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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短短十二天内，一个女人能否改变历史？
　　一个女明星兼女间谍的爱恨情仇，层层进逼的真相，挑战读者的心智与情感。
　　1941年秋冬，中国孤独的坚持抗战已四年，欧洲战事到了最紧急关头，上海孤岛却如世外桃源。
导演谭呐决定演出浪漫爱情剧《狐步上海》，请客居香港的名演员于堇回沪演出，于堇同意了，却有
她自己的几重目的，她住进国际饭店，与盟国，日军，汪伪，以及其他方面的谍报人员展开了一轮争
分夺秒的情报战。
当于堇终于取得关键情报——日军舣空母舰集群的偷袭目标，她却面临一生最困扰的难题，她的忠诚
究意在保何方？
她做了断然的决定，并且以的炮声响起时，死神没有放过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但是历史却转过了
决定性的弯口。
　　小说文字沉浸于独特的气氛营造，一时悠漫若舞场，一时焦灼如战情，起伏跌宕，推刚为柔，堪
称虹影创作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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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虹影，著名作家、诗人、美食家。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
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等、
诗集《沉静的老虎》等。
现居北京，喜欢旅行和摄影。
　　五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
读书人最佳书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评为《中国图书商报》十大
女作家之首，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评为2002、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K-英国情人》被
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
《饥饿的女儿》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
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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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很抱歉，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
不等也罢，那么，机会什么时候来呢？
　　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像晨曦。
　　我紧握话筒，脸色大变:电话那头的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你的声音，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
叫：一大群男人的惊叫。
我呆住了，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
整整过了好几分钟，电话才重重地扣上。
　　我丢下电话，就往门外跑，跑得身子如飞，追着乌云，推斜一路上的房子。
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就一句话？
　　那天晚上，在那么多人中间，你几乎靠着我的肩。
你的脸精巧如玉，嘴唇湿热，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人物变成肉身凡胎，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
。
　　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从新填没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沿着曾经的脚迹往回跋涉。
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我又何必不死？
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再次等待在路口。
　　夜降临太早，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
上海的马路，像一个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从路四角汇集到铁阴沟盖，汩汩地流下去
。
下水道被如此泡过几个星期之后，潮气升出，带着磷火的蓝光，幽幽地游动在四周。
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迈而西爱路口。
这不奇怪，每晚都如此，今天令人不安的是似有若无的说法。
事情已经发生，事情正在发生。
　　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往兰心大戏院而来，车夫猛地停住汽车。
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母女俩，他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
门口亮着“客满”的霓虹灯。
女儿回过身来，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
　　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从皮包里掏出钱来。
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摇摇头走开。
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
的确，没有多带钱。
　　阴谋迭出的交易在等票者中进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
　　上海早就裂成几块，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电车早已互不相通，看
一场戏要换几趟车，不容易。
　　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1941年12月6日，日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叠。
　　今夜的观众，与以前不一样，连票贩子也夹在人群中发表自己的看法。
“晚报说的！
”一个惊人的消息正在传开，人群的喧哗突然升高，有的人在急切地打听。
“这是谣言！
”否认的吼喊，带着愤怒，更为激昂。
　　在戏应该开场的时候，门外的人却越聚越多，扎断了街，堵塞了交通，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
的数量。
这一整个夜晚，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
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观众，也有人中断看电影，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都往兰心赶来。
　　他们赶到这儿，不是想看戏，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为了知道一个虚实。
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许多人就是在家里坐不住，就是要到这里来，到新闻发生的地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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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光焰四射，也不见暗淡几分。
但是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他们站起来，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厅内过道上，铺着华丽地毯的走
廊挤满了人。
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女主角是否在认真化妆，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
但台口守着的人一律拦住。
　　“那么是真的？
”他们挑战似的问。
　　看守者平淡地说:“没听说那消息。
”　　早过了开场时间，台上还是没有动静。
观众心里都感到谣传的一切，正在被证实。
陷入悬疑，又不知底细，让人觉得在受命运愚弄。
观众的这份愤慨，像森林之火，风刮着往台上卷。
　　终于，幕布拉开，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一个人走出来，剧场渐渐静了下来。
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平时看着很高，这时孤零零的身影，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
　　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这人是著名导演、爱艺剧团的团长。
　　导演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
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不久过道都站满人，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
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
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连乐队也拿着乐器，站到台上两侧。
　　导演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
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
　　没有一个人退票，没有买到票的人，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
　　导演静穆地站在那儿，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又消失。
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
他固执地摇了摇头，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吞回喉咙。
　　记者们赶来。
导演不得不对他们说话。
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
他尚不到三十五岁的脸上，爬上好几条皱纹。
他不想演说，那蹦出嘴的话，吓了他自己一跳：什么时候，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词，倾倒出心里想说的
一切？
　　第二天早晨，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在名字上加了黑框。
《申报》记者引用了导演的原话，头版头条是一个大惊叹号：“一个时代的结束！
”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
报纸都说这是“现代孟姜女哭夫”“多情女以身殉情”：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应邀参加话剧《狐
步上海》的演出，目的是在救她的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
76号假意释放，却秘密枪杀其夫，她痛苦万状，只能自杀殉情。
　　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赶到集合地，然后与自动
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
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画像，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装在一个
木架上。
美人玉殒，笑颜不再，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
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
女性气息。
　　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纷纷驻足抬头，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想象那
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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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加入到送葬队伍中。
　　在国际饭店楼上，窗帘后面站着饭店的犹太人经理，紧张地注视着整个场面，不时举起望远镜看
队伍走了多远。
他让饭店警卫做好准备，以免游行队伍控制不住情绪。
　　这个国际饭店充当不了风暴中的避难所。
孤岛即将沉没，国际饭店再高，也不可能避祸。
一切残存的美，都在昨天殒落。
　　送葬队伍往西走去，离万国公墓还有好长一段路。
　　经理转过身来，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手下人交代了几句，就关上房门。
不一会，他出了国际饭店大门，朝送葬队伍方向急急走去，但并没有加入，忽然拐向南，加快了脚步
朝相反方向走。
只要这步子不停下，就会到达一个目的地。
另一个人的埋葬，需要他去处理，送葬的只可能是他一个人。
　　我必须告诉上帝，意料之外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第二章　　于堇坐船到达上海，是1941年11月25日，她从码头直接搭车去国际饭店。
　　轮船拉响汽笛，鸣叫着从黄浦江进港，她扶靠船舷，看着熟悉的外滩，扳着手指数离开上海的年
月，数不清，心里就是不肯数清。
这季节，弄不好，心上都会生冻疮。
　　日本人在码头上没有打旗设警，可能知道这是上海的门面，占领军的形迹，表面上并不很放肆。
十六铺码头楼顶上的国旗，竟然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让人顿生幻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
仔细查看，旗上面有一条黄带子，上面有几个点子看不清楚，她知道那是“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日本人的傀儡南京伪政府萎萎缩缩的标记。
　　旅客有次序地下船，码头上站着各种各样接客的人。
于堇费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
在码头一端，熟悉的上海黑色出租车整齐地排列着，黄包车、三轮车各有其所。
战前十六铺码头乱糟糟地叱喝抢顾客，乞丐小偷混在其中，挑夫更是拼命朝前挤，嚷着抢生意。
这原是上海第一景，此刻在日本刺刀下，倒是秩序井然。
　　行李简便，就一个皮箱，船上侍应生，交给码头上的红帽子，紧跟在于堇后面。
皮箱在那人手中变得很轻，他走得轻快，瞧见人多，便机灵地走到她的前面，不时用手推开挤到她身
边的一些人。
于堇戴着黑色贝雷帽，蓝缎花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淡红色开丝米短大衣。
　　乌云故意冲着这外滩狠命地压下来，气闷得慌。
幸好不时有阵阵海风袭过，爽快了许多。
下船的女人，不像到达一个战争中的东方城市，个个似乎都一步不拉地紧跟着欧洲的最新款式，高跟
皮鞋上的毛呢长短大衣和皮衣，每人各有色各有样。
　　就在这几天，巴黎已经陷落，伦敦正天天挨德军的轰炸，伦敦牛津街MissSelfridge橱窗里的最新时
装，要七张配给券，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买不起，只有这个上海，只有这个外滩码头，才能在全世界炸
弹摇晃中领袖时尚。
　　她跨入出租车，脸上感到雨点，真是赶巧了，车子驶出百米，就听见雷声像锣鼓喧天，闪电蛇状
地起舞，雨水往车子顶上打出切切嘈嘈的声音。
非但不难听，节奏复杂得令人兴奋。
很好，于堇交叠的腿换了一下：上海知道怎么迎接我回来。
　　不一会儿，景色就模糊了：雨水毛茸茸地覆盖了玻璃，像戏里唱俗了的词：行人欲断魂。
　　车子过了九江路，于堇顺手抹抹玻璃上的雾气，出现了熟悉的场景：路人撑着中式伞西式伞，穿
着各色雨衣，小贩挑着担子，戴着斗笠披着雨蓑。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她摇下车玻璃，雨比刚出生小猫爪子还细巧，潮湿的空气中竟有幽幽的香气，
像玉兰，也像栀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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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一动：这是种久违的气味，一个少女撑着一把描红花的油纸伞迎着车子侧身而过。
　　她赶快掉转脸，去瞧街的另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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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爱读张爱玲吗，那就会爱读虹影，文学史上的异数，中国最受争议的传奇作家，她的作品被译
成25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虹影倾力打造的“重写海上花”系列作品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登陆上海卫视、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等各地电视台热播。
　　中国第一本“旅馆小说”，也是中国少见的国际间谍小说，故事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的上海租
界。
“是呀，我只不过是个漂泊者，尘世间的匆匆过客！
难道你们就不是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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