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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这本题为《西
浦八年》的书，是作家张凌
耕的新作，反映了上海西
浦地区在八年抗战中发生
的故事。八年，在中国的现
代词汇中，是一个专指的名
词，是一个饱含悲愤心酸，
也让人热血沸腾的名词。
这个名词，指代的是一段血
火交织的岁月，是中国人抗
击日寇侵略的历史。老一
辈中国人的心里，都铭刻着
这八年岁月留下的永难忘
怀的记忆。这本书，让我
震惊，让我感动，也让我钦
敬。
为何震惊？是因为书

中记述的这一段上海郊区
八年抗战的历史，其中的曲

折惊险和惨烈，让人难以想
象。而这段历史，以前竟然
很少有人提及。如果不读
这本书，根本无法相信在日
寇侵华的大本营上海，在侵
略者的眼皮底下，曾经有过
这样顽强坚韧的抗日武装，
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抗战
故事。很多上海人，对这段
历史一无所知。在中国的
抗战版图上，西浦地区的抗
战历史，也许曾经被人忽
略，但这段历史，也是中国
八年抗战的一部分。这片

土地上八年抗战的英勇悲
壮，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抗
战历史相比，一点也不逊
色。小说中有惊心动魄的
鸿门宴，有智铲内奸的化
装戏，有里应外合的劫法
场，有威震四方的奇袭和
伏击，也有血流成河的惨
烈景象。这段历史，其独
特性，就如江南水乡的纵
横交错，柔中有刚，
波光潋滟的柔波和
芦苇荡、油菜花地
里，隐藏着刀光剑
影，活跃着抗日游击
队矫健无畏的身影。西浦
的抗战勇士，智勇双全，他
们的抗战故事，是江南大地
上一段惊人的传奇。
为何感动？是因为书

中所述上海人在抗战中那
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是那些
为保卫家乡、抗击侵略而不
惜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
在我们以前读过的史书中，
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然而他

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的真实存在，他们曾经为了
民族大义，为了保卫家乡，
为了中国人的尊严浴血奋
战。他们并非正规的军人，
是在田间劳作的庄稼人，是
在水乡泽国讨生活的船民，
是乡镇的教师、工匠和商
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引
领下，他们杀鬼子，除汉奸，
拔据点，前赴后继，不屈不
挠，让日寇和汉奸闻之惊
惧。八年中，无数人在这片
土地上出生入死，西浦大地
上，浸透了这些抗战英烈的

鲜血。这是一部以章
回体形式撰写的纪实
长篇，有引人入胜的
曲折韵味，也有纪实
文学的真实气息。

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平面
的概念，而是性格各异的
立体形象。作品的主角，
是一批坚定勇敢的抗日英
雄，是众多坚贞不屈的烈
士。作品中也有贪生怕
死、见利忘义的叛徒和汉
奸，他们的覆灭下场，是罪
有应得。这些形形色色的
不同人物的故事，构成了
西浦地区惊心动魄的抗战

史，也表现了人性的曲折和
复杂。
张凌耕是我的老朋

友，我们都是当年到故乡
“插队落户”的知青，我去崇
明岛，他回到家乡青浦当农
民。《西浦八年》中的故事，就

发生在他的家乡。他是新中
国成立后诞生的一代，但他
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发生在
家乡的抗战故事，民间传
说中那些抗战英雄的形
象，一个个铭刻在他的记
忆中。把这段历史写出
来，成为“蛰伏在心底”的
一个执着心愿。为了实现这
个心愿，他悉心研究这一段
历史，查找了大量尘封的史
料，采访了很多知情的老人，
花多年时间，数易其稿，终于
完成了《西浦八年》的创作，

回溯并演绎了西浦人民八年
抗战错综复杂的历史。这部
作品，凝聚着他的心血，也
凝聚着一个青浦作家对家
乡的深情。这是对故乡先
烈的讴歌致敬，是对一段重
要历史的拾遗补缺，也是凌
耕献给上海、献给家乡的
珍贵礼物。

赵丽宏

江南大地上的惊人传奇

今年6月中旬的一天，
我收到了抗日爱国将领李
烈钧的孙子李季平先生的
短信：“丹龙好，最近在上
海么？我堂兄李季龙，受
邀从澳洲回国，过几天会
来上海，有空大家一见
啊。”李季龙是李烈钧将军
四子李赣骥的儿子。季平
说：“堂兄季龙曾收藏一本
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父亲
李赣骥的数学书，上面有
作者（上海中学理科主任
朱凤豪先生）送给冯玉祥
将军的签名，上海中学一直
想收藏此书。这次季龙回
国，决定将此书捐给上海中
学，你是否有兴趣一起去？”
这本84年前的

《新三角学讲义》，是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丛书之一，朱凤豪先
生编著，1940年出
版，华丰印刷铸字所承
印。 封面正中还有一个小
框，里面标注：“本编为高中
三角补充教材。作为复习
教本，升学准备及参考用书
均极适合”。书的封面上有
这样的一行手迹“焕章先生
指正，朱凤豪谨赠，民国二
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焕章，是祖父冯玉祥将军的
字。民国29年是1940年，
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
父和全家居住在重庆上清
寺附近的巴县中学。朱凤
豪是江苏宜兴人。1922年
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数理
专科。曾任上海市上海中
学理科主任，上海市特级校
长。我没有查到祖父冯玉
祥与朱凤豪校长的相识过
程，也未能得知在何种场景
下朱校长将此书送给了爷

爷。李烈钧将军是中国近
代民主革命先驱，也是祖
父冯玉祥将军的挚友。李
烈钧将军在抗战时期最值
得赞叹的是“五子从戎”，
他将五个儿子全部送上了
抗日战场。李赣骥是李烈
钧将军的四子，参与了中
国远征军作战的全过程。

1938年，祖父冯玉祥
搬到重庆。1942年李烈
钧将军也从云南来到重
庆，当时李将军没有地方
住，祖父就将他在重庆歌
乐山云顶路五号的房子
给李烈钧将军一家住。
李季龙推测：“《新三角学
讲义》一书应该是1942年

4月底父亲李赣骥
军校毕业回重庆家
里，去冯将军府上
探望长辈获赠，以
鼓励其继续好好读

书。”季龙在给我的微信
中谈道：“我父亲将该讲
义存放在家，成为弟弟妹
妹们升学的参考书；1946
年李家迁回上海，我父亲
一直珍藏作为冯李两个
家族友谊的纪念品；1978
年恢复高考，我在参考资
料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也
靠研读这本《新三角学讲
义》，数学取得好成绩，考
入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1991年出国后，此书由堂
弟季平收藏保管……”
今年6月26日，李烈

钧将军的孙子李季龙和李
季平等一行人前往上海中
学，将这本珍本《新三角学
讲义》捐赠给了上海中
学。一本《新三角学讲
义》，经过84年的岁月，重
新回到上海中学。

冯丹龙

  年前的讲义

爱古典音乐，是要听现场、听世界名团的。有条件
的话，是可以满世界追着听的。爱古典音乐，也可以听
唱片，闭门居家，听他个天昏地暗。职业关系，我听过一
些世界名团，譬如“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中的若干个，听过
中国排列前十的乐团。退隐之后，越来越少听现场了，乃
至出现一些自己都觉得尴尬的事。关系
不算疏远的指挥家陈燮阳，去年见面时，
是在我的老东家（中央歌剧院），他问我听
没听过苏州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八十多
岁的陈老爷子，现仍担任“苏交”的艺术总
监。我如实回答：一次都没听过。他不无
自豪地说：苏交，现在全国第一！这个说
法，肯定有人不以为然。我也无法表态，
因为苏交之前的所谓国内第一乐团，我也十年未听现场
了。大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的晚年，几乎每周都要到北京
音乐厅听音乐会，我概括为“坐面的（后改夏利），吃锅
贴，听音乐”。可惜我做不到他那样了。
我的古典音乐启蒙，约在五十年前，十几岁的时

候。我的小叔叔，居然从废品收购站买回了一皮箱的
黑胶唱片。全部清洗一遍后，我们关紧门窗，开始细听
古典音乐的动静。我最初听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
后，《天鹅湖》的旋律我已多少记住一些了，而“贝五”的
震撼力，《天鹅湖》又怎么能相比呢？况且，一起听唱片
时还有小叔小姑及他们的朋友，他们听后的探讨，哪怕
是只谈直接的感受，对我都极有触动。我第一次听现

场，是在1975年，自己排队去买票，听李
德伦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贝五”。之
后，在校园里听李德伦先生的交响乐讲
座。李大爷（晚辈对他的尊称）讲得最多
的就是“贝五”，他对“命运”的透彻分析，

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他讲的内容，大抵属于
初级的、入门的普及讲座。但他教会了我们在聆听中
思考，教会我们积极地生活，教我们懂得什么是“爱”和
该爱什么。荣幸的是，30年前在北京音乐厅工作期
间，与李大爷开始近距离地接触，而后继续听他讲他最
喜爱的古典音乐作品，帮助他整理文稿，出了《交响人
生》和《忆德伦》两本书。

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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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收到订阅号通知。北
京三里屯家边上的一家酒店，于
今年6月底停止营业。它不是那
种偏商务性质的酒店，带点小众
艺术气息。有阵子我们经常去住
这家，办了储值卡。还剩一点钱
没有用完，就想着结业前再去看
看。其实住的也不是很多，也吐
槽它浴缸不好用，酒店里的改良
川菜吃起来不过瘾等等。但听说
要关，总会有点异样的心情。最
后储值卡也没花完。服务生说放
心，会退的。我们买了一瓶酒带
回家，说留作纪念。最后，又说周
末有告别party，邀请我们参加。
我俩都说：算了，不喜欢人多。回
家后，我在想，也不是单纯喜欢人
多。我只是不喜欢告别。L先生
问：那如果K酒店结业呢？你会
去吧！我不假思索：那必须去！

K酒店是我们经常住的酒

店。有一次，
生生住出了家
的感觉。每天
见的都是同样
的客人，加起
来不到十位。印象中有一对来自
上海的夫妇，还有一个香港的客
人。服务生也是固定的，完全不
变。每天吃完早午餐回房间，过
了中午去酒廊办公。四点钟去健
身房，洗完澡再到酒廊吃晚饭。
它的行政酒廊在28楼，环绕巨大
的落地窗。地方宽敞，人少，花
多。楼下是东三环，高峰时段汽
车密密麻麻。因为高且远，看着
像玩具车，配上落日晚霞，像置身
于游戏之中，有种不真实感。行
政酒廊嘛，多少有点高冷气息，从
服务生到客人，每个人嘴角上扬
的弧度都差不多，是一种客气疏
离的微笑。但这一切，都被“小

胖”打破了。
小胖是酒廊
服务生。我们
给她取的外
号 ，没 有 恶

意。就是个胖胖的、笑眯眯的女
生。每天见，慢慢就熟了。开始
她帮我们端咖啡，后来L先生自己
做，她会跟我说：哇，李先生已经
熟练操作我们的咖啡机了，可真
棒！语气就像夸奖一个七八岁的
孩童。酒廊的饭形式大于内容，摆
盘远大于口味。有时候晚上有饺
子，迷你碗里只码四个饺子，配一
小碟老干妈，很是惊艳。过了几
天，饺子好像有点变化。小胖说：
你知道吗？以前我们用的湾仔码
头，现在是思念。后来，酒店的人
慢慢多了起来，小胖见到我们还
是一如既往像自家人般熟络，有
次早餐问我：怎么样？听说昨晚

行政酒廊人很多，你们吃到饭了
吗？我没忍住笑，说：吃到了，吃
到了，放心。而这也几乎是我对小
胖最后的印象。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起，她就不在这个酒店了。再往
后，酒店的前台、经理、服务生一轮
一轮换过。小胖还在不在酒店行
业，是升职了，还是调离了，不得而
知。可能此生都不会再遇到了。
也许因为我本身是感受型人

格。我发现自己会赋予生活中
很多东西意义。有过短暂交集
再分开的人、结业的酒店、关门
的餐厅……这些所有的变化，对
我而言都属于告别，多少都会有
些难过。但是，L先生不会。在他
心目中，这些能记住的片段和人，
都是一场豪华的遇见。
是一次次无声的告别，还是

一场场豪华的遇见？你选哪一
个？

赵款款

豪华的遇见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
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的“萨卡拉的秘密”展览中央陈列
着“猫神巴斯泰特”雕像。该雕像
非常袖珍，高度10厘米左右，青铜
合金材料，猫首人身，站姿威严，身
着装饰繁复的长款褶皱长裙，手持
哈托尔仪式用叉铃和装饰有日轮
与神首的盾形护符，同时还挎着一
个非常时尚的小挎包。她的身上
和脚下时而还会伴随多只小猫以
彰显女神的生育能力和母性光
辉。雕像做工非常精细，装饰华
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珍品。这
尊猫神巴斯泰特雕像并不是在萨
卡拉猫神庙中出土的，而是埃及国
家博物馆的藏品，具体出土地不
明。从体量和工艺上看，应该是
古埃及猫神庙中的一件还愿神像
或者是家庭中陈列的一件护身雕
像。既然不是在萨卡拉猫神庙遗
址出土的，为什么要陈列在这个
区域，或者说为什么要选择她？
本次展览分为三大板块，其

中第二板块就是“萨卡拉的秘
密”，是埃及国家队最新考古成果
的展现，也是中埃联合考古项目
之一。项目中的猫神巴斯泰特神
庙遗址是重要发现。新王国时
期，这里就有一个猫神庙，目前只
有部分围墙保存下来，这是埃及
境内现存唯一的猫神庙。自公元
前500年以后，这里开始大量埋
葬猫木乃伊。
在遗址中虽然出土了大量的

猫雕像、猫木乃伊等文物，但是并
没有发现一尊能够完全体现“猫

神巴斯泰特”特质的雕像。因此，
我与我的老师颜海英教授笃定能
在埃及博物馆中找到一件能够代
表其特征的文物藏品。
巴斯泰特的信仰在古埃及

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古埃及
早王朝时
期 。 起
初，巴斯
泰特被视
作战争女
神，象征凶猛冷酷和军事力量，
巴斯泰特逐渐与同样掌管军事
和保护士兵的上埃及狮女神赛
赫迈特融合为一体两面，即暴怒
好战的时候化身为赛赫迈特，温
柔愉悦的时候化身为巴斯泰
特。例如在《金字塔铭文》中出
现的巴斯泰特既有危险的一面，
也有作为国王母亲与照料者的温
和一面；在《棺木铭文》中，她为亡
者提供庇护，但仍有好战的一
面。和其他母狮女神一样，巴斯
泰特被看作太阳神的女儿，同时
是“拉神之眼”的化身，但她也是
与月亮相关的“月之眼”。当巴斯
泰特以猫女神的形态出现时，依
然保持着和拉神的关联——她成
为了毁灭太阳神的敌人、巨蛇阿
波菲斯的“拉神之猫”。但巴斯泰
特发展完全后的属性并不像赛赫
迈特那样好斗，虽然她自己的儿
子玛赫斯继承了她最初作为狮神
的暴烈一面，这位女神在后来却
成了母性的象征，人们相信她会
保护孕妇。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
期，作为太阳神拉的女儿的善良

一面逐渐下放到民间，化身为温
柔家猫形象的女神，更多与母性、
家庭与保护孕妇及儿童产生关
联，并且开始与哈托尔合体，兼
具音乐、舞蹈和美等众多埃及女
神所具备的职能，成为当时埃及

家 喻 户
晓 的 保
护 神 。
同时，巴
斯 泰 特

也是萨卡拉的守护神。后期，希
腊人将巴斯泰特等同于他们的
女神阿尔忒弥斯是希腊文名字，
特指萨卡拉墓区入口处的猫神祭
祀区。
尤其是后埃及时期，猫神巴斯

泰特是特别重要的神。巴斯泰特
有三个重要的崇拜中心：三角洲的
布巴斯提斯、中部埃及的斯皮乌
斯·阿提米多斯和萨卡拉。这三个
地方也是发现猫木乃伊最多的地
方。例如自第三中间期以来，多位
出身于布巴斯提斯的埃及国王定
都于下埃及地区的布巴斯提斯，意
为“巴斯泰特女神的居所”。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公元

前5世纪拜访过猫神庙，并赞美其
宏伟，他还记录了在那里举行的巴
斯泰特节日庆典中的热闹景象。
“人们到布巴斯提斯市去集

会时，经过的情况是这样的：男子
和妇女都在一起循水路前来，每
只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
女打着手里的响板，一些男子则
在全部的行程中吹奏着笛子。其
他的旅客，不分男女，则都唱歌和

鼓掌……在那里他们用丰富的牺
牲来庆祝祭日。在这一个祭日里
所消耗的酒比一年中剩下的全部
时期所消耗的酒还要多。参加祭
日的人，单是计算成年男女，不把
小孩计算在内，根据当地人的说
法，便有七十万人。”
在巴斯泰特节日庆典中，神

像会被请出神庙，乘舟南下，再转
而复归；这个过程是对神话中包
括巴斯泰特在内的“远方女神”归
返人间的仪式重演。古埃及人有
在新年时互赠猫咪护身符和幼猫
的习惯，巴斯泰特的名字也被刻
在新年使用的水瓶上，人们相信
她的力量能带来丰饶，并在年末
的五天“凶日”时起到驱邪的作用。
幸运的是我们在埃及国家

博物馆的二楼一展厅的角落发
现了这尊雕像，虽然陈列的位置
非常不显眼，但是她似乎在向我
们招手。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
一见钟情，如获至宝。可是在确
认文物清单的过程中，又遇到了
波折，馆方以“馆藏唯一一件”为
理由，拒绝借展。可喜的是经过
颜老师的不懈努力，通过从专业
到展览等方面的游说，最终得以
成行，使其成为当下展厅中一件
“明星展品”。（本文作者为上海
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
研究员、中方策展人之一）

薛 江

寻找猫神巴斯泰特

红叶题诗
（中国画） 萧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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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个盖
罐，感知浦东
文脉的厚重悠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