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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令人尊敬
的长者，也是生活的成功
者。他与两位先后嫁给他
的外籍妻子之间的故事
尽管没有大江大海里波
澜壮阔的情节，但也有湖
水漫溢的涟漪。

他们的故事，是熟
悉、了解，并最后选择终
身生活在上海的外国友
人热爱中国的生动写照，
也是一位上海老人书写
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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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人在曹家渡咖啡馆的近影

■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书影

■ 王正文与白丽诗中年时的合影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老上海人。

那天，很热，他戴着礼帽，拄着拐棍，远远
地走来。在曹家渡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妻子白

丽诗如约而至。他一张瘦削的脸庞，是有棱角
的，还有清晰的思路，娓娓道来。

他叫王正文，看上去就是很有腔调的一
个人。我问：“你们怎么过来的？”答：“我们现

在出门都是打差头（沪语：出租车）的。”

及至交谈，他说自己过去在徐汇区业余
大学教英语，评到副教授。他参加了编写英语

教材，达 12本之多，而他认为最难的是编写
小学的英语教材。他还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应

该是可以评正教授的，他能用英语流利写作，
但是中文底子薄，这是软肋。

看！自信。但又清醒。
王正文外貌修长挺拔，说话处事果断。相

比之下，他的太太白丽诗女士，矮小慈祥，虽
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外籍教师的身份，却随意

得多。我们交谈，她在旁边微笑着倾听，偶尔
提醒一下自己的丈夫。哎，她的笑容，如温煦

的阳光，云淡风轻，就是暖人。
王正文是典型的我们老上海人，健谈，我

听着，不知不觉就走神了。

旧社会惨剧他亲身经历
王正文 1927年生，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

苦难生活。他打着手势对我说，第一次看见日

本人，是抗战时期，日本飞机来轰炸上海，飞
得很低，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得见飞行员，炸

弹的气浪把他从床上掀了下来。王正文家里
有 6个人住在亭子间。他讲了一段令人难以

置信的往事。有一天，他要去上课，母亲叫他

不要去了。他不懂为什么，后来听到婴儿的哭
声，原来是妹妹降生了。可是母亲接下来的一

个动作让他终生难忘：用毛巾捂住了妹妹的
脸。他虽然小，却朦朦胧胧明白了什么，劝妈

妈不要……至今他记得母亲对他说的话：你
要我还是要她？再多一张嘴，拿什么给她吃？

王正文还有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母亲
带她出去，回来时，妹妹不见了，母亲手上拿

着买来的大饼油条。就是那一天，妹妹被卖给
别人做了童养媳。屋漏偏遭连夜雨，外婆也因

饥不择食吃了日本人扔出来的馊饭中毒身
亡。再后来，父亲被骗去到日本在东北的矿山

卖苦力，三个月不到就离开了人世。
王正文一家在抗战时期，失去了四个亲

人。这一幕幕惨剧，他永远不会忘却！
小学三年级，作为家中老三的王正文就

开始打工为母亲分忧，赚一点钱贴补家用。五
六年级时，王正文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就是毛

笔字不行，因为家里太小，根本容不下一张桌
子。六年级时，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了，他

退学去做苦力，卖过报。想必是他聪明伶俐，
他最后幸运地在德国新闻社做了一名邮差。

王正文说自己本来想学德语，太难，未
成。早上送报，下午整理办公室，他利用空余

时间学打字，原来用四个手指打字，办公室的

外国雇员教他用双手十指齐动打字。之后，没
想到，当时同胞中鲜有人会的这一技能，给他

带来了就业机会。
他在北京西路德新社打短工，替代一个

小伙子的工作岗位，送报、打扫，每天跑六楼，
非常勤快。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上了这个中

国小伙子。后来，小伙子来上班了，王正文就
回家了。一天，老板喊他名字，下面的人告诉

老板，已经打发回去了。老板一听，说，叫他

来，增加一个人。

为中国而努力的英国太太
1950 年，他入职美国《评论报》成为一

名专职打字员，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学习

英语。那时，他有薪水了，
举家搬入石库门，房子里

有窗户了。
他勤奋好学，反应灵

敏，在夜校里赢得了英国教
师埃利诺 ·斯科菲尔德的注

意，两个人在上海结婚了。
回忆起当时情景，王老先生

说那是在闸北，登记处的人
先后问他们两人是否自愿，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两人
就领了证。

结婚后，一个吃饭的小

房间，还有一间不大的卧
室。埃利诺把工作的写字台

放到卧室，“她真的是比中
国人还中国人，白天看书学

习，晚上批改作业到深夜，”
王正文回忆说，很难找到一

个像她那样努力工作的人。
他也因此无法睡觉，苦不堪

言。直到后来分到两间房，
才解决了睡觉这个问题。

王正文的父亲虽然做苦工，但有见识，一
战时还到法国去做过劳工，回来后他就教王

正文和他的哥哥学法语。王正文在 1951年在
上海外文书店、北京国际书店都做过打字员。

后来，他也教过书，在长寿路陕西北路一家私
人中学里，教过初三、高一英语的口语和语

法，不懂的就回来问妻子，用他的话来说，反

正有后台老板。最好玩的是，他说还教了 5年
俄语，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

自认为上海女孩的英国太太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正文先在徐汇区红

专学院、后在徐汇区业余工大（后改为业余大

学）教英语，还参加了编写中小学和大学一二
年级的英语教材。

1983年，他的妻子因为心脏病去世。妻子
生前曾经嘱托闺蜜白丽诗，自己过世后，要她

嫁给王正文。

白丽诗也热爱中国。1943年 4月 10日，
在上海出生的白丽诗过完 10岁生日，家被贴

上了封条，随父母一起被日本侵略者关进了
龙华集中营。她和一家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

饥饿、缺水，没有洗澡，度过了 800天囚禁的
囹圄生活。

“有人采访白丽诗，她说到自己和家人是
坐着大巴被押送进集中营的，年轻的采访者

怎么也不理解，最后发稿时还是换成了卡车。
其实，那是日本人不敢过分得罪英美人，主要

是限制他们的自由。还有，外面的中国平民远
比集中营里面的外国人生活得悲惨。”王正文

在一旁补充说道。
抗战胜利，她前往美国上大学，然后又到

父亲的故乡苏格兰深造，成为了一名教师。但
是，她一直想念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她认为自

己就是一个上海女孩。为此，她特意跑到香港
教书。终于，等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

久，她获得了到上海工作两年的一个教学项

目，由此，她认识了王正文和斯科菲尔德。回
港后，白丽诗与她保持着通信往来。

斯科菲尔德过世后，白丽诗收到了王正
文的信，从此两人又续上了一段异国情，她也

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上海。白丽诗后来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直至退休。

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
白丽诗热爱中国，宣传中国。2002年两人

合作出版的《上海男孩上海女孩》通过他们自

己的经历，讲述上海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有一
年她回去探亲，看见 BBC竟然在一则报道中

国的新闻中说：“在过去的 10年里，中国的农
村一点变化也没有。”还有新闻说：“中国没有

教堂、红十字会以及私立医院。”如此幼稚可

笑的报道，使得白丽诗觉得非常生气，她立刻
写了邮件发过去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们经常去国外旅游居住，有时候一年
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

穿梭往来，有了比较，更加热爱中国了。
白丽诗有一位同学曾经是美国驻中国大

使，他曾在接受本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
家的人来到中国总要大吃一惊，或许你们的

工作没做好。”而记者的回答却发人深省：“大
使先生，如果我真实报道了中国的民情，我的

报道或许会登在第 36版。”
王正文和白丽诗现在依然住在上海外国

语大学很有年头的老式公寓里。要知道，白丽
诗出生在上海时，英国父亲和美国母亲都在

上海任教，一家四口人却有三个佣人，住的是
宽敞舒适的三层洋房。但这对老夫妇对此安

之若素，一派淡然超脱的神情。精神生活的层
面远超物质生活，更何况，现在安定也是富足

的生活已经令他们非常满意了。
王老先生讲现在钱已经足够用了，还花

不完。他们每年都要去旅游，两人又合作写下
了多部英文著作，活得有滋有味。

我好奇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在家
吃饭以西餐为主还是中餐为主？白丽诗笑着

指向王正文用中文说：他不喜欢西餐。脸上洋

溢出满满的爱意。
王正文老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自己做饭

炒菜，还教夫人学做中国菜。
王正文有一张照片，骑着摩托车，后面载

着他的爱妻白丽诗。那是 1984年，美国《生
活》杂志摄影记者在报道他们时专门拍摄的。

他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摩托车手之一。
王正文的一生中，只有两年到北京外文

书店工作，主要是检查外来图书，而当时主要
的进口渠道均在上海，后来他又被派回上海

工作。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王正文和白
丽诗，两人都是如此。退休后，去贵州探寻当

年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在汶川大地震后
造访四川，他们是旅游达人，也是写作者，更

是宣传者，向国外读者展示他们生活所在地
的美丽和伟大。没有豪言壮语，有的都是真实

的画面和朴素的故事。
王正文手上还有一本自传，他很想能够

翻译成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同胞
从中受到启发，由此更加热爱当今中国。中

国，上海，成为这一对异国夫妻守护的名词，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她抹黑和诽谤，他们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共同见证了她的由衰而盛直
到今天的繁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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