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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度人民，在我国抗战艰苦困难之际，不远万里，派遣了他们的优秀子弟援助我国。
柯棣华大夫不避艰险，坚持在中国战争最剧烈最残酷的敌后，执行印度人民的委托，这呼崇高的国际
主义和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珍
重与发扬的。
世界反法西斯人战争的胜利，亚洲人民的解放，无疑地要领依靠人民的这种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得
到。
    柯棣华大夫已为反法西斯、为中国民族与印度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了。
他的遗体，将与千万烈士一道埋葬于中国的土地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无数的战
士，将补充到他的岗位上，继续这个为中印人民求解放的斗争，取得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传记文学《异国情缘———我与柯棣华》一书由解放军出版
社出版，以缅怀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的不朽业绩，纪念柯棣华大夫
逝世63周年。
该书是由九秩高龄的柯棣华夫人郭庆兰女士口述、年逾古稀的大连市作家徐宝钧先生整理共同创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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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庆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的夫人。
1915年生于山西省汾阳市。
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医疗卫生工作。
1941年11月25日与印度援华医疗柯棣华大夫喜结连理，1942年8月月23日喜得一子，晋察冀军区聂荣臻
司令员亲为其取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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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岁月悠悠，花开花落。
    年华似流水。
缓缓地可又急匆匆地逝去，屈指算来，我已经九十岁了。
九十年三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对浩瀚的宇宙而言，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我这个饱经风霜、历经坎
坷的耄耋老人来说，人生旅程却显得是那么遥远、漫长。
回忆的片段似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我的眼前飞舞，一幕幕往事恍如发生在昨天一样⋯⋯    公元1915
年农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城关的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
汾阳县古名汾州府，地处晋中平原，在太原的西南部。
县城不大，有鼓楼等古建筑。
县城由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大南关、小南关等组成。
北关靠近农村，是现在的吕梁地区，西关紧邻碛口、柳林等地。
闻名遐迩的汾酒出产地杏花村，位于城北的15公里处。
提起杏花村，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的脍炙人口的一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
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原姓温，叫温桂英。
父亲温熙照，是旧时衙门的杂役，主要的差事是给告状人递送状纸。
母亲冯氏，16岁结婚，20岁生我，21岁守寡(我1岁时丧父)。
我的大舅父和小舅父，在张家口经商，家中比较富裕，对我们家里生活时有接济，更主要的是我母亲
很要强，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家境还可以。
我们住的炕上有柜子，地下也有木箱和柜子。
上小学时，每年假期我都住在舅父家，娘家人对我们照顾得不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以英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开始侵入中国。
随着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
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奴役。
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帝国主义打着解救中国人民的幌子，披着宗教自由的合法外衣，派了大批
传教士到中国，以教会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办教堂、兴学校、建医院。
汾阳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口，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没有放过它。
美国人在这个小县城开办了教堂、医院和学校，教会还在当地办了一个刺绣工厂。
为了养家糊口，母亲就进了这家刺绣工厂干活。
母亲很勤劳，又心灵手巧，绣花又快又好，很受外国人的欢迎。
我母亲看教会里的学校和中国地方上的学校不一样，看到外国人培养的中国女学生不缠脚，将来还能
上中学、上大学、甚至出国留洋，母亲很羡慕，不让我缠脚，希望我多上学，将来也到美国去留学。
我家离教会很近，母亲就把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幼稚园。
我母亲当时还很年轻，也很爱学习，进了妇女成人学校，每天跟着教徒念圣经，做祷告。
唱赞美诗，日久天长，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母亲上了妇女成人学校后，认识了不少同学，日子一长，大家就熟了。
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她就是我后来的五婶，她是替大伯子说媒的。
)劝我母亲说：“妹子，你还年轻，守个女孩子，啥时是个头呀!活守寡多么难熬，不如早点改嫁，上
帝会保佑你的。
”看我母亲不反对就继续进言：“这个男人是一所神学院毕业的，是个大学生，在介休县(离汾阳60华
里)教会里传教。
他娶过两房女人，都相继去世了。
没有孩子，年近40岁，年龄虽然稍微大了一点，但为人正经，有文化，很斯文，收入也很高，我看还
是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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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带着这个孩子过去，他一定会喜欢的。
你每天念圣经非常热忱。
他是个传教士，更是信奉上帝，你们两个都是耶稣的信徒，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的。
”我母亲当时没有表态。
那个女同学便说：“婚姻是件大事，女人改嫁更是难事，你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回家好好考虑，改日
再答复我吧。
”    媒人的话语在我母亲的心上掀起了阵阵涟漪。
孤儿寡母过日子是那么容易吗?她早就想结束这个难熬的日子，但她最怕嫁过去后，让惟一的骨肉受到
委屈。
想到这里，母亲的眼泪竟然不由自主地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可再一想。
孤儿寡母一辈子活守寡也真不是一个办法呀。
思前想后，母亲一拧眉头，终于决定改嫁。
在我8岁那年，母亲带着我还有家里很少的一点家具改嫁到了介休城里。
    继父叫郭世荣。
从此，我改姓郭，改名郭庆兰。
母亲仍然很开通，至今我都忘不了母亲对我做的两件好事：一件是不让我缠脚。
如今像我这样岁数的老太，一般都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不方便，而我却是一双活
动自如的“天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母亲。
由于她经常接触美国人，思想也变得开放一些，在周围的妇女都在为年幼的女儿裹脚的时候，我的母
亲却说：“我受够了裹脚的痛苦了，可不能再让姑娘受这份罪了。
”母亲虽然不给我缠脚，但一直给我穿两层袜子，就怕我的脚长得太大了，将来找不到婆家。
母亲当然不会想到，正是这双大脚帮助我日后踏上了革命道路。
另一件是竭尽全力供我读书。
我母亲不识字，在旧社会只能干些粗活。
所以母亲叫我多读些书，将来好有出息。
母亲常对我说：“在旧社会，我们妇道人家在最底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挑着走，没有
文化；即使有点钱的人家，也不让女娃念书，认为女孩早晚是泼出去的水，有了文化也没有用。
我是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
你是老大，我一心想叫你多读些书，将来好出洋留学，出息出息。
对家里也好有个帮衬。
”所以我是幸运的，幼时我进了幼稚园，之后又念了小学和初中。
后来因家里添了不少孩子，生活更困难了，我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妹，自己考进了美国人办的护
士学校。
    介休县教会一共有四个牧师，我的继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三个都是美国人，教会由美国人掌管
。
教会下边还办了一所小学校，我就在学校上了一年级。
继父是教会里的主要牧师，整天忙于宣传教义，每个月的薪金为大洋20元左右。
这段时间我们家由于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很好、很安定。
母亲改嫁后，从1926年5月开始，又生了两个男孩，也就是我的二弟和三弟。
以后又生了大妹、小妹。
常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
”1929年介休县教会解散，继父调邻县碛口教会传教。
由于他离开了家人，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动不动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每月的薪金都让“酒”喝
走了。
他很少回家，亦很少寄钱回家了，从此我家又回到了贫寒的生活。
在介休县城呆不下去了，我母亲只好带着全家五口人回到介休县秦树村，家里没有土地，日子过得非
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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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拉扯五个孩子，吃了很多苦头。
我也失学了，百般无奈，我试着用英文给汾阳教会学校写了封信，经校方同意，我才从崇德女校读完
了小学课程，拿到了小学毕业文凭。
    在介休农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后来我母亲带着弟妹四人举家又回到了汾阳，家里穷得叮当响，吃
的是糠窝窝头，住的是破房子，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那时我在教会学校念书，每月有四元钱的生活费，省下来就补贴家用，故而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对我
这个大姐很感激。
家里生活虽然很艰难，但兄弟姐妹之问却相处得很和睦。
（P2-5）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与柯棣华>>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反法西斗争的英雄史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跨国的红色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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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传记文学《我与柯棣华》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缅怀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的不朽业绩，纪念柯棣华大夫逝世63周
年。
本书是由九秩高龄的柯棣华夫人郭庆兰女士口述、年逾古稀的大连市作家徐宝钧先生整理共同创作的
，为我们讲述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史诗和伟大的跨国红色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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