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此同时，店铺对面一辆无标识
的汽车，停了一个多星期，“我怀疑是
联邦调查局的。”

这件事的转折点是他通过楼上的
租户认识了一位当地传奇律师乔·弗
里德伯格，乔律师让他直面内心：“你
心目中这本相册最终应该出现在哪？”
“博物馆，但不是美国的博物馆。”

埃文说，相册是中国一段苦难历史的
记录，“它应该属于中国。”埃文的这个
决定，让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
证，得以再次公之于世。这种正视历
史无所畏惧的行为，也是让中国网友
感动并支持他的重要原因。

但这一次他遭遇的网暴，让焦虑
中的埃文一下子瘦了10公斤。

相册是原主人的后代为了“付账”
而流传出去的，现主人也同意以1000
美元的价格卖给埃文，并且“和此事再
无瓜葛”。在“结账”之后，埃文成了相

册的新主人。
接下来，他在当地一家博物馆

的帮助下，鉴定了相册，为了预防万
一，他还拍摄一套副本，将原件秘密
藏好。
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埃文喜

欢时尚，在他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就能
看出他很喜欢跑车。此前，就有一名
“亚洲面孔的顾客”上门，提出要用一
辆跑车来交换相册。当得知对方的来
意，尽管跑车的诱惑力非常大，埃文还
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1月初，捐赠相册协议达成，中

国拥有相册原件实体所有权，埃文
保留数字版权可作为教育目的使
用。16日，捐赠仪式在乔律师事务
所举行。 （下转05版）

新报记者单炜炜张艳
图片来源于被访者及其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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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了！明天，11月 16
日，就到中国了！
对，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

那位年轻的典当行老板埃文·
凯尔——两年前，他将一本记
载日本侵华证据的二战相册捐
赠给中国，成为“唯一在世”获
赠国礼瓷的国际友人；两年后，
他实现了来中国的愿望，要看
看相册里记录的地方，现实中
是什么样、发生了哪些变化。
“天津，当然在我中国之

行的行程中。”在埃文取得中
国签证之前，记者和他联系
时，他很兴奋地说，之前，就是
天津网友们最早对他的中国
行发出邀请的，“我的中国工
作室就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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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介绍道，2022年11月16日，自己将记载日本侵
华证据的二战相册捐赠给中国、获赠了中国国礼瓷。“这
应该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大事，我当时就在心里萌生了要
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
今年夏天，当他明确表示自己将计划一次中国之行，

“是在线的天津网友，首先发出了邀请。”埃文非常高兴。
11月3日，埃文告诉记者，自己肯定要来天津，因为自己
的文化工作室就在天津，“今年6月时注册的。”
11月6日，埃文发布视频，很兴奋地告诉大家，自己

刚刚拿到中国签证，“所以，我终于可以来中国了。”
“两年前，我就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那里，收

获了满满的正能量，这才是最重要的。”视频中，埃文说，
他计划在11月16日抵达中国，想看看在中国过去的100
年里，相册记录的内容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采访中，埃文和助理向记者介绍，计划的行程包括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当时已经开始提前进行网
络预约各地景区和博物馆，“南京，一定要去。”

天津网友最先发出的邀请

埃文清楚地记得那是2022年 8
月，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来人要给
他邮寄一本二战时期的相册，但内容
“暴力且令人不安”，“过去我曾因道
德原因拒绝接受类似大屠杀底片这
样的物品，但相册主人并未提及战争
罪行，因此我同意接收。”埃文当时在
一家在古董交易行工作，在网络上被
称为“典当人”。

8月29日，他收到这个“远程交
易”的包裹。打开后，他发现这是一名
叫LeslieG. Allen Jr. 的水手在 1937
年穿越东南亚的旅程目录，“在翻阅
中，我觉得这些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东
南亚照片，可以登上《国家地理》。”

很快，一组反映战争残酷的照片，
给了他巨大冲击。他敏锐地发现了
“NanKing Road”这个词。大学时期
主修日本研究的他，回忆起课上老师
讲述过的那场侵略战争，让他猜想是
否和“南京大屠杀”有关，“我也从未见
过那个时代如此高质量的照片，这些
可能是记录历史的珍贵文物，它的价
值和意义不可估量。”

相册让埃文陷入极度不安，甚至

在梦里出现。他开始联系美国的博
物馆，想进一步研究相册的内容，但
却一直找不到答案，“美国的学校会
讲二战历史，但对包括南京大屠杀这
些太平洋另一边所遭受的苦难，讲得
并不多。”
埃文将相册内容制作成短视频，

发在了网络社交平台上。晚上7点发
布，在转天凌晨3点时，观看次数已过
200万，他也得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上也广泛传播了。“第二天，店里的电
话被打爆了，接到各种语言发来的采
访请求。”一段视频，让他成为全球关
注的焦点。
有人称他为时代的英雄，也有人

说是一场骗局，利用战争来为自己出
名，这样的风暴愈演愈烈，“网上社区
将我描绘成‘本周恶棍’，连我的母亲
都哭着打电话，要警方来保护我。”埃
文说，当时也犯了“一个可能会毁掉职
业生涯的错”，“南京路并不是在南京，
而是在上海。后来，我了解到，日军是
在前往南京之前，在上海实施暴行。
照片本身不是直接来自南京大屠杀。”
这就更成为攻击埃文的理由了。

“你好，天津的朋友。”埃文与天津助理，和

记者说起向往已久的中国之行时，他的中国签

证还没有下来，但他已经很兴奋地期待着。

相册中日军进犯重庆的图片。

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相
册中的这一页被称为“地狱般的
南京路”。

毫不犹豫地拒绝跑车交换

“你看。”埃文掀起了外套，里面穿着防弹衣。他又掏出了一把

手枪，“随身带着，应对突发吧。”当时，在接受中方媒体的采访时，

他展露了一下自己的随身装备——因为，在他的邮件里，已经收到

不知名人士发来的死亡威胁。

公布相册消息遭遇网暴

南京，也是那本给埃文带来人生巨变的相册的关键词。他在

讲述当时的故事时，依旧能听出情绪上的波动。

捐赠仪式上，埃文郑重地把
相册交给中方工作人员。

“你好，我的中国朋友们。”埃文发布的短视频中，经常自己捧着获赠的国礼瓷，向大家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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