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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发了一则朋友圈：他的台州老乡王文中先生在群里“晒”出母亲保存

了七八十年的老照片，其中有她数十位学生的肖像。老人家叫李云仙，当年曾在黄岩和路桥的学校任教，每张

学生照片下面她都细心地写了名字。

钱报记者随后联系了王先生，毕业于浙大的他，如今是浙江理工大学一名退休教师。

他说，这批照片是他最近在整理母亲旧文时发现的，虽然时间过去久远，但人像还蛮清晰的，希望通过钱报

找一下照片里的旧人，或者有他们的后辈认出了名字和样貌的，也都欢迎来联系，他希望把照片物归原主。

这个“寻找”的消息，被钱报记者首先发布在了浙江24小时APP上，没想到，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有个

叫汤祥生的，天台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担任过县教育局局长，他女儿曾是我的学生。”虽然这则消息来得有

些辗转，但王文中还是托人循着这条线索去追了。

如果照片里有你认识的人，可以拨打钱报热线96068留言给我们。

她保存了80年的学生老照片，儿子希望能归还给后人

这些孩子中
有你认识的人吗

本报讯 如果在杭州营造一块“神秘”之

地，你会选择哪里？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8月8日，编剧柴红兵把他的新作《展狼历

险记》的影视改编权给了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

这是一部长篇动漫小说，浙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讲述了一匹叫展狼的草原狼闯入杭

州寻找恩人春萌儿的故事。

柴红兵长期生活在杭州，他让展狼的故

事也走进了杭州：南山路、西湖、保俶塔、朱家

老宅、西溪湿地、胡庆余堂⋯⋯展狼出没其

中，进行“冒险之旅”的同时，也给杭州之外的

读者打造了一套游玩攻略。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为一个拟人化的动

物形象写一部长篇小说，《展狼历险记》的故

事不局限于儿童，就像《疯狂动物城》，蕴含着

感动每一个年龄段人群的人文力量——

杭州动物园的山后，有一个神秘的“精灵

村”。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小精灵们幸福和美

地生活着。没想到，各种角色的闯入，让精灵

村遭遇了一场生存危机；

胡庆余堂的地底下，有一个精巧考究的

藏宝库，不为后人所知。由于一块被宋徽宗

画了“老鹰”的魔绸，藏宝库与精灵村联系到

了一起；

城北热电厂的大烟囱下，有一个叫“风

口”的地下集市，这里是动物们的商业乐园，

三教九流聚集于此，吃喝玩乐⋯⋯

这些大开脑洞的创意，将读者一次次引

入跌宕起伏的讲述中。

聊到灵感来源，柴红兵说自己在2005年

时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女孩救了一匹野狼，野

狼知恩图报，承担起护卫女孩和家里羊只的

任务。之后 7 年，他一直处于有意无意的酝

酿之中。特别是有了女儿之后，家里逐渐多

了儿童读物，看得多了，他就有了一个想法

——自己是否也能创造一个像米老鼠那样的

动漫形象？讲好一个有关动物的故事？

在女儿的鼓励下，他最终开始创作：“《展

狼历险记》是一部关于感恩和义气的动漫小

说，传达的是对朋友义无返顾的情义，以及族

群之间和平共处的感情。”

本报记者 孙雯

西湖边，有“狼”出没
这位编剧要在杭州打造“疯狂动物城”

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分别是 1932 年和

1944年。

1932 年，16 岁的李云仙还是“杭州高级

中学”一年级学生。

在杭高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1929

年，浙江省立一中高中部与省立高级商科等

校合并，在贡院成立全省唯一的大型高中，简

称“浙高”，分设普通（文、理）科、商科、师范

科，校长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浙大校长蒋梦

麟兼任。1933 年 8 月，浙高改名浙江省立杭

州高级中学。

李云仙读的是师范科。1932 年暑假，

她回到台州路桥的老家。当时，路桥有一

位叫林觞池的女士，丈夫是某航校的教员，

公务缠身，常年不在身边，她自己教育四个

孩子力不从心，就请李云仙来做家教，辅导

孩子。

所以林女士的四个孩子，是李云仙第一

批学生。“母亲 1947 年到杭州后，就再也没

有回过路桥，但两人的书信一直没断过。”

王文中说，林觞池与李云仙的友谊维系了一

辈子。

大约 1993 年，王文中陪母亲、舅舅回了

一趟老家，林觞池还写了一首题为《赠李云

仙》的诗——

远道亲来看旧人，潭深不及待吾情。

白头相对还相慰，别易见难期自珍。

风微天晚送云仙，千里相逢岂偶然。

临别依依无一语，缠绵情意慰残年。

另一批则是 1944 年路桥中学的学生照

片（左图），从这些照片背面的文字可知，都是

学生赠予李云仙的留念照片。

而在母亲的文字间，王文中也发现了几

十年前的一些教育往事。

比如，李云仙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一九

四九年暑假，杭州市小学教师集训之后，我

进入杭师附小教书。那个时候，钱王祠及附

近的荒地很多，有一处叫郭家河头的地方，

住着一批棚户，房子就是个半圆形的船篷搭

的，一家人从篷筒头出入，靠摸螺蛳过活。

我们就逐门逐户家访，动员他们送孩子上

学，并准备办民众教育实验班，到那里去送

教上门。

“母亲当了一辈子老师，在不少学校工作

过，教过许多学生。不管时间长短，她对学生

的关怀一直持续，而学生对她的爱戴，也始终

围绕着她。这是我母亲最感欣慰的事情。”王

文中说。

本报记者 孙雯

更多文图

下载浙江24小时阅读

（原图中附有姓名，但因为笔迹

缘故，生怕有误，大家可以在

APP上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