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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战时代生活史》作者凭借医师的身份，与上海滩上的三教九流都有交往。
虽多次遭遇风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作者的一生也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戏剧性。
本书弥补了上海沦陷期间普通上海市民生活记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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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
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
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
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
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
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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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
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
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西，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
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
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
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
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
）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
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
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
，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
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
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上海市政府从那年的八月五日起就由俞鸿钧带了十六名亲信和八个卫士，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今
复兴西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白赛仲路的办公处，五号上午开始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来一份油印的新闻稿，俞鸿钧见
了这个新闻稿为之骇然，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
　　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
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
后来才发觉，俞鸿钧的秘书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绩之，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
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俞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
本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这么一来，才把俞市长吓坏了！
　　日本人在八一三之前，驻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他们所依仗的力量
，只有三分是兵力，七分却是这批间谍的情报；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所以一味
靠“吓”和“诈”两个字，要令中国政府屈服。
　　当时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要对日本决一死战，所有报纸都同样主张要强硬对付，其他出
版物如《抗日必胜论》等小册子，销数竟达数万册。
表面的情况是如此，而当政的人都知道日本间谍已经渗透了全国上下，等于一个梨子已经从核心里腐
烂开来，所以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作最后牺牲”。
　　在时局最紧张时，国民政府百般委曲求全，如代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
室的新闻，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要求停版，政府竟然立刻应允。
　　市政府在南京路大陆商场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处，处长为陈克成，日本人又要求撤换，市府也马
上答允。
原来其中潜伏着一个叫黄香谷的人，也是日本人的间谍。
　　在这般情况之下，政府方面对日本人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所以从
闸北逃到租界的人，虽成千上万，但是因此时的局势时紧时弛，有好多人又搬回了闸北。
 　　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南市、沪西和浦东，以及法租界和
公共租界内。
所谓公共租界，是英、美、日三国全都有份的，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
，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所以即使战事发生，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被波及。
　　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
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要是战事爆发的话，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但因上海国医公
会办了一座中国医学院，占地五亩，自建大厦七座，是在闸北宝通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抗战时代生活史>>

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公会所办，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五万元，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两人签发债券负责借
、负责还的。
当时的五万元，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一百万元还大，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
名义，所以每天清晨七时，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但是如
何善后，如何看管，着实要费些脑筋。
　　八月十一日，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
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
本来“一?二八”之后的条约规定上海不得驻扎军队，此时竟然有国军开到，这说明国民政府已开始抗
战的布置。
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
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
直无路可走。
　　我心想，今天该是到了最后的关头，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
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只准人出，不准人入。
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
慰劳的。
”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
接着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此时院门大开，两个校役正在打包袱，准备离去。
我说：“慢，慢！
这次战事一开，这所学校一定会被炸为平地，你们也不必看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我
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
”　　于是，我坐在校务室，想了很久，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四百多张，希望国军接收作
为伤兵医院，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钥匙，贴上了房间号码也准备一并交给他们。
于是我将大门锁上，带了信和钥匙，交给一位军人，要求他转送司令部。
离去之前，我在学院中巡视一周，不胜依依，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
所寄。
(按：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后来在战事最剧时，我认为一定已被炸为平地，哪知道它始终未受炮火
损坏，国军退出之后，日本军人把这个处所改为“中影制片厂”，在广场上搭了四个摄影棚，拨交影
业巨头张善琨使用。
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央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据说现在还是片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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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时代生活史》是“陈存仁作品”之一本，与《银元时代生活史》可以看作是作者自传两部
曲。
书中描写了上海沦陷后，作者目睹的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残暴行径以及个人跌宕起伏、大喜大
悲的生活经历。
书中所述情节曲折离奇，曾被美国某大学中国同学会改写为话剧剧本，在美国多所大学上演。
这是一部上海版抗战史话，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可读性强。
　　　　　　　　　　　　　　　　　　　　　　　　　　　　　　　　　　　　　　　　　　　　
　一位老中医的孤岛生活札记。
阿城、沈昌文、王学泰、赵珩、雷颐，鼎力推荐！
　　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阿城　　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
——沈昌文　　陈存仁师从章太炎先生，是一代儒医。
他编纂了中国第一份医药常识类报纸——《康健报》、协助策划了全国中医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推动
力中医第一次抗议当时政府的“废除中医”的活动、他编纂了第一部现代中医药典——《中国药学大
辞典》。
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理财家，阅历丰富，思维敏锐。
他把自己的经历与观察所得凝聚为《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两本生活札记。
——王学泰　　时代的写真，生活的侧影，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失⋯⋯——赵珩　
　陈先生是良医，在诊治病人的同时，也对社会“望、闻、问、切”，将鲜为人知的深层世态披露出
来。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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