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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仇國恨家仇國恨，，等待何時等待何時！！日機日機
炸我同胞炸我同胞，，向其討還血債向其討還血債！」！」

——空軍第四大隊中校大隊長高志航空軍第四大隊中校大隊長高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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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康在查看當年兒教布康在查看當年兒教
院的資料院的資料。。 帥誠帥誠攝攝

■■500500多位來自粵港兩地的抗日難童多位來自粵港兩地的抗日難童
們們，，7070年後重聚年後重聚，，他們激動地唱起當他們激動地唱起當
年兒童教養院的院歌年兒童教養院的院歌。。 趙鵬飛趙鵬飛攝攝

■■19391939年年，「，「兒教院兒教院」」疏散兒疏散兒
童童。。 趙鵬飛趙鵬飛攝攝

■■一身戎裝的吳菊芳一身戎裝的吳菊芳。。
趙鵬飛趙鵬飛 攝攝

吳菊芳，是民國時廣

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將

軍的夫人。抗戰時期，

吳菊芳動員力量成立了

廣東兒童教養院（簡稱

「兒教院」），收養了

大批因戰爭流離失所的

難童，成為日後重建廣

東的重要力量。如今

92歲的退休副教授布

康，就是當年被收養的

難童之一，他說，「如

果當年不是吳媽媽到戰

區來搶救我們出去，我

們哪還有今天兒孫滿堂

坐享天年的福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胡若璋、帥誠

廣州報道

1938年10月，日軍鐵蹄南下，廣州城淪陷敵手。日軍攻陷廣州的14個月中，
僅空襲廣州就炸死居民6,000多人。越秀、
東山、荔灣等人口稠密的平民區，更是遭遇
重創。日機不但轟炸廣州，整個南粵大地也
難逃敵手，粗略估算，廣東有超過70個縣都
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空襲。國難當頭，大人們
要逃生，還要忙於生計。越來越多的孩子流
離失所淪落街頭。此時的南粵大地，也是整
個受難中國的縮影。

政府出資建「兒教院」
已為人母的吳菊芳，跟隨丈夫李漢魂一

路北上視察，沿途看到處處家園被毀稚子
罹難的慘狀，心中着實悲痛，遂向丈夫提
議，由政府出資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撫
養這些因抗戰而遭遇不幸的孩子。
吳菊芳的想法得到了李漢魂和廣東省政府

的支持。很快，廣東兒童教養院在戰時首府
韶關成立。親自出任院長的吳菊芳，立即動
員力量組織了搶救隊，潛回廣州、花縣、惠
州，以及台山、新會、開平、恩平等地，拯
救淪陷區的流浪孩童。幾年下來，這所戰時
兒童教養院，由一個總院擴大到7個分院，
收養教育的抗戰難童也逾萬名。
如今已退休在家享清福的布康，便是當

年被吳菊芳從廣東四會搶救到韶關兒童教
養院中的難童之一。儘管如今年過九旬，
憶及當年事，依然清晰如昨。
「我們是蛋家人，住在四會縣城近郊的
一個小島上，日本人佔領三水以後，綏江
河不能通行，為了躲日本人我們一家只能
逃到山上去。」布康說，蛋家無隔夜餘
糧。進山沒多久，家裡連稀飯都沒得吃
了。無奈之下，只好以一石米的價格，把
大姐賣給別人做童養媳。

「一大家人，一石米又挨得了多久
呢！」很快，又有一個妹妹被送出去換了
吃食。手足情深，看着姊妹們一個一個被
母親送出去換了吃的，身為家中長子的布
康，心中苦悶異常。
正當這一家人走投無路的時候，吳菊芳

領導下的抗日難童搶救隊的工作人員到了
四會。14歲的布康跟着搶救隊一路向北，
前後步行了近10天終於到了位於韶關沙園
的戰時兒童訓練團。

收養抗戰難童逾萬人
「我14歲以前沒有穿過鞋。去到韶關第

一天就領到兩套衣服，一雙鞋還有一盒牙
粉。」布康說，他到了兒童教養院之後，
陸續有從廣州、三水、台山、佛山、香港
等地搶救回來的難童，小的只有五六歲，
大的也不過十三四歲，一個個骨瘦如柴。

「入院初期，每天晚餐有菜有肉，米飯隨
便加。但隨着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生活越來
越苦，加菜取消了，每餐只有『32粒黃豆』
就着一小盅米飯吃，偶爾有兩片薄得像紙一樣
的豬肉，我們就高興得像過節一樣。」
同年8月，戰時兒童訓練團正式更名為廣
東兒童教養院，布康也正式成為第一屆入院
的難童。在布康就讀的這1年多時間裡，吳
菊芳陸續在粵北各地建立了7個分院和實驗
小學部、培德小學部，兒教院學生在學總數
達7,000餘人，教師600餘人。為適應兒教院
畢業生升學的需要，1940年9月，吳菊芳又
分別成立了性質相同的實驗中學部、北江簡
易師範學校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
據悉，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這裡先後收養

教育的抗戰難童達到了上萬名。新中國成立
之後，這些在國難中仍然受到較好教育的難
童們，成為建設廣東的一支重要力量。

廣東兒童教養院大事記
1938年底李漢魂將軍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夫人吳菊芳任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工
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9年2月吳菊芳赴重慶向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陳述廣東兒教
院初步方案，獲批撥款10萬元。吳菊芳奉聘為中央賑濟委員會委員。

1939年3月27日在廣東韶關沙園村開辦廣東戰時兒童訓練團，並接收第一批學生
少年連48人。

1939年5月29日搶救隊送來第一批難童48人。

1939年6月兒教院接收難童已超1,000人，其中240人從香港接收。

1939年8月14日廣東戰時兒童訓練團正式更名為廣東兒童教養院。

1939年11月廣東兒教院設二分院和中學班於廣東連縣。

1941年廣東兒教院已開辦了七個分院和兩個小學部，學生總數達7,000餘人，教
職員工600餘人。

1940年起還陸續開辦了力行中學、北江簡易師範學校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在廣
東兒教院學習過的難童累積達2萬餘人。

一位名叫高旗的老人，今年也已年近九十，同為難童
的他，是比布康低一屆的「兒教院」學生。高老是廣州
花都人，年少時飽受侵華日軍炮火折磨，1939年6月隨
着搶救隊來到韶關，那時他年僅11歲。用高旗自己的話
說，吳菊芳對他來說「不是生母，勝似生母。」
在「兒教院」期間，艱苦的學習生活環境給高老留

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因為日軍的飛機時常進行轟
炸，一旦敵機來臨，難童們便要集體躲到周邊的山林
中隱蔽。如果日軍大舉進犯，老師們甚至要帶着學生
進行大轉移，在轉移途中還要利用休息時間上課。久
而久之，「兒教院」的學生們習慣了以樹枝為筆，以
大地為紙的學習方式，一生追求真理勤奮好學的人生
態度也正是在那時養成的。
儘管生活艱難，「兒教院」的教師們仍然會利用專

門的課程給學生分析最新抗戰形勢，進行國防教育，
「兒教院」也並沒有是因為國民黨籌資創辦而進行片
面的思想教育，據高旗回憶，「兒教院」的圖書館裡
有豐富的世界名著，包括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老師
們還經常組織合唱冼星海編寫的歌曲。自由先進的教
育方式，為「兒教院」的許多學生日後參與革命打下
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參加敵後武工隊
後來，高旗隨「兒教院」長大的八十多人一同加入

了廣東的敵後武工隊。但由於「兒教院」有國民黨經
濟資助背景，在當時複雜的國內形勢下，投奔武工隊
的這八十多名青年並未得到隊伍的完全信任。
直到組織上派遣東江游擊隊第一支隊的政委前來

了解情況，在對這八十多人的身世和苦衷詳細詢問
後，明白他們「是吃人民米長大的，不是吃華僑米
長大的」，大家終於打消了之前的疑慮，很快發了
配槍，這批「兒教院」的革命志士終於成為真正的
武工隊員。

「「今年今年，，是廣東兒童教養院成立是廣東兒童教養院成立7676周年周年，，我們中最我們中最『『年輕年輕』』
的的，，也是八旬老翁了也是八旬老翁了」。」。布康一邊跟記者打趣布康一邊跟記者打趣，，一邊把帶來的書一邊把帶來的書
籍資料攤開來籍資料攤開來。。不少書頁都已經泛黃或是霉斑點點不少書頁都已經泛黃或是霉斑點點。。布康時而緊布康時而緊
顰雙眉顰雙眉，，時而微微張開嘴時而微微張開嘴，，翻着翻着就陷入了過往的沉思之中翻着翻着就陷入了過往的沉思之中。。
隨着隨着「「兒教院兒教院」」難童數量的急劇增多難童數量的急劇增多，，物資短缺物資短缺、、缺醫少藥等缺醫少藥等

問題問題，，讓院長吳菊芳焦慮不已讓院長吳菊芳焦慮不已。。除了親自照顧生病的孩子除了親自照顧生病的孩子，，也常也常
常需要奔走重慶常需要奔走重慶、、香港等地香港等地，，籌款募捐籌款募捐，，一走就是幾個月不能回一走就是幾個月不能回
家家。。有一次有一次，，當她帶着千辛萬苦籌到的錢和物資以及一大批難童當她帶着千辛萬苦籌到的錢和物資以及一大批難童
穿過日寇封鎖線穿過日寇封鎖線，，平安回到家時平安回到家時，，卻發現自己不足卻發現自己不足66歲的歲的
兒子兒子，，因感冒引發腦膜炎不幸病逝了因感冒引發腦膜炎不幸病逝了。。
「「她是為了我們獻出了自己的兒子她是為了我們獻出了自己的兒子」，」，為了安撫她的為了安撫她的

失子之痛失子之痛，，布康記得布康記得，，當時當時「「兒教院兒教院」」的同學們自的同學們自
發去摘了山花發去摘了山花、、寫了信寫了信，，然後請老師集體轉送過然後請老師集體轉送過
去去。。也是從那次以後也是從那次以後，「，「我們就集體改口叫她我們就集體改口叫她『『院院
長媽媽長媽媽』。」』。」

19921992年年，，年過八旬的年過八旬的「「院長媽媽院長媽媽」」
吳菊芳不顧病體吳菊芳不顧病體，，專程從美國趕回廣專程從美國趕回廣
州參加兒童教養院的聚會州參加兒童教養院的聚會。。那次聚那次聚
會會，，對於曾經是兒童教養院這個大家對於曾經是兒童教養院這個大家
庭的人來說庭的人來說，，如同一次久別重逢的親如同一次久別重逢的親
人團聚人團聚。。不少人已有近半個世紀沒見不少人已有近半個世紀沒見
過她了過她了。。
「「八十一歲的她逐一擁抱了到會的八十一歲的她逐一擁抱了到會的

一千多個六七十歲的一千多個六七十歲的『『孩子孩子』』們們。。當當
時年過七旬的布康抱着吳菊芳便情不時年過七旬的布康抱着吳菊芳便情不
自禁喊了聲自禁喊了聲「「媽媽媽媽」，」，被習慣叫被習慣叫「「吳吳
媽媽媽媽」」的吳菊芳當下愣了一兩分鐘的吳菊芳當下愣了一兩分鐘。。
布康對吳菊芳說布康對吳菊芳說，「，「我幾十歲的人我幾十歲的人

了了，，第一次開口叫媽媽第一次開口叫媽媽，，就是您就是您」，」，吳吳

菊芳張大了嘴表示不相信菊芳張大了嘴表示不相信。。布康解釋布康解釋
說說，，在他的老家有個風俗在他的老家有個風俗，，為了讓孩子為了讓孩子
好養活好養活，，一般不會稱呼自己的父母為爸一般不會稱呼自己的父母為爸
媽媽。「。「按照排行按照排行，，叫叔叔嬸嬸叫叔叔嬸嬸，，我的父我的父
母排行為三母排行為三，，所以我一直都把自己的父所以我一直都把自己的父
母叫母叫『『三叔三叔、、三嬸三嬸』。」』。」
也是在這次見面中也是在這次見面中，，布康從吳菊芳布康從吳菊芳

女兒李湞那裡得知女兒李湞那裡得知，，廣州解放前夕廣州解放前夕，，
李漢魂李漢魂、、吳菊芳舉家移居美國吳菊芳舉家移居美國，，去到去到
那裡後他們囊中羞澀那裡後他們囊中羞澀，，最後是在親友最後是在親友
同僚的資助下在紐約開了一家小餐館同僚的資助下在紐約開了一家小餐館
以維持生計以維持生計。。
布康說布康說，，吳媽媽在經濟不寬裕的時吳媽媽在經濟不寬裕的時

候候，，還前後給他寄過還前後給他寄過200200塊美金塊美金。。

「「第一次是我生病住院第一次是我生病住院，，在給吳媽在給吳媽
媽寫信時媽寫信時，，我提到自己生病住院了我提到自己生病住院了，，
結果她寄了結果她寄了100100美金給我美金給我，，並囑咐我要並囑咐我要
好好保養身體好好保養身體；；第二次是我妻子去第二次是我妻子去
世世，，吳媽媽聽說後又第一時間匯來吳媽媽聽說後又第一時間匯來100100
美金美金，，同時附言說這是奠儀之資同時附言說這是奠儀之資，，表表
示哀悼示哀悼。」。」
敘說至此敘說至此，，

這個年邁的老這個年邁的老
人人，，潸然淚潸然淚
下下，「，「院長媽院長媽
媽的恩情之媽的恩情之
大大，，不是親娘不是親娘
勝親娘勝親娘。」。」

四處籌物資 不幸痛失親兒

槍林彈雨中學習 樹枝為筆地為紙

「恩情之大，不是親娘勝親娘」

■■兒童教養院在疏散撤退兒童教養院在疏散撤退
的日子裡的日子裡，，經常在林蔭下經常在林蔭下
照常上課照常上課。。 趙鵬飛趙鵬飛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