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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在《西行漫记》中真实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而蜚声世界一样，另
一位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Theodore.H.Whete）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也因真实地报
道1942年河南大灾，写下了他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白修德（1915-1986），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自幼家境贫苦，当过报童，靠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历史系，后来转入该校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
史。
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
1938年大学毕业后，他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便来到亚洲。
1939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来到重庆，负责新闻部的专栏。
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
　　《时代》周刊是美国纽约的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刊物，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山东曲阜，对中国怀
有很深的感情。
抗战期间，《时代》周刊对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消息报道最多，重庆政府也把它视为“知己”。
1941年5月，卢斯夫妇到重庆访问时，蒋介石亲自为他们举行盛大宴会。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事隔一年多之后，恰恰是《时代》周刊，登载了白修德披露河南大灾的报道，
使蒋介石政权在国际社会颜面扫地。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战，白修德起初在发往美国的新闻稿中，对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一味赞扬。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
正发生大饥荒，便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寄回美国发表。
这是对河南灾情较早的报道，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随着隆冬的到来，河南的灾情像一场没有及时扑救的大火般熊熊燃烧起来。
　　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灾而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
当局严密地封锁新闻，反而激发起白修德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
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
险来到河南，在这里，他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般的惨景⋯⋯　　他们从洛阳走到郑州，对灾区
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实地考察。
据白修德估计，在灾荒中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有300万一500万人！
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返回重庆途中，便在第一时间从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
示大灾真相的新闻稿。
按规定，凡是发往国外的新闻，必须先发到重庆经过检查，但勇敢的电报员为了让河南灾荒的真相大
白于天下，居然不顾一切地直接把它发到了美国！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试想，当一个政府管理下的人民，居然到了饿殍载道、人自相食的地步，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信用可
言？
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竞责令《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
斯解雇白修德，卢斯当即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白修德不仅真实地报道了豫灾，而且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直接见到了蒋介石，向他面陈大灾的严
重性，请他立即下令赈济。
蒋介石对于这个莽撞的美国小记者非常头疼，他起先佯装对灾情不知，继而表示不信。
白修德步步紧逼，并让等候在接待室外的哈里森·福尔曼拿出在河南灾区拍摄的野狗刨食死尸的照片
给蒋介石看。
在事实面前，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灾情严重，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开始下令救灾。
　　通过这一事件，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先是崇敬和钦佩，继而是可怜，随
后是唾弃”。
他认为，这位统治者“对他的人民毫无用处”，国民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中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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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ty—A Personal Adventure）
，用相当大的篇幅追述了这段往事。
他称这场大灾是他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中外文化的交流，白修德的回忆录被介绍到中国，1942年河南大灾的真相从
一个新的角度被披露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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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场浩劫，至少3001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然而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书上竟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如果你被《1942：河南大饥荒》中的内容所震撼，别忘了，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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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不应遗忘（代前言）一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十万火急大逃亡等待收成河南大灾：最为
刻骨铭心的记忆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二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张高峰关押在78军的一段际遇三南阳有家《前锋报》重重灾难下的豫北灾区系
列通讯与《豫灾剪影》《豫灾剪影））序言《豫灾剪影》重印后记跟踪豫灾的《前锋报》社评与时论
四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关于《河南浩劫》的话为
民呼吁，为民辩诬3亿元救命款被用作贩运私货200万元赈灾款之谜38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五河南灾民
的斑斑血泪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难忘的1943年唐河的“人市”难童学校
生活回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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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但也有些将领把部队的给养削减一半，像汤恩
伯，还在军中建立了孤儿院。
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使另一些为官清正者闻之羞愧难当而潸然泪下。
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
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
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
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
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
　　食物就是唯一的信念，饥饿就是唯一的命令。
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
于是投机商们便在早春时节光临灾区，带着他们的粮食和法币来收购土地了。
田地的价格压低到20磅或30磅小麦一亩，然后被买走。
如果付现款，每亩则只要16磅到18磅小麦的钱就能成交。
　　人们如果还能保持一点理性的话，仅仅是由于还能认同这里那里的个别官员、职员和领导人，他
们还在毫无希望地尝试着扭转局面。
在郑州，有个官员发给难民家庭一个上面盖了红色印章的小布块，说这是通行证，如果能走到铁路终
点的话，就可以凭着此证免费乘坐火车往东边逃难，但他却无力随通行证一起发给难民一些食物。
即使其中最好的人也变得残忍了，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个培训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军官经不住
野蛮贪欲的普遍诱惑，到一个荒弃的村庄去打劫。
此事激怒了他们的长官司令胡宗南，他下令把三个年轻的抢劫者拉到沙地上活埋，并且马上就执行了
。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
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大多数的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
。
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
供的秩序。
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
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
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残暴的，但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
只要共产主义理念能承诺他的政府施以任何仁政，那么，就和我成长于其中的仁慈、自由理念毫不冲
突。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
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红色的桃花，眼前又
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
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幽幽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
备。
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
仅仅几百英里之遥，但这里不仅和恐怖完全隔绝，而且没人知道河南所发生的一切。
　　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
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
甚至于蒋介石对河南大灾的了解也仅限于那里食物短缺，他已经批准了2亿法币进行救援。
　　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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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
人民正在死去！
”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
论。
实际上，在河南灾区我已经急不可待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
电报局向外界拍发了出去。
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
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
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发到纽约的。
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一些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
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
于是，河南大灾的消息轰动了，它刊发在最热心于报道中国事态的《时代》周刊杂志上，接着传遍了
整个美国。
蒋介石夫人此时正在美国访问，这个报道使她非常恼火，她要求我的上司亨利·卢斯开除我，但遭到
卢斯拒绝，他说我的报道为他增添了光彩。
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争论，那是后来的事情。
　　在重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争议的焦点。
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了新闻检查，还有人控告我和电报局的共产党串通，偷偷送出了消息。
我曾经通过军队情报系统给史迪威将军送过报告，也上报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还给中国的国防部长
呈递过报告（他坦率地告诉我，要么是我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在对我撒谎）。
我向毫无实权的中国司法部长求助，他说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
那位四川省的省长，一个很和善的人，也这样对我说。
　　我们花了5天时间，还是通过备受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才和蒋介石联系
上。
宋庆龄在家族的排序中，是蒋介石夫人的二姐，她坚持一定要让这个大独裁者接见我。
孙逸仙夫人是一个体态优雅的女人，但她的精神却在革命生涯的磨砺中变得非常坚强。
她安排好了约见，又在最后时刻给我一张便条。
“我听谢’，她写道，“他（蒋）刚刚做过一次枯燥沉闷的长途视察回来，心情非常烦乱，需要休息
几天。
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
我说的那样。
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
转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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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致新挖掘、抢救、整理和汇集了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的材料，并配以生动的照片，真实还原了
那段惊心动魄、复杂曲折的充满辛酸苦涩的历史史实，试图探究那场大灾的真相及前因后果，给后人
钩沉历史并警世。
全书资料翔实，数据可信，图片深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感知历史，并记住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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