

你了解真正的白求恩吗？
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让白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的生命远远比这更为丰富。他纯真率性，满怀激
情，但也风流不羁，狂傲自大。他怀着人道主义远赴西班牙和中国，从花花公子式的冒险家蜕变为不
畏牺牲的苦行僧，最终燃尽了自己的生命。本书是加拿大著名白求恩研究专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的
最新著作，也是最为翔实、权威的一部白求恩传记。
在作者看来，今时今日的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而不是一个头顶圣人光环、完美无缺的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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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德里克·斯图尔特，退休历史教师，加拿大著名的白求恩研究专家。穷其一生从事白求恩生平研究
，在加拿大、西班牙、中国等地进行白求恩文献、口述史的整理搜集。著有《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
》《白求恩在西班牙》和《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
莎朗·斯图尔特，罗德里克的夫人，从事自由作家和编辑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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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谢
中文版序
序言——追寻白求恩的足迹
第一章 他是“坏小子” 童年和青春期 1890年—1907年
第二章 历经磨难 工作和战争 1907年9月—1919年2月
第三章 名利场的外乡人 伦敦 1919年—1924年
第四章 病中蜕变 底特律、萨拉纳克湖 1924年—1927年
第五章 重获新生 雷布鲁克、蒙特利尔 1927年—1931年
第六章 磨难中前行 旅行及蒙特利尔 1931年9月—1933年12月
第七章 幡然醒悟 蒙特利尔 1933年秋—1935年11月
第八章 在圣血中受洗 蒙特利尔 1935年12月—1936年10月
第九章 血雨腥风 马德里 1936年11月—1937年1月
第十章 与虎狼同行 马德里、巴伦西亚、阿尔梅里亚 1937年1月—2月
第十一章 折断的翅膀 马德里、巴伦西亚，1937年3月—6月
第十二章 传播信仰 演说之旅 1937年6月—10月
第十三章 我要去中国 蒙特利尔、纽约1937年10月—12月
第十四章 重返战场 汉口—西安  1938年2月7日—3月29日
第十五章 唯一合格的医生 延安、晋察冀  1938年3月30日—7月9日
第十六章 营养不良的国王 晋察冀  1938年7月—1939年1月
第十七章 前线最老的战士 晋察冀 1938年12月—1939年6月
第十八章 通往天国的祭坛 晋察冀 1939年7月—11月
尾声
文献说明
缩略语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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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起手术刀就是武器那本政治说教式的写法有人情味多了,在他做出来中国的决定时其实早就知道
这是他最后涅槃的祭坛.
2、目前仅看过第十八章~文献说明(截至2013-10-28)
3、绝对值得一读的人物传记，丰富真实的史料，栩栩如生的人物。
4、白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中共和加拿大建交时多了个套近乎的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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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 编辑《不死鸟》一书的前后，白求恩的形象在你心目中有无改变和颠覆？颠覆谈不上，但肯定有
改变和补充。这是一本非常翔实的书，作者用一种几乎超出常人的执着和毅力在搜集、整合着所有现
存的白求恩材料，事无巨细。之所以如此，作者告诉我，他要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白求恩——真实，
是作者完成这部书所坚持的最高价值。得益于此，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脸谱式的、复杂、多
面、人格不断变化的白求恩。作者很少对白求恩做道德和价值评断，多是白描式的叙述，并且在注释
中不厌其烦地为几乎每句话开列了资料来源。在作者对史料的钩沉下，我们看到一个兢兢业业的白求
恩，也看到一个偏执易怒的心理疾病患者；看到一个教徒般急切奉献的白求恩，也看到一个风流浪荡
的花花公子；看到一个批评社会不公、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白求恩，也看到一个偶尔以权谋私的糟糕
领导。我相信，这一个个白求恩的形象都是真实可信的。在中国以往的革命话语中，我们只能看到以
上白求恩众多形象的一半：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有益于人民的英雄人物。看完本书后，我们知道，以上毛对白的评价是有偏差的，至少都不是绝
对的（他们只见过一面）。在加入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革命时期，白求恩独断专行、利用工作之便与
各色女友幽会，绝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谈不上高尚；白在年轻时千方百计融入社交场的虚荣浮华
而不得，感情生活朝三暮四，患得患失，算不得是个纯粹的人，遑论道德；再看书中这个顽劣粗鲁的
白求恩，时常得意于自己不分场合的下流笑话和粗俗举动，看来低级趣味也并不与他绝缘。颠覆吗？
也未见得。现代政治学中社会有公域、私域之别，公民品格也有公德、私德之分。在白求恩一生的后
期，他逐渐找到了承载自己宗教情怀和人道主义热情的事业，品格日趋赤诚，在西班牙和抗日战场上
抢救了无数伤员，对改进华北落后的医疗也愈发无私和执着。所以，白求恩在公德、大节处总体上是
当得起吹捧的。私德上的污点和劣迹让白求恩圣人的光环熄灭了，但他为人道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并
不因感情生活的混乱而失色。这样的白求恩我相信是存在于历史上的白求恩，而不是陈列在神龛上的
塑像白求恩。2 在编辑过程中对你触动最大的情节是什么？有几个情节打动了我。一个是西班牙内战
时白求恩加入国际纵队，组织了流动输血队为前线伤员救治。1937年1月，国民军攻占了马拉加，造成
大量难民潮涌向附近城市阿尔梅里亚，公路上难民载饥载渴，扶老携幼，不绝于途。当时白求恩等人
正开着自制救护车赶往阿尔梅里亚给伤员输血。但眼见路上的惨状，白求恩决定暂时放下输血的事，
让妇女儿童上车，自己和朋友下车步行逃难，遭遇飞机扫射。车到了阿尔梅里亚再次折返接送难民，
来回数次。抵达阿尔梅里亚后白求恩带着一车孩子去吃东西，看他们恢复了活力，他很高兴，说他们
“像蛐蛐儿一样活蹦乱跳”。后来知道，他们是马拉加公路上唯一帮助难民的几个外国人。还有一个
是白求恩来华后，在一个小村庄里，在日军的轰炸中不眠不休，连续40小时，给71个八路军伤员做了
手术。书里这一段故事描写得非常生动，写他如何不时地把头扎进冰水里让自己清醒，如何在两台手
术间隙抽一支烟，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罐缴获的罐头。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壮举，更多的是
一个亡命工作的战地医生，还有《西线无战事》中那样赤裸和残酷的战争。我的感慨和触动大多来源
于此。3 据你所知，你的同龄读者和年长读者对这本书里的白求恩形象是怎么看的呢？我是八零后，
我的大多数同龄人还是对白求恩不了解，也不关心。我做过一个小调查，同龄人中不知道白求恩是加
拿大人的不在少数。但我们都乐于见到教科书上正面人物的花边新闻，并津津乐道。年长的读者不同
。成长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对于革命人物抱有崇高的敬意和亲切感。有五零后读者看过这本书后总结：
白求恩精神是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对信仰的执着，二者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两种品质。毋庸
讳言，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对白求恩的认识不同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第一、国际主义奉献式外交让位于
利益外交，这与国际共运的式微有着莫大的联系，大环境变了；第二、白求恩远非重大历史关节的重
要人物，这是其历史价值所决定的。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宣传了某种工具化的价值，不在
于书写了某个关键先生的传奇人生，而在于平实、真诚和偶尔触动内心的叙述。我把这本传记当作观
察西班牙内战和华北抗日战争的窗口来看，也把它当作像《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那样
中国社会的白描图景来看，当然，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部反对战争，呼唤人道和医德的作品来看。白
求恩的精神并不过时，看看联合国难民署对苏丹、索马里、伊拉克的援助，人类是需要这些温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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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不死鸟》的笔记-第147页

        共产主义倡导的这种激烈的、外科手术式的行动很符合白求恩的思路，因为他本身具有热情的性
格，迫切地希望把思想转化为行动。

2、《不死鸟》的笔记-第224页

        这种行为把白求恩自恋的性格和人道主义情怀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多年后，比蒙特这样评价白求
恩得冒险行为： 这能强化他的戏剧情怀。与大多数男人不同，白更愿意透过生活而非镜子来观察自己
的影像，然后自言自语道：“呀，我就是这样的男人，天生喜欢刺激。”这一点对我们解读白至关重
要，爱冒险的天性转化成一种极度的热忱，使得他一次又一次置个人安危不顾而去帮助那些濒临险境
的人。从中获得的满足感成为他自我实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他的确需要谋求一种途径
为人类造福，也一直孜孜不倦地为之努力。但同时，虚荣心始终相伴他左右而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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