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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纪念公园昨揭牌
预计本周观众人数将突破10万 建议市民错峰参观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在全国人民以各种
形式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公园试运行20天后，
于昨天下午正式揭牌，免费向市
民开放。

历史变迁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位于

宝山区淞宝地区，东临滨江大道，
西临东林路，总面积 10.6 公顷。
公园内有淞沪抗战纪念馆、抗战
主题雕塑、御碑亭、古城墙、古水
关、大成殿和数量较多的古树等
历史遗迹和丰富的人文底蕴，使
其成为宝山的标志性公园之一。

1956年宝山在清代宝山庙古
址上建成公园，定名为“共青公
园”，1962年10月更名为“临江公
园”。临江公园于今年4月实施
一期闭园改建工程，6月正式更名
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主
要改造东入口与滨江大道的衔
接、纪念主题广场、纪念馆周边环
境以及新建文化展示区。

焕然一新
据公园园长介绍，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公园）改扩建工程项
目主要包括：公园改造，即拆除公

园娱乐设施，对公园东门和护城
河桥梁进行改造，完成警世钟维
修、淞沪军民抵抗日军大型雕塑
的拆建、调整了部分绿化景观。

纪念馆改造，一是对纪念馆
内外进行整修，调换馆外的幕
墙，对馆内空间进行重修布局，
完善了消防、技防等安全措施，
新增了一个临时展厅，扩大展厅
面积，改扩建的纪念馆面积室内
1500㎡，室外近8000㎡。二是对
原来的陈列展览进行重新布展，
主要以八一三淞沪会战为主要
内容，较全面地反映八一三淞沪
会战史实，并且新增一批珍贵文
物和室内艺术品。

此次改造还利用公园娱乐场
所拆除的空间，新建了一个纪念
广场，既可以开展各种纪念活动，
又可以将馆内陈列拓展到馆外。

展品荟萃
据悉，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主

要的公共艺术品包括《汇聚》胜
利之火、《历史涟漪》、浮雕墙《淞
沪战歌》、《抗战遗迹》、雕塑《结
——1937》和《历史之门》《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碑》《淞沪军民抵
抗日军》组成的艺术装置；以及
《警世钟》、《抗战文化艺术墙》。
市民在公园参观可以按照以下
路 线 ：《汇 聚》——《历 史 涟

漪》——《淞沪战歌》和《抗战遗
迹》浮 雕 墙 —— 雕 塑《结 —
1937》——《历史之门》——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碑——雕塑《淞沪
军民抵抗日军》——警世钟——
文化艺术墙。

截至9月1日，短短20天，淞
沪抗战纪念公园已迎来了8.4万
游客，最多的一天接待近万人
次。园方表示，本周即将迎来9月
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假期，预计入
园参观人数将突破10万，请市民
错峰游览。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约600万犹太人遭纳粹屠杀。
而上海，曾经在二战期间庇护了
约两万犹太人。布鲁门撒尔，便
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担任卡特政
府的财政部长，是当年逃亡者中
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走投无路流亡上海
1938年的11月9日，通常被

称作“水晶之夜”。那个夜晚，按
照事先的秘密约定，纳粹党员和
党卫军，袭击了德国全境的犹太
商店，并抓捕犹太男子。1574间
犹太教堂、7000多间犹太商店遭
到纵火或损毁，碎裂的玻璃铺满
大街小巷。

12岁的布鲁门撒尔，亲眼看
着父亲被抓走。接下来，他知道
父亲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
营。当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
度并不是屠杀，而是希望他们交
出财产，离开德国。

问题出现了：能去哪里呢？
去上海不需要签证，上海是自由
港，但是那里有着完全不一样的
文化和环境。而且上海本身就在

战乱中。
“那真是最糟糕的选择，那个

地方让人害怕。”老布说。确实，
中国已在1937年爆发全面抗战，
淞沪之战后的上海已是满目疮
痍。但是，这似乎又是生存下去
的唯一可能。被抓进集中营的犹
太男子每天都有人死去。

1939年4月，布鲁门撒尔一
家从柏林前往上海。

在饥寒交迫中煎熬3年
老布一家来到上海后，欧洲

的噩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整个家族几乎被屠杀殆尽。当初
那个最糟糕的决定，最终成为生
命得以幸存的关键。

日本占领当局要求他们在
1943 年 5 月 18 日前迁至隔都，
违者将予以严厉制裁。隔都，包
括兆丰路、茂海路及邓脱路以
东；杨树浦路以西；东熙华德路
和汇山路以北；公共租界分界线
以南。

“好几万人都挤向了这片狭小
的区域，所以费了很大力气之后我
们才在舟山路找到了一间很小的
房间。”布鲁门撒尔和家人当年也
是按着日本人规定的期限从威海

路搬到了舟山路59号的旧居。
苦难的日子里，他们在摩西

会堂聚会，祈求战争早日结束。
但局势继续恶化。1944 年的冬
天来了。

夏天，人们当掉了棉衣，换来
买食物的钱。现在，不仅食物匮
乏，又缺衣物御寒。不少难民因
为饥饿、寒冷和疾病死亡。自被
关进隔都之日，犹太难民就在饥
饿、疾病、死亡的生死线上挣扎。
他们就这样熬了3年。

战后撒尔八次重返上海
到了1945年夏天，布鲁门撒

尔突然发现看守他们的日本兵不
见了，战争结束了。

1973年，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
员会主席的布鲁门撒尔率团访
华，这是他第一次重回上海。

“我带了委员会的同事逛了
我长大的地方，上学的地方，生活
的地方。”

2015年2月，布鲁门撒尔重
回上海，参观犹太难民纪念馆。
他已是第8次重返上海。布鲁门
撒尔90岁了，他说，只是想带妻子
一起来，再看看他曾经生活过的
地方。

《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明播出
美国前财政部长讲述二战逃亡上海的经历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昨正式揭牌。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