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23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窦立敏 邢艳霞  美编：张静  校对：李月

丰台书香
你以为我要把丰台吃了吗？那绝对不会，我没

有那么大的嘴，也没有那么大的胃。但丰台当真是

可以品尝的，有联云：“邀明月做东，桂酒一杯，好

向卢沟赊锦句；携清风赴宴，花香几许，长从永定

赋新篇。”与明月清风一起把酒问盏，品卢沟风月，

是何等的风雅和惬意，到此你还能说丰台是无味

的吗？

我气管不好，一次得知红肖梨煮水喝对气管

有好处，就像在黑夜里看到了光明，恨不得马上买

到，可是转遍了自由市场和水果商场都没有。有人

指点：你到位于丰台的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看看，兴许有。

我去了。凡是我们能够叫得上名字的蔬菜瓜

果，那里都有，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像一座座

连绵不断的小山，谁知道红肖梨淹没在哪儿呢？几

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既兴奋又惊奇，它色泽红艳，

单凭外形来说，不像是梨，却更像苹果。摊主介绍

说：红肖梨产自密云的大山里，要不是有这么个批

发市场，梨藏在深山人不识，哪儿卖得出去呢？我

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哎呦，那叫个酸

呀！差点让我倒了一嘴牙！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于1988

年，是京城名副其实的“大菜篮子”和“大果盘

子”！我幼年时住四合院，只要一户人家做了好吃

的，就会满院子飘香，一起跟着“精神会餐”，而丰

台新发地果菜批发市场，却是实实在在的香满北

京城啊！所以无论我们在京城哪个城区生活，谁敢

说没有品尝过丰台的味道呢？

味道有酸甜苦辣，那么你若问丰台有苦味吗，

我会肯定地告诉你丰台不但有苦味，并且那份苦涩

曾让中华民族难以下咽！那就是让我们世代不能忘

怀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寇以丢失一名人员为借

口，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发动了蓄

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是北京进入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日

寇一旦侵占卢沟桥，华北也就危在旦夕，小鬼子在

卢沟桥的第一声罪恶枪响，妄图侵占中华的毒蝎心

肠便昭然若揭。一旦让其得逞，堂堂中国人就成了

亡国奴，将会失掉国格和人格，还有什么苦比这丧

国之苦更苦涩呢！

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29军与日寇进行了殊死

的抗争，一位营长这样下达了战斗命令：“卢沟桥

就是我们的坟墓，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

是一场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战斗，29军的武器极

其简陋，士兵每人配备一把大刀，不少士兵竟然没

有枪；日寇则有重机枪和轻机枪，后来甚至动用飞

机、坦克和大炮。这样巨大的武器装备差距，唯有

靠守桥部队的血肉之躯和拼死的精神来填补，注

定战斗是惨烈的。桥上堆满了战士的尸体，鲜血把

桥下的河水染成了红色，但是没有一名士兵退缩，

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4人生还，余者全

部壮烈殉国。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

禹先后战死。幸存者王德修老先生回忆说：当日军

像黄蜂似的涌上桥时，他明知道卢沟桥守不住了，

仍然和战友抡起大刀和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

王德修的左手无名指被日军刺断一截，竟浑然不

知，右肋又被刺中，幸被战友救起捡了一条性命。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即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

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

我们的出路！”“七七事变”就是以这样的悲壮拉

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开启了中华民族凤

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岁月如梭，人们并没有把卢沟桥上发生的那场

战争忘怀，前面提到的抗战老兵王德修说：“时至

今日还经常梦到自己在卢沟桥拼杀，死后最大的心

愿就是能够埋在他洒过热血的卢沟桥旁。”日军侵

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耄耋之年回忆起那段侵略

历史，幡然悔悟，悔恨不已，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

卢沟桥，在那里长跪不起。这里是他们侵华战争滔

天罪行开始的地方，他以这样的方式向饱受侵略

之苦的中国人民谢罪，并且誓言永不再战。卢沟桥

啊，就是这样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使不同的人生五

味杂陈，终生难以释怀！

我来到了卢沟桥，不觉心潮涌动。当年的枪炮

声似乎在耳旁响起，当年守桥部队的身影似乎在眼

前跃动！冥冥中仿佛守桥的英烈对我说：我们已经

尽到了责任，今天该看你们的了！我情绪难以抑制，

写了如下的诗句：

今天再次来到卢沟桥畔，
心潮涌动大海的波澜；
我们要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崛起的中华民族呀，
要继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牢记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寇侵华的历史铁证，

中国任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我们要捍卫世界和平，
捍卫人类的尊严，
永远不许那悲惨的一幕重演！
灾难与耻辱的1937年7月7日
—永远再见！
—永远再见！……

丰台是多味儿的，卢沟桥对我来说还有另一

番经历，回忆起来就像品味一颗糖果。我青春时期

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就是在那里留下的。卢沟桥

久负盛名，古来就是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题写

的“卢沟晓月”石碑就竖立在桥头；民间谚语说：

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卢沟桥充满着人文的魅

力。上世纪六十年代照相机还是奢侈品，一次我和

朋友们借了照相机，兴冲冲地骑车飞一样赶到卢沟

桥，拍了几张黑白照片，高兴得像过节。

丰台的花乡也是我难忘的地方，街坊说花乡

养植花卉已有几百年了，是著名的“中国花木之

乡”，不知道花乡不算北京人！到了那里一看，叶绿

如翠，繁花似锦，花香袭人，层层叠叠望不到边，

我顿时觉得叫“花乡”屈了这个地方，叫“花海”才

更为贴切。我们从那里买了福寿桐、绿萝和茉莉

花，满载而归。就这样丰台的绿色就成了我家中的

风景，那株茉莉花更是惹人喜爱，花开的时候，像

是枝头挂着一个个小雪团儿，浓郁的香气弥漫蜗

居，这也不正是丰台的味道吗！

近些年来丰台重视环境绿化美化，变得越来

越美了，以薰衣草为特色的紫谷伊甸园坐落在丰台

的永定河畔，充满诱人的魅力，我们的35年纪念日

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伊甸园是爱情之园，7月正是

薰衣草花开的时节，紫色的小花像蝴蝶的翅膀在

风中摇曳，散发着阵阵幽香，走入园中，仿佛走进

了紫色的云霞，也像是置身于香气瓶中，就连思绪

都被浓浓的香味儿浸透了。我和老伴沿着小路向

前走去，回忆起我们35年携手相伴的日子，回忆起

我们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心与心更近了。蓦然发

现：其实自己的爱情就像这香气四溢的薰衣草，只

是久居兰室不知其香罢了。丰台薰衣草的香味就是

这样融进了我的爱情生活。

这些往事像珠子一样闪亮在记忆中，丰台的

味道让我的生活变得芬芳，让我活得更有品位；那

一件件往事也叠加着我对丰台的印象，使丰台在

心中变得崇高。是的，丰台“卢沟晓月”名扬天下，

有中国月都之称；丰台碧波荡漾，流淌着北京的母

亲河—永定河；丰台万紫千红，有800年鲜花不

败的花乡；丰台有千年古镇长辛店，有“国家环境

优美乡镇”王佐乡……说起丰台，真是说不尽的丰

盈，讲不完的故事。

丰台的味道啊，融汇在丰台丰厚的历史文化

中和欣欣向荣的发展中，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和时

代的芳香；它像京味儿中的一株茉莉花，香气萦

绕，令人舒畅，令人陶醉！虽然我才学疏浅、文思

羸弱，但是我也要提笔写丰台，谁叫我与丰台那

么有缘呢！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韩胜勋

紫谷伊甸园。

遇“荐”好书

《化身万千：开放的思想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著

思想史研究者关注历史与思想的相互塑造，借以理解历史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不过，名为“思

想史”的这个领域在数十年中经历了相当重要的改变，不惟研究重心屡经转移，研究方法日新又新，

甚至连思想史研究本身，也有化身亿万、与各专门学科融汇合流的趋势。基于以上理解，复旦大学文

史研究院自2019年起创设“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每年一度，邀集全球学人，激扬思想，旧史新

研。本书汇集的是2019年12月举办的第一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的成果。该届论坛以“化身

万千：开放的思想史”为主旨，希望以此回应思想史研究遭遇的诸多曲折，并会聚各领域的学者共同

关心思想史研究的问题。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严飞  著

作者以“附近”作为研究框架，通过8个典型案例真实记录进城务工人群的生存现状，穿插以社

会学学者的分析与反思，呈现出一幅“悬浮社会”的现实图景。书中的被访者小区保安阿微、菜场商

贩红芹姐、水电工人小傅、家政阿姨小萍等人，都是生活在作者“附近”的普通人，也可以说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身边的陌生人”的缩影。作者认为，关注身边的小世界，关注数量庞大但鲜有

发声机会的进城务工人群，关注当下社会中断裂与渴望并存的“悬浮”状态，都是社会学家愿与读

者共同探讨的重要问题。

马鞍山念佛碑
僧云桥

教外真传果得传，念佛原欲此心虔。

尘缘祛尽还天性，始识无年可永年。

                        来源：《宛署杂记》

【注释】

马鞍山：在今丰台区与门头沟区之间，状

似马鞍，站在卢沟桥头西望可见。

燕栗总管玩芳亭诗
薛元卿

（一）

栗氏林亭好，南邻借马游。

药栏当户密，花径近城幽。

（二）

未许朝参懒，聊因逸兴留。

使君行乐处，风物为春柔。

来源：《日下旧闻考》

《丰台风情咏》诗歌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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