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外部看， 这栋两层的建筑依然保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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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6日， 德国军备规划
局在柏林组建了由著名物理学家维
尔那·海森贝格、 奥托·哈恩为首的
核研究机构———铀协会 ，这标志着
德国正式将“铀规划”纳入了军事科
研轨道。

1940年5月， 德国征服挪威和比
利时，由此控制了欧洲惟一以工业规
模生产重水的挪威维蒙克工厂，并获
得了比利时矿业联盟公司库存的
1200吨精选铀矿，这个数量几乎占当
时世界铀矿总数的一半。

1940年12月，德国建成了它的第
一个研究性原子反应堆，并掌握了金
属铀的提炼技术。

为了阻止德国的研究计划，英国
决定实施破坏行动。 他们决定首先摧
毁维蒙克工厂的重水储备设施，从而
断绝德国生产核武器的重要原料。 为
此，他们制定出一个代号为“新手”的
作战计划，空投伞兵并炸毁维蒙克工
厂。 但由于天气和使用滑翔机经验的
不足， 致使行动失败，40多名伞兵全
部牺牲。

1943年2月26日， 英国又实施了
新的代号为“炮手”的计划。 6名特工
被秘密空投到维蒙克工厂附近的地
区，他们潜入守卫森严的工厂，将炸
药安放在工厂的要害部门———重水
浓缩车间，然后迅速撤离。 德军生产
重水的主要设备和一吨左右的重水
被摧毁了。 不料，仅仅八个月后，德国
就恢复了重水的生产。 但这次行动的
成功还是为盟军的最后胜利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

随着更多国家的介入和更多战
场的开辟， 形势对德国越来越不利，
德国加速了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
1943年，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命令
美国驻欧洲的空军轰炸维蒙克工厂，
这次轰炸给维蒙克工厂以致命的打
击， 使其几乎完全丧失了生产能力。
面对这种局面， 德国也迅速作出决
定，把秘密储藏的重水和生产设备运
回德国继续工作。

盟军获悉了这一消息后，马上作
出反应。 他们很快就搞到了重水和设
备运输所行的路线，并派出特工在运
输轮船所经过的深水区放好了定时
炸弹。

当德国的运输轮载着那些 “宝
贝”经过时，炸弹准时爆炸了，重水和
设备全部葬身海底。 盟军在经历了千
难万险后，终于彻底摧毁了德国的原
子弹制造计划。

摘自《合肥晚报》

二战德国原子弹
为何没有研制成功

原子弹爆炸 （资料图）

近日， 在上海市虹
口区实施旧改计划过程
中， 一座曾用于原日军
慰安所的建筑“海乃家”
的拆留问题， 引发社会
关注。 虹口区官方回应
表示， 该建筑不具备文
保建筑的身份， 但目前
拆除工作已暂停， 并已
邀请有关专家和文保机
构进行重新评估，“不管
拆与不拆， 都会做好有
关记忆的保护工作”。

作为日军侵华及“慰安妇”制度的
重要罪证， 曾经的慰安所在我国多地
都有发现。 如何保存这段特殊历史记
忆？虹口“海乃家”再次触及这一问题。

原日军慰安所“海乃家”
拆除暂停

上海虹口区公平路上， 有一个小
小的里弄公平里。 从里弄的入口一直
走到底，就能看到一座由两层楼相接
围起的石库门院落 。这个住了十几
户人家的院落 ，便是在二战期间曾
经服务于日本海军军官的慰安所 “海
乃家”。

作为被纳入计划的旧改项目，公
平里从去年11月10日开始征收， 首日
征询就达到85%的签约成功率。近期，
里弄开始拆迁。

2月 22日， 作家陈丹燕在朋友圈
中发出一张老式里弄的照片，并称“虹
口区正在拆除旧日本慰安所海乃家旧
址，不应该。”一时间，“海乃家”遭拆的
消息广为传播，引发社会关注。

虹口区新闻办回应表示 ，“海乃
家” 所在的公平路425弄12号地块，规
划用作附近澄衷中学扩建和市政道
路。征收前，曾征询过文物部门意见。
根据国家和市文物局有关规定， 按照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名录，该建筑不具备文保建筑的身份。

不过 ，媒体报道后 ，拆除工 作 已
经暂停 ，虹口方面已经邀请有关专
家 和 文 物 保 护 机 构 对 此 建 筑 进 行
重新评估。记者在“海乃家”现场看到，
院落大门紧闭，已无拆迁作业。

“海乃家”服务的是日本
海军军官

资料显示， 这栋房子建于20世纪
20年代， 主人是一位广东籍的纺织厂
老板。 “八一三” 事变爆发后， 屋主
逃亡， 房屋被日本海军占领 ， 并 被
移 交 给 曾 服 役 于 日 本 海 军 的 日 本
军 官 坂 下 熊 藏 。 双 方 订 立 合 同 ，
坂下每月向海军支付5日元房租， 经
营这家名为 “海乃家” （海の家） 的
慰安所， 并享受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军
属待遇， 慰安所所需的物品均由海军
提供 。 1939年 ， 经装修后的 “海乃
家” 正式经营。

“海乃家” 是一家高级慰安所，服
务的全部是日本海军军官。 除在日军
掳来的中国妇女中挑选“慰安妇”外，
还有朝鲜女子和日本女子。 为扩大经
营规模，“海乃家” 还在附近开设了一
家“别馆”，到1940年时，“海乃家”共有
“慰安妇”40人， 其中来自日本和朝鲜
的各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

这些资料来自坂下熊藏的儿子坂
下元司。他在1944-1945年间协助其父
经营“海乃家”，并写下了 《从军慰安
所 “海乃家 ”的故事 》。他还公开了
他所知道的慰安所内幕和细节。

特殊历史记忆如何保存？
“海乃家”所在的公平里，一共有

200多位居民。这里的住宅 ，房龄严重
老化 ，很多居民没有独立的煤卫设
施 ，生活条件恶劣 。居民们 对 通 过
动迁改善居住条件抱以热望 ，这从

征询时的高签约率可见一斑。
但作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海

乃家”又不同于一般的老旧住宅。在日
军侵华时期， 虹口曾是其势力范围。
目前， 上海经确认的慰安所就有166
个 ， 其中虹口有30多个 。 在 “海乃
家” 附近住了几十年的老居民李景芳
期盼早日动迁， 但也同时记挂着慰安
所能否保留，毕竟“以前每年都有人过
来参观的”。

近年来， 各地重视慰安所等历史
遗存的保留。比如，南京将中国大陆首
座经 “慰安妇” 亲自指认、 以 “慰安
妇” 为主题的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
馆建成纪念馆， 并于去年12月对外开
放。 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1702弄的日
军在海外的第一家慰安所旧址 “大一
沙龙”，也已列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登录点。

此前，了解到“海乃家”即将拆除
时，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曾带领学生前来紧
急抢救了门板、 窗框等在原书中曾被
描述的物件，“希望将来建立‘慰安妇’
纪念馆的时候可以向世人展出 ”。不
过，他也表示，日军慰安所大多设在中
国， 我们有责任将其中的典型保存下
来， 但也没有人主张过所有的慰安所
都要保存。

虹口区文化局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海乃家”拆与不拆 ，都会做好有
关记忆的保护工作 ，比如对建筑信
息 做 好 记 录 ， 对 人 文 价 值 进 行 挖
掘 ， 与文物专业保护机构商讨加强
合作等。 摘自《北京晨报》

曾经的“慰安所”是拆是留？

■史海钩沉

柳下惠不姓“柳” 下里巴人不是“人”
因为“坐怀不乱”的故事，许多人

记下了柳下惠这个名字。 柳下惠姓柳
名下惠吗？ 不，他不姓柳。 《辞海》载：
“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
氏，名获，字禽。食邑于柳下（古地名）。
私谥惠，故称。 ”

所以 ， 柳下惠本来的姓名是展
获， 或展禽， 因封邑在柳下， 谥号为
惠， 后人尊称他为柳下惠。 《国语·
鲁语》 记载， 柳下惠批评鲁国的执政
官臧文仲命国人把海鸟当成神来祭
祀 ， 是随意使用 “国之祀典 ” 的行
为， 使臧文仲最终认识到错误， 放弃

了草率的祭祀行为， 故柳下惠以讲究
礼节著称于世。 孟子十分佩服柳下惠
“坐怀不乱”的美德，在《孟子》一书中
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因此，柳下
惠又被称为“和圣”。

不过，柳下惠虽然原本不姓柳，却
成了百家姓中“柳”姓的得姓始祖。

在我国古代文化中， 这样容易产
生误会的事例还有很多。 我发表过一
篇名曰 《一朵花凋谢了一个王朝》 的
小文，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
国古代， 尤其在宋朝， 戴花是无论达
官显贵还是下里巴人、 女人抑或男人

都特别热衷的事情， 风靡一时。” 我
在文章里， 把 “下里巴人” 一词当作
与 “达官显贵” 相对应的人， 却是用
错了。

《现代汉语词典》对“下里巴人”是
这样解释的：“战国时代楚国的民间歌
曲，后来泛指通俗的普及的文学艺术，
常跟‘阳春白雪’对举。 ”至此，我才知
道原委，“下里巴人”不指“人”。虽然如
今也有很多人以“下里巴人”指代自己
作为自谦语，但写到文章中传播，就不
能错用而贻笑大方了。

摘自《知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