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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之③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喜
的是， 历经十多年追寻后，终
于有留言者的后人联系曹隽
平了。留言者瞿曾传的儿子瞿
经从美国寄来了第一封信，而
对于这段渊源，瞿经也感慨不
已，称对流浪到了海角天边的
他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瞿经还传来了当年父亲
瞿曾传和母亲的结婚照，经过
和留言本上的照片对比，曹隽
平确定是瞿曾传无误。“终于
找到其中一名留言者的下落
了，这令我万分欣喜。”曹隽平
看着这封用繁体字写来的信，
满脸喜悦。

瞿经说，这本留言本的消
息，辗转了多个国家，最终才
传到自己耳中。“我一个上海
从未谋面的远房外甥，在新闻
中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他把

这个事情告诉了他在加拿大
的哥哥。正好，他哥哥和我们
有联系，就告诉了我在美国的
姐姐，姐姐再联系了我。”

在信中，瞿经感叹：“对于
抗战时期的艰苦、跋山涉水的
辛劳，他们都经历过，尸横遍
野的战场也亲眼目睹。大空袭
的时候，星夜逃亡，却遇上照
明弹和炸弹的袭击，灾难如影
随形。父母亲赴台湾后，从此
流落异乡、遭遇白色恐怖成了
无根的浮萍，在风雨飘摇的岁
月中忍辱偷生、 艰难度日。一
眨眼近八十个寒暑过去，浩劫
过后已是新天地。”

瞿经还透露了一个振奋人
心的消息， 其姐姐瞿滢近期已
回国小住。 曹隽平随即与瞿滢
取得了联系， 本报记者将随行
采访瞿滢，敬请关注相关报道。

连日来，三湘都市报独家刊出了“寻找
80年前那段战火青春”系列报道。一本淞沪
会战时期的留言本， 记录了51位师友的家
国情怀，收藏者、湖南知名学者曹隽平“愿带
头出资30万发起众筹招募编剧”，引发读者
持续关注(见本报11月21日A06版，本报11
月22日A03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淞沪会战80周年时，
经过多方寻找，传出好消息，留言者瞿曾传
的儿子瞿经与曹隽平取得了联系，并寄来了
一封信。2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曹隽平处
看到了瞿经的信和他父母亲的结婚照，瞿经
在信中充满感激地说，“好在这本留言本，让
我们看到父母亲承受的痛苦背后，还另有深
意，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曹隽平想把这个留言本中背后的感人故事搬上
荧幕，与观众见面。有家国情仇，有青春故事，很多影
视公司表达了兴趣，目前，它离影视作品的距离只有
剧本。曹隽平愿意带头出资30万元，通过本报发起众
筹，寻找优秀编剧。如果你被这个家国情仇的故事感
动，想在资金方面出力；如果你有丰富的剧本写作经
验且有优秀作品，好奇80年前写留言的青葱少年经历
了什么；想知道淞沪会战80年来，知识分子抗日图存、
精忠报国的故事； 或被曹隽平15年来的执着追寻之
举感动……均可联系我们（电话：0731-84326110）。

这本留言本最让人揪心
曹隽平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他收藏了许

多抗战文物，这个留言本是其中最令人揪心的
一件。51名师友当年分别故事的背后， 是日本
侵略中国， 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15年
来，上面的字句、笔迹、图画曹隽平都已烂熟于
胸。留言中有多处提到“沪战”。这让曹隽平相
信，正是战争让师友们被迫分离。

曹隽平每每拿起留言本，看着这些俊朗的
照片，就会不由得关注起他们的命运来。分离
后，他们去了哪里，经历了哪些事情，现在是否
还在人世，15年来， 曹隽平多方查询相关资料
以期找到这些人的下落。

留言者的形象日渐清晰
曹隽平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善龄

教授提供的文史资料中，找到了留言者的蛛丝
马迹。

他在1927年7月6日发布的复旦中学部录
取的新生中，发现了瞿曾传的名字；这些留言
者，还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如在1935年的
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中，出现了谈崇基的
名字；1937年的上海慈善体联合救灾会鸣谢广
告中，找到了王永川的名字；在1937年8月《申
报》刊发的淞沪会战救济救护慰劳榜中，出现
了徐明朗、陈遂卿、王世垓的名字……

其中，这个叫“王世垓”的同学留下了自
己的地址：上海大沽路380号。曹隽平对三湘都
市报记者说，“我曾依址去寻访，大沽路380号还
在，已经改成了一家小饭店。但是在那里并没有
人知道王世垓， 如果能知道曾经发生的故事那
有多好。”

在留言本里比较特别的一页，是署名“抱
一”的一位留言者“家尧兄惠存：敏于事、慎于
行。” 作为书法家的曹隽平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抱一’的墨迹与民国著名油画家、教育家
陈抱一的落款极为一致，留言本中许多同学擅
长绘画，是否为陈抱一弟子也未可知”。

“留言本上有位叫陈映霞的人， 留言旁还
附有照片，与当年上海清心中学（今市南中学）
的美术老师陈映霞同名，清心中学是一所百年
老校，经查该校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后曾
迁入法租界和英租界， 抗战结束后才迁回原
址；几十年来，该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代表人物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著名脑外
科专家史玉良、著名学者李昌道、漫画家丁聪
等”。结合留言本中有英文留言、学生们艺术修
养极高的情况，曹隽平认为这些师友很有可能
来自这所学校。

来吧！一起书写那段战火青春

隽平先生：
从我姐瞿滢女士和我弟瞿纬的电话和Email转寄来

的资料中，得知了您因在上海城隍庙偶然的搜集到一本
留言册，其上有淞沪会战中的42名(编者说明：一开始曹
隽平只辨识出42位留言者。)师生的留言而希望能和他们
或他们的后代联系，而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您居然联
络到了其中的十几名人士的下落，简直不可思议，像我
们流浪到了海角天边，想像故乡，早已是“不见长安见尘
雾、长安不见使人愁！”

终究是越过了八十寒暑的沧海桑田，目前人事早已全
非，如今云烟已逝，那段爱恨也已远离，只是每当夜阑人静
时分，回忆起来，仍然是几许凄凉和无奈、带来的是莫名的
悲伤！……

对于我父母的遭遇， 抗战的艰苦， 跋山涉水的辛
劳，他们都亲自恭逢，尸横遍野的战场也亲眼目睹，大
空袭的惨状，星夜逃亡、却遇上照明弹和炸弹的袭击，
灾难是如影随形，后来父亲大病一场，病愈与母亲赴台
养病， 却从此流落异乡、 遭遇白色恐怖成了无根的浮
萍，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忍辱偷生、艰难度日；噩梦一
场后蓦然惊觉岁月如流、年华已老！如今一切的荣辱得
失都已无影无踪随风而逝！

匆匆写就， 欢迎继续联络， 我大姐夫妇从美国回
国，可以联系和商谈！

瞿经

留言本后人瞿经来信节选：

终于找到一个留言者的后人

15年苦寻,留言者的形象日渐清晰

呐喊终于传来回音
找到一位留言者后人

■记者 袁欣

瞿曾传的留言。 瞿曾传的结婚照。

年老时的瞿曾传。

瞿曾传的儿子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