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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朱家恺　　承蒙李浈教授的厚爱，要我为《幸余生》写一篇序言，我自知
知识面窄，能力有限，只能请李教授赐我一份草稿，先学习受教育以后再说。
的确，拜读以后，觉得非常振奋，一口气手不释卷地把全书看完，看完一次再看第Z-次，感慨万分，
受教育颇深。
过去的一些思想面目为之一新，我认为我们要重新评价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是对国民党的抗日将领在抗日救亡工作上的评价，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我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一直认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正值“东三省”沦陷的1932年，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却筹划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一而再，再而三
，到第五次围剿虽成功，却引出轰动世界的万里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改变态度要抗日，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还发动三次反
共高潮，包括一次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最后迁都重庆。
而共产党抗日态度非常鲜明，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大大小小作战9.2 万次以上，俘敌伪军110万人
，建立15个抗日根据地。
看完《幸余生》后方知国民党内也有抗日名将如李汉魂将军，在广东韶关、汕头等地南征北战，建立
了赫赫的战功；同时在韶关支持其夫人吴菊芳建立了儿童教养院、妇女生产工作团、力行中学等，让
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难童及难妇不仅有栖身之地，还有食有住，能生产自救，生活军事化，而且有
组织有纪律、听指挥能吃苦、精神饱满、身强力壮、亦文亦武、能歌善舞，给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我们在衡量抗日的功过时，要区分国民党当局领导与所属的抗日名将有不同的看法，不能一棍
子打死。
　　其次，作品里还记录了许多在儿童教养院、妇女生产工作团、力行中学等培训过的难童、难妇的
成长历程。
特别是部分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因为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问题，蒙受了不正常的待遇，受关管、批
斗、劳动改造，这主要是当时推行“左”倾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产物。
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社会上大破“四旧”，可以大胆怀疑、不经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就下定论，
使本来很好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了，再加上社会上又分成两大派别，相互指责，从“文斗”发展到“武
斗”，其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固然首当其冲，旧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港澳台的家属、
为英美有关单位服务过的留用人员、民族资本家、“臭老九”等都有被冲击的可能。
我是从头到尾经历了这场“十年动乱”，我全家都是受害者，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故我对书中里所列举的事实，深表同情，完全可以理解。
所幸的是在拨乱反正中，历史终究还了我们的清白，让我们还能重上征途，补偿十多年的损失，这已
是万幸了。
　　最后，曾经参加过妇女生产工作团的陈竹老大姐在其文章中写得非常好，谨录一小段来结束我的
序言：“在人生路上，‘左倾，顽石也给我们吃过一点点苦头，但和先烈、前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呢？
就当做是慈母偶然一次轻轻给我打一巴掌吧！
我从未因此影响工作情绪，也不怨恨当时的处事者。
我不但自己想得开，而且还会关心有关类似情况的同志，互相鼓励，共同向前看，我们的共识是：一
个革命者，不论环境逆顺，都要喜国家之喜，忧国人之忧。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不变初衷，一颗红心共建和谐的大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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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余生：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延续了《讲述历史——抗日难童的真实人生》一书的基本架
构，即以时间为线索，把从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中国至今70多年的时间跨度分成几个重要的历史阶
段，并各自为章。
通过儿教院校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述和回忆，勾勒出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所收养的难童这一特殊群体
的集体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命运，该书在相似的历史脉络下，进一步充实了儿教院校友对自
己一生命运的叙述，并对叙述对象进行了进一步的挑选：把《讲述历史——抗日难童的真实人生》一
书中近30位叙述者缩减到该书的近20位叙述者，其中有10位儿教院校友的自述几乎贯穿了全书九个章
节。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全书这近20位叙述者的故事里触摸到儿教院这个特殊群体的鲜活脉搏；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从不同叙述者的故事里体味到千姿百态、可歌可泣的不同人生
轨迹。
儿教院的历史并非由某个人所造就和书写，它是由成千上万的抗日时期的难童和老师们的命运拼贴而
成，只有了解了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生命历程，我们才能了解真正的儿教院，这也是《幸余生——抗日
时期难童人生纪实》这《幸余生：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希望带给读者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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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浈，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和行为科学的教授，国际顾问，汕头大学
客座教授，南京人口管理学院、昆明医学院及广东医学院荣誉教授。
李浈博士是李汉魂将军与吴菊芳女士的长女，著述颇丰，曾著有《来自西方的知识：公共卫生与医疗
》、《来自西方的知识：营养与食品》、《来自西方的知识：健康教育》、《云南农村妇女之心声》
、《合作与参与——中国云南妇女健康与发展》、《花开梦怀》、《讲述历史——抗日难童的真实人
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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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自小生长在一个很封建、重男轻女的家庭，在我14个月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民国15年（1926年），孙中山先生自广东率师北伐，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倒台，我父亲即携后母逃离北
京。
他们先逃至天津，搭船由海路到上海，再由上海乘江轮抵宜昌。
一路辗转，逃回老家。
　　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
我父亲遂成了前朝遗老，赋闲在家无事可干。
他官做久了，习惯了热闹和随从的逢迎拍马，回到宜昌，耐不住寂寞，时常外出，或带一大帮朋友来
家玩。
他同当时许多官宦商贾一样，染上了鸦片瘾，每天要抽二两膏子的鸦片，另外还要消耗三盒三炮台的
纸烟，每天上午睡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烧鸦片烟，当时一袋烟才两块光洋，而我父亲每天消耗在鸦片
烟上的费用就要十三四块光洋。
他在家里抽还觉得不过瘾，家里无客人来，他下午还必去鸦片馆消磨一两个小时。
由此可知，他鸦片瘾之深。
　　有客来就是一大帮，多半是他的清客，他学古代孟尝君喜欢养清客，有人围着他拍马屁他就高兴
。
这些清客来家玩时也真热闹，门口的堂屋放着一长桌，几个人在那赌骰子，房里有几桌人在抓纸牌（
长条形的类似扑克牌的赌博游戏）。
家里人声鼎沸，烟雾腾腾。
　　最使我不快的事是父亲在家就要我为他烧鸦片。
为此我书也读不成，他不在家我就去学校，在家我就不能上课，如是读读停停使学业大受影响，直
到17岁才把小学念完。
父亲的理由是女孩不该抛头露面，没必要多读书，其实那时家境好的小姐上学校读书已较普遍，父亲
只是要我侍候他烧鸦片而已。
我心里颇不甘愿，可又父命难违，只好顺从。
由于这缘故，我自小对抽烟深恶痛绝，有时我犯了咳嗽病，家里人说抽口鸦片就好了，我坚决不碰。
后母的丫头小喜也染上了鸦片瘾，整天呵欠不停像睡不够的样子。
父亲在家的另一个习惯就是看书，他很爱看小说，看书的速度很快。
他的眼睛深度近视，看书时把书本贴近鼻尖才看得清，他手握书卷，上下快速移动，远看如同在用书
擦鼻子，因此当他在看书时，家里人就说“又在擦鼻子了”，这是他唯一安静的时刻，我虽是独生女
，但他跟我讲话还是很少，我们之间一直缺少沟通，他也没想到应该把他的学问教授些给我。
　　他时常出门，出门就好多天才回来，跑得较多的地方是武汉，有几次也带上后母和我一起去，在
那里呆上几个月才回来。
他不在家时我便可不为他烧鸦片，还可以天天去上学。
　　父亲奔回宜昌的那年冬天（1927年），祖父不幸病逝，祖父是所有长辈中和我最有感情的，他的
去世让我很伤心，因他无孙子，我就穿上男孩服装，扮作男孙，披麻戴孝为祖父举丧。
我和父亲在门口迎候前来吊丧的亲友，他们跪拜祖父时，我和父亲就陪同跪在旁边磕头答礼，家里还
请了一班和尚来做道场，为祖父的亡灵念经超度，道场做了三天，祖父的遗体入棺后，也安葬于祖坟
所在地古犹亭。
　　不到一年，祖母也相继病逝，丧事也免不了有一番铺张。
　　岁月流逝，不知不觉中我已是“及笄年华”，成为待字闺中的小姐，小学总算读完，升上了初级
中学，于是我进入宜昌女中。
学校要排戏，选我去演主角，父亲知道后不但不让我去演戏，连学校也不让我去了，只许我闭门在家
，除了停学，还不容预闻外事。
在中国的旧观念中，戏子是个“下贱”的行当，尽管有许多人爱看戏，但吃“开口饭”（指演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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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被人看不起，因此即使在学校，业余演戏也被父亲“封杀”。
在家停学一阵之后，我才又转入教会办的爱欧拿女中学习，在18岁那年，我的人生大事也不期然地悄
悄降临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的曾祖父吴廷华，生于清道光年间，1851年兴起的洪秀全太平军于1854年
攻占了泾县，曾祖父当时不到20岁，他就在此时离家从军，他这一走改变了我们吴家的命运。
　　曾祖父吴廷华先投军于湘军李续宜。
时湖北巡抚胡林翼，尤重曾祖父吴廷华，在咸丰九年（1895年）九月胡氏“用廷华以治军旅”升廷华
为大统领，率湘军五营，独成一军，直属胡林翼，称为抚标。
清朝咸丰皇帝死于承德后数日胡林翼也吐血而亡，此时曾祖父吴廷华即隶属于湖广总督官文。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同治之年秋致函官文称：“皖南岌岌可危，万不得已，请调吴廷华来皖协防
。
”于是曾祖父离乡8年后遂复至皖南，驻守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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