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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四月中旬某日的一大早，我国现代作家萧红的侄子张抗先生就在单位

后院里等着我了。他是一个高大而健谈的老人。他开着一辆咖啡色的小

汽车。在车上，他聊起他的退休生活，其中不少内容都与他的姑姑萧红相

关。那天，张抗先生带我寻访几处萧红在哈尔滨的活动踪迹，第一站是欧

罗巴酒店。

东兴顺旅馆东兴顺旅馆（（玛克威商厦玛克威商厦））萧红纪念陈列室萧红纪念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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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巴旅馆欧罗巴旅馆（（酒店酒店））内的萧红胸像内的萧红胸像。。

东省市立医院东省市立医院（（儿童医院儿童医院）。）。

哈拉大草原，在我的家乡齐齐哈
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
这个村是 1989年嫩江特大洪水后，
国家斥资 2000 万元建设的民族村
落，起名叫哈拉新村，于是这个村子
辖区内的大草原便有了哈拉大草原
的美名。

走出村子，下了大坝，再走过一
段两边都有积水的沙石道就是了。
这条道就像通往哈拉大草原的一座
小桥。若在秋天，炊烟袅袅，夕阳就
要沉到地平线，霞光从村子那边映过
来，蓦然回首村落，就会想到《天净
沙·秋》白朴的一首小令：孤村落日残
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
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大草原是寂静的，嫩江水淙淙而
过。有悠闲的骏马，有啃食青草的牛
羊，江上有成群的水鸟和缓缓前行的
渔船。对岸也有几户达斡尔人家，坐
落在茂密的矮木林围成的岛屿上。
每个清晨和傍晚，芥字房的烟筒里徐
徐轻烟升起，寂寂缠绕。

但它不是寂寞的。农闲时，达斡
尔女人身着鲜艳的民族盛装在草原
上跳起哈库麦勒，架咕架咕的声音传
到云霄。男人们摔马跤，四人马跤或
六人马跤，场面扣人心弦，几乎在草
地上抡起来，最上面那个悬空了，最
后有一方先摔倒在草地上，两旁的观
众情不自禁地叫好喝彩。

孩子们愉快地打起曲棍球，你追
我赶，英姿飒飒，谁也不服输，一不小
心球杆就会打到腿上。曲棍球是达
斡尔人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看似激
烈，却锻炼了达斡尔人骁勇善战的刚
烈品质。

夕阳洒下金色的光芒，就有缓缓
荡漾的水波泛着绚烂的光。大草原
呈现出微微的红色。江边架起的一
口口大铁锅里炖有柳蒿芽汤和刚捕
捞上来的新鲜江鱼；烀着羊排，溢出
的一股一股香气弯弯曲曲飘到了嫩
江上。

玩累了的孩子们擦着脸上的汗
水，嗅着鼻子聚拢过来。大人们摆好
餐具。最年长的老者打开酒瓶子，把
酒倒入草地，先敬神灵，然后所有的
人举起酒杯开怀畅饮。他们常常忆
苦思甜，甚至热泪盈眶。

今日齐齐哈尔市所辖的嫩江两
岸，成了达斡尔人南迁后汇聚的大本
营，号称达斡尔人的第二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达斡
尔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自己的
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过上了当家
做主的好日子，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党和国家给达斡尔族以
有力扶持，达斡尔族居住区的经济正
在腾飞。

酒到高潮，江边也已燃起篝火。
女人们围着篝火又欢快地跳起来，衣
袂飘飘，乐声悠扬，“架咕架咕”的声
音再次响在嫩江江畔。一群水鸟从
岛屿那边掠过水面，就在翩翩起舞的
达斡尔女人身后，飞过天边的红霞。

孩子们打起火球。火球像一条
条火龙在孩子们脚下飞来飞去。他
们没有丝毫胆怯，却是越战越猛，兴
奋地大声叫喊，那股子勇敢着实震撼
着我。

红彤彤的落日又圆又大，就在最
远处的那排白杨树上，似乎迎面而
来，不是落下去，而是在掉下去。晚
风习习，拥抱着草原上的达斡尔人，
江奔流，滋养着草原上的达斡尔人。

（本稿件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哈拉大草原
□刘祥平

哈拉大草原。

端午节，在哈尔滨呼兰区，这一天又被称为萧红诞辰日。

今年是萧红诞辰110周年——

寻访萧红在哈尔滨的
□文/摄 李树泉

欧罗巴酒店的门牌号是哈尔滨市道
里区西十道街 10号，夹在尚志大街和中
央大街之间，偏向尚志大街一侧，读者找
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1932年 10月，萧红、萧军在这里住了
一个月左右。当时这里也是一家酒店，名
字叫“欧罗巴旅馆”，是俄国人开设的。现
在的欧罗巴酒店外墙上挂着“历史建筑”
的方形牌匾，上面的文字描述着萧红与这
家酒店的渊源。萧红自己有一篇文章的
名字就叫《欧罗巴旅馆》，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找出来看看，也许对照着书观察这家旅
馆会更有意思。

看得出来，张抗先生经常来这里。他
带我径直走进酒店大堂。大堂右侧角落
里，特制的高台上摆着萧红胸像，玻璃钢
制作的仿铜效果，胸像后面的墙上挂着三
张二萧当年的照片。张抗边介绍边将萧
红胸像上面的装饰物取下来，放在一边。

张抗问酒店大堂的值班人员，能不能
让我们去萧红当年住的房间看看。工作
人员说，房间有客人，现在是看不成的。
张抗回过头对我说，萧红住在这个酒店的
五楼，也就是当年欧罗巴旅馆的三楼。

“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围
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
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
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
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欧罗巴旅馆》
中是这么写的。

正琢磨着，呼兰区文体旅游局局长毛
猛平和呼兰萧红故居纪念馆馆长赵东凯
走了进来。他们极富兴趣地加入到我们
寻访萧红在哈尔滨的踪迹的行列中。张
抗先生一挥手，说，我们去商市街吧，路不
远，不用开车，走着去就行。

天气真好，阳光，刚刚露出头的绿色
树芽，一种生气弥漫在空中。

我们穿过中央大街，来到红霞街 21
号。张抗先生说，这里就是商市街25号旧
址。这个门牌号码的更迭是一个重要的
信息，如果读者还是按照 25号来找，可能
就会错过。

二萧 1932年 11月至 1934年 6月在这
里居住。从俄式门洞走进去，是一个不大
不小的庭院。正面的楼已经不是当年的
楼，但是对照隔壁的旧式建筑，大概也能
想出二萧房东的住处是什么样子的。院
子左首处的红砖墙，张抗先生说它可能还
是当年的东西。红砖墙下，萧红曾经住过
的平房早就不见了，只有一个巨大的变电
箱仿佛纪念碑一样处于沉默之中。来来
往往的访问者，大多与这个变电箱合影之
后才落寞而去。

二萧搬到这里，是因为萧军找到了一
份为房东之子王余馨教武术的工作。毛
局长说，前年，王余馨的儿子王建中两口
子特意来过哈尔滨。他向萧红故居纪念
馆捐献了萧军与其父之间的书信等 13件
物品，其中包括与二萧有过不少交集的他
姐姐的照片。

往事活在眼前，萧红的散文集《商市
街》也就附着于这些残存的物象之中。张
抗先生说，如果中央大街街口或者变电箱
旁边立一个牌子就好了，这样大家就会知
道萧红曾经住在这里。

再次穿过中央大街，我们来
到位于尚志大街、友谊路交叉口
的兆麟公园。

兆麟公园在萧红的时代叫
“东省特别市公园”，是萧红喜欢
游玩的地方。公园里有三座木质
桥，跨虹桥、云舟桥和渡涧桥，是
俄国人符·阿·拉苏申设计建造
的。其中跨虹桥是二萧拍摄那张
著名合影的地方。照片里，萧军
梳着中分的头发，拿着帽子的右
手垂在大衣上，萧红右手也拿着
帽子，搂住萧军的脖子。

有人说，这张照片是他们住
进欧罗巴旅馆之前拍摄的。我们
来得不巧，跨虹桥两头被绳子拦
住了，大概是新涂油漆的缘故。
桥还是当年的桥，但是桥下的流
水可能已经不是了。伤心桥下春
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两句
诗很合此时此刻的心境。

二萧留下的公园照片不止这
一张，从服装和体态来看，二萧来
公园的次数也不止合影这一次。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按照当年
的照片把公园走一遍，或者模仿
当年的二萧们拍些相似的照片。

“他们相依着，前路似乎给蚊虫遮
断了，冲穿蚊虫的阵，冲穿大树的
林，经过两道桥梁，他们在亭子里
坐下，影子相依在栏杆上。”萧红
《弃儿》里是这么写这座公园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是既有痛
苦的一面，也有高兴的一面，比如
刚刚摆脱困境时的萧红，心里肯
定也是有几分欢喜的。

从兆麟公园北门里走出来，
就是友谊路。跨过友谊路就是
儿童医院。从正门走进去，右首
有一座看起来比较陈旧的建筑，
上面写着“新生儿重症转运分
站”。张抗先生说这个建筑并不
是萧红住过的医院。

继续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
座涂着黄色油漆的两层红砖建
筑，它有一节现在很少见的室外
楼梯和一个雨搭。张抗先生说
这座楼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看到墙上“历史建筑”牌匾的说
明，才知道这家医院曾是“哈尔
滨俄国红十字会医院”，后来又
更名为“东省特别区市立医
院”。楼房虽然只有两层，但是
因为每层建筑构架特殊，比普通
两层楼高了很多。

1932年秋天，萧红在这座楼
房里的某一间病室里住院，生了
一个女婴，后来女婴被送给公园
（大约就是兆麟公园）的看门
人。这段往事非常痛苦，萧红在
小说里间接地表达过：“孩子被
摸索醒了，小脸贴到别人的手
掌，以为是妈妈的手掌呢，便撒
怨地哭了起来……”健谈的张抗
先生来到这座楼下之后就陷入
到长久的沉默之中。

萧红时代的东兴顺旅馆现在是玛克威商厦，位于道
外区靖宇街与南十六道街之间的交叉口。玛克威商厦
正在关门装修之中，里面什么样就看不到了。

张抗先生领着大家走到南十六道街一侧。长长的
两层楼房，灰底白饰，很漂亮，典型的中华巴洛克风格。
外面有一棵老柳树，正对着二楼有阳台的房间。张抗先
生说，萧红就是从这个阳台下到洪水中的小船上的。阳
台下面墙面上写着魏碑体的“萧红纪念陈列室”几个字，
底是黑色的，字是白色的还是金色的，漫漶得看不出
来。有阳台的房间就是陈列室。有人说这是萧红住过
的房间。如果是，想必也是最初的时候，拖欠房费后肯
定不能住在这里。

1931年秋末冬初至 1932年夏天，萧红住在东兴顺
旅馆，起初是快乐的，后来是不幸的。对萧红有所了解
的读者都知道这些。

楼下的小道上，各种摊贩正在吆喝着卖东西。
面对着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张抗先生回忆道，当年

霍建起拍摄电影《萧红》的时候，拍东兴顺旅馆洪水这一
段花了很多钱，呈现在电影中却只有几分钟。旁边的赵
馆长说，今年是萧红诞辰 110周年，他们萧红故居纪念
馆正在筹备两个展览，一个是东昌张氏东北流人展，张
抗老师是顾问之一，讲的是张氏六代人的迁徙过程，萧
红是第六代，张抗老师是第七代。还有一个展览是与收
藏家合作的二萧手迹展。这些都让在场的人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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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站是萧红中学，门牌号码是南岗区邮政街
348号，也是一个很容易找的地方。

萧红1927年至1931年之间在这里读书，当时叫“东
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在的萧红中学就在原
来女子一中的旧址上。门口有“第一女子中学”的介绍
牌匾，里面提到在这里教书的楚图南和上学的萧红。萧
红当时的就读课程包括国文、英语、美术、体育等等，都
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

张抗老师和在门口接他的柴洪波主任握手，然后领
我们进了学校。大厅里悬挂着“德蕴萧红”的图表，处处
彰显着这所学校与萧红的关系。校长刘国权是呼兰人，
他拿出他们正在编辑修改的“校本教材”《文学洛神萧
红》。刘校长说，这本教材不仅介绍萧红这个人，也介绍
萧红的作品。现场播放了刘校长和柴主任撰写歌词的
歌曲《萧红颂》。

萧红中学操场一侧，坐落着萧红汉白玉全身坐像，
她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托着下巴。这个造型和萧红故
居纪念馆庭院里的萧红雕像很相似。雕像后面种着一
排红枫树，秋天的时候想必是非常漂亮的。这些是一般
来访者很难看到的，不过在门口拍拍照片也挺好。

一天的旅程结束了。其实萧红在哈尔滨的活动踪
迹很多，比如萧红刷广告的旧址、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沙
龙所在地牵牛坊旧址等等，当然最有名的是她出生的呼
兰老城和现在大名鼎鼎的萧红故居纪念馆。有时间的
读者尽可以去看，从哈尔滨市中心出发，车程在一个小
时之内。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读她的书，第
二好的方式是去她走过的住过的地方看一看，这是非常
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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