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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战败前夕，原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以其妻赵碧琰的名义在东京购买了大量土地，并藏匿了
大量珍宝。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这笔财产的价值急剧膨胀，蹿升为天文数字。
一些国际财团、江洋大盗、冒险家极尽所能，妄图侵吞这笔巨产。
中国政府费尽周折找到财产的真正主人，通过司法手段，成功追回这笔迄今中国最大的跨国财产。
　　案件尘埃落定，一个改名换姓、被迫以丈夫已逝前妻的名字生活了60多年的女人却浮出水面，走
进人们的视野。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为何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不惜与父母断绝关系，投入一个丧偶男人
的怀抱；她到底是丈夫的挚爱还是其前妻的人影子；而其丈夫——中国第一个获得日本法学博士学位
的青年才俊，为何对大自己十来岁、来自青楼、曾为前清官员小妾的前妻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其中
隐藏着怎样的爱恨情仇⋯⋯　　《东京疑案》的作者泠风，行程数千公里采访当事人，阅读了几百万
字的卷宗档案，揭示了案件背后尘封多年的秘密，同时发现了赵氏家族一段骇人的情史⋯⋯　　据说
这本书还没出的时候已经引起很多影视公司的关注，他们很看好这本书的故事。
百年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命运，中国最大的跨国民事财产纠纷，世间罕见的情爱，对民族的背叛和对女
人的忠贞，巨额财富后的国际阴谋，大案律师的艰苦运作⋯⋯这些编都编不出来的情节却真实发生在
北京的一个家族中，看来，只能让人喟叹历史才是最好的编剧。
当然，能把日子过成案子的家庭实在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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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泠风，本名刘云萍。
属于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上学工作都从未离开过北京的纯北京一族。
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觅得一记者职位，自此步入码字儿的职业生涯。

　　笨鸟勤飞，积腋成裘。
入道以来写下的新闻、科普、传记、纪实、散文、游记、电视剧，小说等林林总总约400万字。
比较经久耐读的有《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始末》、《走进中国太空人培训基地》、《眼睛是怎样看到
东西的》（被收入高三语文教材）、《一场保卫刘少奇主席的鏖战》、《康克清和她的最后一个秘书
》、《谢希德、曹天钦——科海相知半世情》、《思念北京老城墙》等百余篇，大部头儿作品有电视
剧《邓宝珊将军》及《西花厅岁月》、《真情李春平》、《解读北京的符号》等图书6部。
自鸣以当好贤妻良母为正职，闲暇除舞文弄墨外另有读书、侃山、品茗、烹饪、旅游、摄影六大至爱
，偶尔亦顶着“客座教授”之虚名回母校北师大过把教书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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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1年冬 大连大连西周时属于辽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成立辽国郡，大连是其管辖地之一。
这地界儿为什么叫大连，在民间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这片海湾的形状颇似北方人早年出
门常用的褡裢，所以闯关东的山东人就把这里叫成褡裢湾。
另有一说是因为这片海湾盛产大个头的海蛎子，所以早年人们把这里叫成“大蛎湾”——“蛎”与“
连”音相近，渐渐就演变成大连湾。
但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其实，大连之名出自满语——满语中将海称为“达连”，汉人音译过来就成了大连。
大连和旅顺原来合称为“旅大”，曾于1898年遭到沙皇俄国的强行租借，并被命名为“达里泥”，其
正是利用“大连”的谐音与套用俄语的“遥远的”一词之意，将其称之为“遥远的海”。
1905年2月，日本占领此地期间，命令废除“达里尼”，改称“大连市”，自此大连成为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城市。
由于与日本岛水相连，清末，数以千计的日本商户漂洋过海来到大连。
日本商人掘金的热情带动了这个新兴城市的商业繁荣，著名的天津街在那时就颇具雏形。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距大连185公里的庄河打响了辛亥革命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枪，大连成
为庄复起义战备物资的供应地。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使11岁的大连女孩儿耿维馥第一次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产生了强
烈的向往。
1快到黎明的时候起风了，刮得楼下灶间房檐下吊着的几串干咸鱼噼啪作响。
翻来覆去在暖和和的被窝里转了几次身后，耿家二小姐再也睡不着了，她决定合弃还带着温和气儿的
大炕，掀开被子从炕头抓起棉袄套在身上。
穿好棉裤往炕下蹭的时候，耿二小姐小心地瞟了一眼身旁的绿色百折绣幔——绣幔那边睡着她的姐姐
，她似乎一点儿没受到刮风的影响，气息均匀睡得正香。
大概是因为家里开药铺的缘故，耿家两姊妹都是以香气命名，大小姐名维馨，二小姐名维馥。
从表面看，两个名字的取意自然是指“如兰之馨”和“芬芳馥郁”，但往更深一层探寻，则意味着小
姐儿俩都是老耿家的心肝儿宝贝。
让耿喜原夫妇备感欣慰的是，他们的两个女儿没有徒顶“馨馥”之名，姊妹俩不仅长得如花似玉，而
且还都是那类乖巧腼腆可人疼的柔顺性格。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耿家姊妹的最大区别就在两只脚上。
大小姐维馨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三寸金莲，而二小姐维馥则是一双人见人叹的天足大脚板。
此刻，耿维馥怕吵醒姐姐，正悄没声息地移到炕沿边上。
她蹁下一条腿小心地勾起一只鞋套在脚上，接着单脚着地拎起另一只鞋。
不知为什么，耿维馥在穿第二只鞋的时候愣了一下神，她歪头望着不远处炕沿下两只还没有巴掌长的
小脚绣花鞋，又看看整齐码放在炕凳上的那堆裹脚布，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她不需要每天像姐姐一样把那堆窄布条一层层缠在脚上，然后再费劲巴拉地把脚硬塞进那
双粽子模样的小鞋里。
到目前为止，耿维馥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忍见到的就是她姐姐的那双脚，五个脚趾被硬生生地压断后像
烹过的鸡爪一样斜溜着贴附在脚板上，脚心窝成弓形，脚面却似龟背。
她知道，如果没有那些又窄又长的烂布条子一层又一层的支撑，姐姐那双号称钗头莲的小脚根本就无
法在地上行走一步。
耿维馥很为这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惋惜。
姐姐只有15岁，可是已经足足地当了10年小脚女人，且不说因为这两只小脚她牺牲了多少外出玩耍的
乐趣，单凭她每天早晚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伺弄这双脚就看着让人心里发紧。
耿维馥不待见小脚，真正的原因是她也尝过裹小脚的苦痛。
耿维馥裹过两次小脚，每一次都被她折腾得没有结果。
第一次裹小脚时她刚刚5岁，那时候她奶奶还活着，全家人还没从山东蓬莱的乡下迁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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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二孙女在转年春节时和她姐姐一样穿上一双又尖又窄的过年鞋，那年中秋，也就是耿维馥过
生日那天，在祭完天地吃完月饼之后，她被奶奶哄到祠堂里，和几个同龄大小的女伴一起在一盆药汤
里泡了好长时间的脚，然后就由一个大婶把她的脚用长布条子裹了又裹，最后还细针密线地把那些布
条一直缝到她的小腿上。
那天晚上，热辣辣的痛让耿维馥睡不着觉，她又哭又闹最后拿起剪子四处乱扎，闹得她娘心疼得跪下
直求奶奶：“孩子太小，让她再过一年好日子吧。
”耿维馥的哭闹和她娘的乞求奏了效，她总算暂时从那堆裹脚的女伴里逃脱了。
第二年中秋节那天，耿维馥早早就跑到镇西头的娘娘庙躲起来，可是最后还是被家人找到了。
转天下晚，她又像头年那样经历了一回刻骨铭心的惨痛，而且一下子就是3天。
但是3天后耿维馥的奶奶死了，是心口突然疼痛引起的猝死。
为了送殡，娘将耿维馥脚上缝的布条子暂时摘下来。
谁也没想到，在埋葬了老奶奶之后，一向蔫不溜秋的耿维馥一头撞在土坟上，她说谁再让她裹小脚她
就随着奶奶去死。
耿维馥的爹娘当然合不得女儿死，可老家的习俗又容不得不裹小脚的女人。
后来，还是耿维馥在镇上药铺管事儿的爹拿出主意，为了二女儿不再裹小脚，他带着一家老小从胶东
迁到隔海相望的大连湾。
大连那地方满族人多，满族女子是不缠足的。
在这里，耿维馥再也没有了被人按在炕上往脚上硬缠破布条子压碎骨头造金莲的苦痛，倒是她娘和姐
姐的两双小脚在这地界儿成了让人稀罕的街头小景。
要知道，耿家迁入大连的时候，日俄战争结束还不到10年，有了“大连市”的称谓也不过两年多一点
，那阵子，老毛子、日本人在街面上比比皆是，他们对于从关内来的裹脚中国女人的好奇更甚于满人
。
推开屋门走到廊子里，耿维馥四下看了看。
她哥哥住的那间房门虚掩着，不用问，她知道哥哥一定和爹到药铺里去了。
朔风凛凛，打在脸上扎呼呼的，耿维馥赶紧把抓在手里的中长棉袍套在身上。
虽然陡然变天，但耿维馥不想改变计划。
她昨天和同学赵欣然约好，今天要一起去挖海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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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律师制度回复以后，我重归律师队伍，接办了两个大案：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丰犯陈伯达做
辩护律师，为赵碧琰留日财产案做代理律师。
后一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仍是我国诉讼时间最长（20年）、涉案金额最多、取证难度最大的跨国民事财产纠纷案。
泠风不惮辛劳，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写成本书，真实记录了财产的来历和办案始末。
希望它能给有志于法律的学子提供借鉴。
　　——赵碧琰代理律师，原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傅志人本书中与20世纪同龄的赵碧琰老人是疼
爱我的祖母。
我亲历了其财产的回归过程，也是财产的继承人之一。
胜诉后，祖母有很多感触，她没想到要证明自己是自己竟如此艰难。
如果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没有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那财产的回归简直不可能。
几十年来，对廖承志先生的感恩化成了敬仰，对国家许多部门的努力也由恩谢化为尊敬，我们作为后
辈将老人的教诲常铭于心。
财产总额的80％已由祖母做主献给了国家。
我们赞赏老人的决定，也愿此捐献能为祖国建设尽绵薄之力。
　　——赵碧琰长孙，赵碧琰财产继承人之一 赵昭明明明知道这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但阅读中
仍然备感疑惑。
如此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情节，莫不是作者虚构的故事？
其实也不必疑惑，因为历史才是最优秀的“故事大王”。
它制造了多少精彩的故事，又将这故事藏匿在历史的缝隙里。
“东京疑案”就是藏在历史缝隙里的一个精彩故事。
泠风凭着非凡的叙述能力再现了这段历史。
东京疑案看似只是一桩赵家财产官司的个案，但它反映出的历史步履之艰难，足令人们深思。
　　——著名文学评论家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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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京疑案.老卷宗之赵碧琰留日财产案》：一个顶着丈夫亡妻名字度日的悲剧女人，一桩抗战胜利前
夕藏宝东京的家族秘密，一笔各国大小骗子极度窥视的巨额财产，一件曾在亚洲地区引起轰动的跨国
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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