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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 !时 "#分，站在上海华尔道夫酒店
客房的落地窗前，!$ 岁的犹太老人 %&'(

)&*+,-'..（中文名马公达!马自达）依依不舍地
将目光从外滩移开，转头看了看钟。已到与导
游 /01'（迪文）约定的出发时间，他与妻子
2&34(（南希）一起下楼乘车，在迪文这位精通
犹太难民史的以色列记者陪同下，回到了曾
经生活过十年的提篮桥地区。

这是马公达自 5!6! 年离开上海后第 7

次回沪探访。中国梦，上海情，始终萦绕在老
人心头。

在今天上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的
记者见面会上，他表达了此次来访的两个心
愿：把在沪拍摄的老照片赠予上海犹太难民
纪念馆，象征上海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深情厚
谊；寻访曾热恋过的初恋中国女友 89:- ;&3<

（中文名不详）：“)1== ;&3<（王小姐），侬勒啥
地方？如果还能重逢，阿拉加起来接近 >##

岁了。”

在旧居前与居民们聊天
细雨绵绵中，马公达走进霍山路 ?6弄深

处，为方便寻找，甚至没撑开手中雨伞。
终于找到记忆中曾无数次出现的那幢小

屋，正端着搪瓷碗吃饭的居民周女士看见他，
很快反应过来：“我在这里住了 7?年，听说这
里以前外国人比中国人多，你大概也住过？”

一直用英语与记者交谈的马公达看见周
女士，脱口而出一句上海话：“吾老早蹲了此
地额。”邻居们好奇地围上来，与老人攀谈。钟
先生微微弯腰，客气地与老人握手，同时猜
测：“说不定有 !#岁了吧？”听到马公达的真
实年龄，大家都十分惊讶。

寻找熟悉的老上海味道
马公达惊喜道，红砖墙面、精致拱门、拱

券装饰，一切都与记忆中相同，只不过居民后
来加盖了阁楼，楼下多了几个卖民族装饰品
的小摊。不少人钟情于上海的都市摩登，但老
人却独爱这里的旧时模样。在他的脑海中，最
美的上海永远定格在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年
代，不为别的，只因为，那里有他最熟悉的老
上海味道。
每一次来到上海，总会看到许多变化。这

一次，看到正在长高的“上海中心”，迪文的介
绍令老人大吃一惊：“哇噻！中国第一，世界第
二！”

但记忆中的那些老房子越来越少，让马
公达颇感遗憾。所以，即使旅途辛劳，他也会
先去提篮桥一带走走，寻觅历史的味道。南希
很明白先生的心情，前几天去杭州没时间乘
船游西湖，在上海待了几天也无暇购物，她宁
愿把更多时间留给马公达，陪他亲近魂牵梦
萦的故乡。

返回酒店的路上，马公达一直凝视着车
窗外。透过水气，街景蒙上一层怀旧色彩，让
他仿佛打开时间隧道，回到了过去，那个最爱
的老上海。

期待重逢昔日中国女友
南希与马公达感情很好，一直互称“亲爱

的”。采访中，马公达开玩笑说：“我谈过一个
中国女朋友，如果不是当初她离开我，说不定
我们俩现在就不在一起了。”

老人口中的女友，就是曾让他惊艳的上
海姑娘 89:- ;&3<。

5!65年前后，马公达每周去永安百货楼
上的大东舞厅跳舞。这天，一位年轻女性吸引
了他的目光。想结识却又怕遭拒丢脸，他写了
一张英文字条“可以认识你吗？”请服务生转
交。纸条很快被传递回来，上面写着两个单
词：“@A:( /-A:”。本来还有点忐忑的他，看到
这句表示同意的正宗美式俚语，高兴坏了。

不久后，马公达与身着高领旗袍、高挑美
丽的上海美国学校毕业生 89:- ;&3<坠入爱
河。女孩的父母不在上海，只有一个在海关工

作的哥哥，后来与马公达成了进口美国药品
的合伙人。

遗憾的是，大约半年后，89:-突然跟着一
个“做石油生意”的美国大兵去了美国。几个
月后，89:-看到所谓的“石油生意”其实仅是
一个小加油站，失望地返回上海，请求马公达
原谅。深深受伤的马公达没有重新接纳 89:-，
如今却有些怀念：“如果 89:-还健在，应该和
我一样白发苍苍了吧。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一
面吗？”
他不知道女友的中文名字，只记得，89:-

与同在舞厅相识的另一名中国女子 B:**(

8C:3 合伙开过一家销售蕾丝花边等时髦女
装的小店，地址是石门二路近奉贤路口的东
侧街道。这个线索会是世纪友人重逢的锁匙
吗？当年住在上海，众多好心人曾向犹太老人
伸出过援手，如今他期待，再次得到上海人的
帮助。

资助中国小伙感恩上海
这次陪老人回来的，是他的干儿子陈振

宏，说起陈振宏的现状，夫妻俩十分骄傲。
5!D>年，马公达与儿子一同来上海参观。

在提篮桥的街道上，迎面走来一位北方小伙
子，见他们一直盯着老房子看，好奇地上前攀
谈。双方谈得投机，马公达邀请小伙子共进晚
餐。后来，陈振宏提出希望马公达帮助他去美
国留学，马公达有些吃惊，但也开始郑重考虑
这个提议，并在 5!D6年将陈振宏夫妇都担保
到美国留学，并安排他们住进了儿子的公寓。
不少朋友和家人诧异于老人之举，他将初

衷解释为“知恩图报”，希望借此感谢上海这座
城市当年对许多犹太人的救命之恩。从加州大
学毕业后，陈振宏成为了一名电脑程序员，为了
纪念与马公达一家的情谊，给孩子起名)&**C:E

%&'( 8C:3，中间名与马公达的名字%&'(相同。

92岁犹太老人欲觅上海初恋
难舍十年浦江情 六回故地表感恩

本报记者 孙云

! ! ! !家乡，是每个人心头无法磨
灭的印痕。容颜虽老，乡音难改。
那个 5!"!年登上来沪巨轮时稚
气未脱的少年，如今已是白发苍
苍，但这位满脸银白络腮胡的老
人用不时蹦出的上海话证明，在
沪十年，留下多少眷恋。

谈到自 5!FD年以来的 7次
访沪，他这样解释：“是那些记
忆，推着我一次次回家。”

上海初印象是码头号子
见面前听说，马公达夫妇对

上海人特别热情。果然，下午 "

时，他们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要
了两盘饼干和两杯咖啡，便迫不
及待地和记者畅谈起来。回忆往
事，老人的记忆无比清晰。
时光回溯到5!"!年，阴云笼

罩柏林，犹太人纷纷逃离。6月
的一天，5F岁的马公达和父母、
祖母乘坐梅格斯将军号来到上
海。这艘著名的万吨巨轮，还搭
载过冯玉祥、华罗庚等人前往
欧美。

数月的航行颇为沉闷，但喧
闹的公平路码头让马公达一下
子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盯着码头
工人肩扛重物上上下下。他随口
哼出的“嘿呦嘿”码头号子，正是
他对中文和中国人的第一印象。

站在卡车车斗里，他们被送
到荆州路难民收容所，一所废弃
校舍成为马公达在上海的第一
个家。一个月后，他父亲得到朋
友 ?##美元资助，在长阳路 "6"

号租下一间小屋，一家四口烧
饭、洗澡、睡觉都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刚逃
脱希特勒魔爪的他们已经心满意足。

当过厨师开过“黑车”
马公达的父亲原是皮货商，生活殷实，

在上海必须从零开始，连年迈的祖母也要
自制食品叫卖。年轻的马公达干过不少工
作，做过皮具公司经理、难民营厨师，还当
过“黑车司机”。
那时，会说外文很有优势，马公达以每

天 5#美元的租金从朋友手中借来一辆 !

人座菲亚特轿车，每天在汇中饭店（今和
平饭店南楼）门口等生意，专门服务有钱
的外国客人，帮助全家人在艰难岁月里维
持生计。
最艰苦时，从不做饭的马公达为领到

一些食物，还去犹太人难民营食堂给几千
人烤面包。为了得到这份没工资的工作，马
公达撒了一个小谎：“上班第一天，我说要
回家取围裙，其实是找祖母紧急培训。”

摩西会堂办结婚仪式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对马公达有特别

意义，因为 5!6F年，他正是在这里（那时叫
摩西会堂）与首任妻子犹太姑娘玛丽安举
办了结婚仪式。随后，他们在霍山路百老汇
戏院屋顶的麦司考脱屋顶花园举办结婚派
对。在泛黄的老照片上，两人切蛋糕，翩翩
起舞，那份甜蜜依然生动。与许多难民一
样，玛丽安的母亲在上海走完人生旅程，并
安息在惠民路犹太人公墓（现惠民公园）。

5!6!年，马公达和妻子依依不舍离开
上海，前往美国旧金山，朋友们还专程为
他们举办了一场欢送派对。几个月后，父
母和祖母和他们团聚。在美国，他们有了 6

个孩子，在洛杉矶郊外有了别墅，开始了
崭新的事业。不过，远隔重洋，并没有阻断
思念与缅怀。马公达希望，这不会是他最
后一次回家……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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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马公达与首任妻子在霍山路麦司考脱屋顶花园举办结婚派对 （资料照片）

! 昨天下午"犹太老人马公达回到当年在霍山路的家"一口上海话让现在的居住者十分亲切

本报记者 张龙 陈意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