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综述

丁戎

全面抗战时期，难民人口中 1/3 以上是难童。①难童救助被誉为抗战时期"一份伟大的工

作"。②学界认为，它"开中国有史以来有组织大规模儿童集体保育事业之先河，是近代中国儿童福

利事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③中国现代化的儿童福利工作，实际上始于 1937 年，政府与社

会通力合作"由急救难童以及于奠定现代化育幼事业基础"。④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得到救济教

养的难童有 20 万名左右⑤，"为中国有组织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揭开了崭新的一页"。⑥早在抗战

时期，这一问题即为社会和学界所关注。 1938 年《妇女生活》杂志出版了《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刊

登了宋美龄的《谨为难童请命》等文章，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保护抗战中的民族幼苗。⑦当时出版的

著作有黎明等著《战时儿童教育》、马拱北著《战时儿童救济之理论与实践》、宋美龄等编《难民儿童

的救济与教养》等。⑧ 1949 年后，相关问题研究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学者们开始重新关注该课

题。近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难童救助越来越为学界关注。其主要学术关注点包括难

童群体研究;难童救助的机构及其救助举措研究;难童救助的相关人物和重大事件中的救助研究

等。本文在此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

难童群体研究

难童群体是难童救助研究的基础领域，主要包括难童概念的界定、难童在难民中所占比例、难

童的群体构成、来源及难童的心理等。

关于难童的年龄，冯敏、孙小群都认为，难童属于难民的范畴"特指难民中年龄在 16 岁以下的

少年儿童，僧括婴幼儿"。⑨谷秀青、彭雷霆指出，作为抗战时期难民的特殊人群，难童"一般是指年

龄在 15 岁以下，由于战争影响而背井离乡的儿童和抗战军人的遗孤等"。⑩而许雪莲则将难童年

龄增至 17 岁。行政院下属的赈济委员会规定:收容难童"以一岁半至十六周岁为限"但"一岁半以

① 许雪莲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比东北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1 页。

② 《蒋夫人亲临致辞>>.<<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

③ 许雪莲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比东北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45 页。

④ 孙小群硕士论文:<<抗战初期武汉地区难童救济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37 页。

⑤ 许雪莲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东北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40 页。

⑥ 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民国春秋>>1996 年第 2 期。

⑦ 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鱼议>>.<<江汉论坛>>1996 年第 6 期。

③ 孙小群硕士论文:<<抗战初期武汉地区难童救济问题研究机华中师范大学，2003 年，第 1 页。

⑨ 孙小群硕士论文:<<抗战初期武汉地区难童救济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6 页@

⑩ 古秀青、彭雷霆:<<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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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如有特殊情况者，仍应设法救济。"而战时儿童保育会下属的保育院对难童年龄有明确规定:

"必须在 15 岁以下。"孙艳魁认为f难童应特指难民中年龄在 15 岁及 15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包括

婴幼儿。"由此可见，学界对难童年龄的划分分歧主要在上限，相差 2 岁左右。

关于难童占难民人口的比例，学者们大都倾向于 1/3①或 33.7%②，分歧不大。值得一提的是，

33.7%这一数字最早出现于孙艳魁的《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一文。孙艳魁根据 1939 年 9 月湖

南省赈济会为遣送收容于湘西乾城、永绥、凤凰、沪溪、玩陵五县收容所之难民转送人川统计的资

料，得出了难童占 33.7%的比例。这是否就可以作为当时推而广之的难民中难童的准确比例?在

目前尚无更具说服力的数字出现前，这一数字也就被广泛引用而成为学界共识。

关于难童的群体构成，笼统地说是指因日军侵华战争而"失去父母、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流落

街头的儿童"。③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即规定，其保育的对象主要是"一、抗战将士遗族，二、

战区孤儿，三、士兵及壮丁子女，四、参加救亡工作人员子女，五、一般战区及后方儿童。咱这可以看

作是对抗战难童群体构成的具体解读。许雪莲指出，难童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各类难童救济机关

团体从抗战前方抢运到后方的孩子。他们或是已在战争中失去父母而成孤儿，或是因父母不堪负

担而成为流浪儿。二是已处于后方的孤苦无依的孩子。有的是自行来到后方的原战区儿童，有的

是随父母逃难至此而父母元力继续负担的孩子，还有原本就流浪街头的孩子。三是后方参战人员

的子女。其父母或是去前方参战无力照顾，或是父母阵亡而成为抗战遗孤。⑤

关于难童的心理研究，早在抗战时期就有战时儿童保育会组织进行的心理测试活动。"本会为

研究保育生情绪及倾向起见，特请心理学专家萧孝蝶先生代本会举办测验各院儿童心理。现川境

各院均已测验完竣，报告正整理中"。⑥战时儿童保育会分析了难童的性格特点。 1939 年 10 月战

时儿童保育会制定的《儿童保育会儿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中指出"这些儿童大多来自战区，对敌

人的残暴有最直接最深刻的体验，因而能较深刻地理解抗战的意义;这些儿童来自社会各阶层、来

自带有浓厚封建气息的各个‘狭隘家庭生活习惯、语言、行为不尽相同。"⑦

目前，难童心理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是苏华的《抗战时期难童的异常心理问题》一文。该文以

1943 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的心理学者对第一保育会疗养院的保育生所做的团体测试和

个案研究为基础，对抗战时期难童的心理及研究情况进行梳理，认为难童大多"有着严重的心理、生

理疾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障碍与变态心理倾向，"大后方心理研究专家、学者"多次对保育生

的心理卫生问题进行调查，寻找变态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研究矫治与补救的方法"。他指出，这种

有意义的研究"为战争状态下儿童的适应能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尤其对广大难童的心理健康教育

是一项有益的尝试"。③但严格地说，该文应该算是对当年的难童心理研究工作的介绍和总结。

古为明指出，早在抗战时期，身处难童保育教养一线的老师们就已经很关注难童的心理问题，

并对纠正其行为进行过探讨。针对不少难童在流浪中形成的孤僻、暴躁、行为散漫等问题，赵君陶

曾总结出 9 条"实施办法"如示范、情感的联络等。⑨这些办法中包含着朴素的心理治疗的知识。

① 许雪莲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比东北师范大学.2003 年，第 1 页。

② 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 年第 2 期。

③ 周天胜、陈应智、肖光荣:((抗日战争中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贵阳文史)2002 年第 1 期。

④ 《战时儿童保育会今日开筹备会>>，((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24 日，第 4 版.

⑤ 许雪莲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比东北师范大学.2003 年，第 2 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 年第 4 期。

⑦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2003 年，第 20 、 21 页。

③ 苏华:((抗战时期难童的异常心理研究机《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⑨ 古为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抗日战争研究 ))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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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接的抗战难童心理研究，目前在学界基本上仍然是空白。

二难童救助机构及救助举措

大量难童的出现，不仅给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

题。全面抗战开始不久，难童是"国家的活力、民族的元气"即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救救孩子"也成

为广泛的呼声。从政府到社会，官方和民间的机构迅速开始了大规模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担当

此责任的官方机构有国民政府赈(也有不少文章和材料中用"振")济委员会，半官方的战时儿童保

育会，还有各种社会团体。

(一)国民政府的难童救助机关及政策

董根明认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团体重视设立机构，救济难童"。①冯敏指出:赈

济委员会"掌理全国赈济行政事务"。②吴捷分析了国民政府难民救济管理机构的演变情况，指出

赈济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民救济与安置的最高领导机构。"赈济委员会下设三个工作处，

并在各省设立救济区、赈济会、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难民组训委员会、联合办事处、招待站、难童教

养院所及赈济学校、难民职业介绍所、赈济工厂、小本贷款处等机关，分别负责掌管各地难民救济与

安置工作。行政院社会部、内政部、农林部等机构也承担一部分难民救济工作"。③"中国八年抗战

里有整千整万的受难儿童被国家救济着，主管这项业务而作为难童保姆的，是赈济委员会"。④行

政院长孔样熙兼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

此外，行政院也曾直接参与难童救助的指导。王春英指出 :"1938 年 10 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

政府将所有孤儿院扩改为教养院，专门收容难童，所需经费除由各省市政府自行筹划外，不足概由

中央拨发。"⑤

政府的难童救助举措，学者们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E颁布相关法规政策;直接开办保育教养机

构救助难童;支持难童救济团体;组织难童抢运工作。

首先是颁布相关的法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有关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

法令法规。 1938 年 6 至 7 月，赈委会先后公布了《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和《难童救济团体接领

及遣送难童派员办法》。同年 10 月，由行政院核准的《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作为

政策性文件正式公布实施。此后，国民政府又陆续出台了《赈济委员会难童救济教养团体指导改进

办法》、《难童生产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灾难儿童教养或保育院所学校编制及课程分配》等一系列

法规。⑥难量训青方面的法规政策有《灾难儿童训育目标及方法》、《保健儿童衣食住暂行标准》和
《难童生产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等。⑦赈济委员会于 1940 年 3 月 18 日在陪都重庆通过《赈济委员会

直辖儿童教养院组织通则>>，对灾难儿童及阵亡将士遗孤施以教养，以为全国儿童教养院之示范。

1943 年 3 月行政院社会部颁行《保护童婴运动办法要点>>， 1943 年 4 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红

十字会战时组织条例>>，还有诸如《赈济委员会难童救济教养团体指导改进办法》、《捐资兴办社会福

① 董根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儿童福利政策述评比《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② 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③ 吴捷:<<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历史教学>>2005 年第 5 期，

④ 董根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儿童福利政策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⑤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⑥ 许雪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论>>.<<中州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⑦ 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 153 • 



《抗日战争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利事业褒奖条例》、《奖惩育婴育幼事业暂行办法》、《育幼院设置部分》、《普设工厂托儿所办法》和

《儿童教养机关标准草案》等。 1943 年 9 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社会救济法))，"该法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部系统的社会救济立法。该法将‘未满 12 岁因贫穷而无力生活的儿童'全部纳入社会救济范

畴，规定育婴所、育幼所和习艺所等为儿童救济设施"。①

其次是开办难童救济教养机构。根据《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由政府出面设

立儿童教养院，并督伤各省市政府分别设立"督伤各县孤儿所或育婴所，分别整理，改进为儿童教

养所或儿童保育所......约同教育界热心分子及公正士绅参加"。②赈委会也直接开办难童教养院，

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央赈委会直辖的，由中央赈委会直接拨款筹办;二是中央赈委会在各省(市、县)

的分会、支会管辖的，由各省(市、县)赈济分会、支会自行筹款兴办。也有的教养院由中央和地方合

办。"赈委会共有直辖难童教养院 22 处，到 1945 年 8 月抗战结束时，赈委会尚有直辖院 16 所，赈

济小学 1 所，共收难童 12654 名"。③行政院社会部也在重庆周围地区设立直属专门机构开展工

作，主要包括重庆第一、第二育幼院等。

再次是支持其他难童救济团体。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倡导，各种非政府的难童救济机构不断成

立。比较有影响的包括: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中华慈幼协会、汉口市难民

儿童教育委员会等，各省市县也组织了诸如育幼会的难童救济团体，还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救济

委员会和慈善会等。"赈济委员会对于这些难童救济团体除订定法规通行遵照办理，督伤、视察、监

督外，还给予了经常性补助" 1943 年赈济委员会年度核定经常性补助儿童救济团体"计有战时

儿童保育会、中华慈幼协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 119 等单位，核定一次补助儿童教育单位计 72

单位，共计 191 单位"。④

还有就是组织难童抢运工作。赈委会成立不久，及将全国分为沦陷区和战区两部分开展抢运

难童工作。沦陷区由中华慈幼协会担任，而战区难童则由各团体分配地区分别抢运。如中国战时

儿童救济协会的负责区域就是长江流域一带。赈委会发放资金，配备人员全力参与。⑤

(二)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8 年 3 月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战难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成果也比较丰富。古为

明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一文，从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成立、筹款和转运难童、各保育分

会和保育院的情况、保育生的保育和培养工作及国共间的合作与摩擦诸多方面介绍了该组织的形

成发展、主要工作和成就。⑥

张纯的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对该组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

主要内容有: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轨迹;保育会的性质、组织效能的发挥和教育主旨的特质 F保育
院的变迁及其实施的教育情况 F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八年保教工作的历史意义。他认为保育会所从

事的保育事业是"抗战中一件有关最后胜利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业"，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抢救了一批受

难儿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做出了贡献。保育会还"探索了一套既有别于平时的

幼儿园、小学教育，又有别于慈善机关的教育体系，为战时儿童教育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⑦

① 董根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儿童福利政策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② 冯敏A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③ 许雪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论>>.<<中州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④ 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⑤ 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⑥ 古为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抗日战争研究 >>2006 年第 4 期。

⑦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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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研究，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建构、资金来源、主要工作及其成就和意义等方面没有

太多分歧，但对这一组织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她是民间机构。因为"她虽然接受国民

政府的资助，但她的大部分经费来源于社会和国际捐款，她不受国民政府直接管理。在对外宣传

中，她虽然冠以‘ National' C国家)字样，但也是归属于‘ Semi-Private and Private Agencies' C半私

立、私立机构)中的"。①但孙艳魁认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具有民办公助的特点。该会的经费约有 1/

4 是由各级政府提供的，而且得到了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因此该会是一个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

民间团体"。②而政府则认为她是"战时新型教育机关'吻，但不管持哪种观点，学者们都认为，这是

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一个妇女团体。虽然该会名义上由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

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负责，后又改为"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领导，但她有自己完整的组织

系统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过，即使持"民间机构"说的张纯也指出:实行理事制度管理的战时儿

童保育会，其理事会的"理事名额分配按兰兰制原则，即国民党占二分之一，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

一，共产党人士占三分之一"。④从该机构的整体发展轨迹看，她的领导群体中始终包含着这几种

政治力量。但在各地的分会组织多由该地的妇女组织来承担，负责人多为该地主要领导人的夫人

或妇女界名流。如"湖南分会的负责人是省主席薛伯陵(薛岳)夫人方少文，山西分会的负责人是

阎锡山夫人李兰森，香港分会的负责人是宋庆龄、何香凝，陕甘宁边区分会负责人是邓颖超。"而在

其聘请的 286 位名誉理事中，有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冯玉祥等;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周恩来等;

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乃器等。⑤很显然，她确实有别于普通的民间机构，应该

说她还是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编者亦指出:抗战时期，

"社会各界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不少难童救济教养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其中最主要

的一个。该团体由全国的妇女界组织，机构完善，规模庞大，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设有分会和保育

院。"tE曹蓉因此说"战时儿童保育会，决不是一般的慈善救济事业。"⑦

学界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救助举措概括为:抢运难童、募捐、开办保育院实施教养、积极探索难

童救助的理论和方法。

抢运难童。这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贡献之一。周献明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写成的著作《母

亲行动:战时难童大抢救))C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广泛重视。抢运工作分

"抢"和"运"两个部分，主要发生在全面抗战初期。难童中已到后方的，保育会派出的工作人员每天

到车站、码头、街市、兵营旁、难民收容所等地，招收漂泊无依的难童，劝说难民将孩子送到保育院收

容、教育。仍然在战区的，按照赈委会的指令，战时儿童保育会奔赴鄂中、浙、粤、桂、闽抢救难童。

但随着战况变化，赈委会对难童抢救区域进行过多次调整，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未严格按照规定区

域展开。其抢救的原则是"凡战时儿童保育会设立了分会的地方，保育会的工作人员都积极投入了

难童抢救工作......"③从 1938 年 3 月 10 日到 9 月中旬，该会共收容难童 9070 人。⑤难童转运的目

①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2003 年，第 14 页。

② 孙艳魁A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民国春秋>>1996 年第 2 期。

③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④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2003 年，第 6 页。

⑤《理事、名誉理事、常务理事、候补常务委员名录机见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 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文

选))，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7 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 年第 4 期。

⑦ 曹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鲜为人知的统一战线实体)).<<文史杂志>>1996 年第 4 期。

③ 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队《江汉论坛))1995 年第 5 期。

⑨ 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民国春秋>>199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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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是四川等西南省区，以长江为主要交通干线，公路、铁路、轮船为主要交通工具。"每次均由总

会或分会派工作人员随行。运送方式是在条件可能时乘用交通工具，其他时候则组织难童集体步

行西迁"。①

募捐。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费，虽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拨款，但到 1943 年 6 月 30 日止，

该会收人的 3/4 以上仍来源于捐款。②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和其领导集体

成员的特殊身份有关。在捐款中，既有个人的，也有集团的;既有国内的，也有侨胞和外国友人的。

在个人捐款中，有的是运用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筹集，如副会长李德全及其女儿冯弗伐。李德全是

见人就开口。冯弗伐回忆，她则是请父亲的秘书出面给陈诚等国民党要人打电话，告知对方冯副委

员长的女儿要去拜访，对方就回答说"转告冯小姐，捐款教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美国友人杜

宾思克捐助了直属第十一保青院的全部费用。为纪念他的帮助，后该院所属学校更名"思克职业学

校"。飞虎队长陈纳德也将自己自传的全部收人捐给了保育会。除募捐外，保育院还实行认捐制

度，就是个人可以捐助一些在院儿童的生活费，保证这些儿童在院的正常生活。蒋介石、宋美龄各

认捐了 200 名儿童的生活费，郭秀仪、李德全分别认捐了 442 名和 511 名儿童的费用。③

开办保育院实施难童教养。战时儿童保育会开办的保育院坚持"保教合一"的原则，认为如果

对收容来的难童只有保养而无教育，就失去了开办保育会的意义。保教分为幼稚部和小学部开展，

"既有别于平时的幼儿园、小学教育，又有别于社会慈善机构的教育活动"。④ 1939 年 10 月，根据抗

战建国纲领的要求，教育专家和保育院院长们制定了《儿童保育会儿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作为保

育院开展保教的依据。该大纲规定的教育方针是z增强儿童抗战民族意识，培养儿童正确的政治意

识;培养儿童抗战建国的能力、特别是建国时的技术能力;养成儿童健康的体魄。由此又确立了具

体的教育内容"以政治教育为基础，进行技术教育、艺术教育及语言文字教育。"⑤保育院的教育方

法丰富了教育理论，特别是其主张的"教育与实践不分家、提倡儿童动手操作、培养儿童劳动的观念

和能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学者们一致认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八年的难童救助中成绩卓著。八年中，她在各地成立了

23 个分会和 50 多所保育院⑥，"共收容教养儿童二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名'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把战争灾难儿童集中起来教养培养的先例"。③据孙艳魁统计，从 1938 年到 1946 年，共有

"6000 多名保育院儿童升人初中就读"。⑨

关于保育院的数字，战时儿童保青会在 1945 年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保育会八年"共成立保

育院四十七所，后因节省经费及事实需要，裁并若干院，今尚存保育院二十九所及疗养院一所"。⑩

谷鸣指出"元外还有接受总会领导、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贵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刘王立明为纪念为国

捐躯的丈夫，个人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等。 "ilìl王春英给出的数字要大一些"儿童保育院共计 61

① 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鱼议>>，(江汉论坛>>1996 年第 6 期。

② 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鱼议>>，<<江汉论坛>1996 年第 6 期。

③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2003 年，第 17 、 18 页。

④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2003 年，第 30 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儿童保育会儿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草案>>，全总卷 11 ，案卷号 :3492.

⑥ 张纯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事业及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l 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组>>.<<民国档案>>1996 年第 4 期。

⑧ 周天胜、陈应智、肖光荣:((抗日战争中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贵阳文史>>2002 年第 1 期。

@ 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鱼议>>.<<江汉论坛>>1996 年第 6 期。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 年第 4 期。

。 谷鸣:((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炎黄春秋 >>200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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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容难童 3 万名以上。咱曾经的保育生毕汝钦回忆:JL保会八年期间"共在全国建立 21 个分会

53 所儿童保育院……四川境内设四川分会和成都分会 23 所保育院，共有儿童两万余人，成为名副

其实的全国难童大本营。咱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指出"保育会总会设在汉口，总会下属 24 个保育

分会场、61 所保育院，分布在全国凡有难童的省市与地区。仅重庆就有 10 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

和保育了 3 万多儿童。"③

关于难童救助机构，还有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有的是当年保育生自己的回忆，有的是后人对当

年保育会相关人士的回忆。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毕汝钦的《他们拯救了三万难童一一邓颖超等领

导战时儿童保育会拯救孤儿到四川散记))((今日四川 1))1 995 年第 4 期，郭秀仪的《我与抗战时期的儿

童保育会))(((今日中国))(中文版)1995 年第 8 期)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前进论坛>>1998

年第 1 期) ，姜醒国的《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里成长))(((贵阳文史 ))2003 年第 4 期) ，朱力士的《第

二保育院流亡记))(((文史博览 ))2005 年第 17 期) ，刘炳星的《我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文史月

刊 ))2005 年第 2 期) ，兰鸟的《战时中国儿童保育会纪事))((<上海档案))1997 年第 1 期) ，周献明的《延

安保育院纪事))((<法律与生活))1996 年第 6 期) ，王家德的《回忆难童生活))(<<江淮文史))1996 年第 5

期)等。这些文章也可以说是研究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珍贵资料。

关于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作用，李学通指出"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所有官方救济机构，率先提出

抢救保育难童的设想，组织成立救济保育机构，迅速开展救助难童工作，并以行动赢得了社会的关

注与支援。这不仅减轻了政府的压力，更促进了全社会对难童救济工作的重视。正是有了儿童保

育会，才有了 1938 年 6 月 27 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通过的《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才有了 10

月 20 日行政院通过的《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以及社会上其他难童救济组织，如中国战时儿童

救济协会的成立等等。"④

(三)其他社会机构

在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中，有一些数字是共识性的。如战时儿童保育会共保育难童近 3 万

人，而整个抗战期间得到救助的难童约有 20 万名左右。"儿童保育院共计 61 所，收容难童 3 万名

以上，儿童教养院 100 所，收容儿童 28202 名"。还有近 14 万名难童的救助是通过政府或是其他社

会机构来完成的。八年抗战期间先后出现的难民收容所计 3000 所左右，收容难民总数约 1200 万

人以上，其中官办收容院占绝大多数，体现了政府救济力量的主导作用。如 1938 年 3 月，"国民政

府教育部颁行了战区儿童教养团暂行办法 15 条，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责令各县至少举办 1一2 团

收容战区儿童"。⑤又如 1938 年 10 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将所有孤儿院扩改为教养院，专门

收容难童，所需经费除由各省市政府自行筹划外，不足概由中央划拨。由于国民政府有积极支持难

童救济团体的政策，战时儿童保育院和教养院又被政府列为"战时新型教育机构"。⑥所以，这些非
政府的机构也多少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纯粹的民间机构很难界定。

董根明指出"在抗战期间，一些社会慈善机构积极救济难童，如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华慈幼协

会，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及其所属的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

海青年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济生会等，由于它们都具有民办官助的特点，因此其在救济难童方

①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②毕汝钦，<<她们拯救了三万难童 邓颖超等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拯救孤儿到四川散记>>，<<今日四}II ))1 995 年第 4 期。

③ 张素我，((我在抗战中认识的宋美龄>>，<<黄埔>>2004 年第 1 期。

④ 李学通，<<邓颖超与战时儿童保育会>>，<<百年潮>>2001 年第 6 期。

⑤ 玉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⑥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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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很难与政府的作用区分开来。"①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式难童救助的特

色。但除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外，对其他机构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见到。这和它们曾经发挥的作用

和贡献不成比例，应该是今后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三难童救助重要人物研究

难童救助的重要人物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宋美龄和邓颖超。其他涉及到的还有郭秀仪、李家

应、陈波儿、安娥和庄静等人。

关于宋美龄。学界对其在难童救助中的作用均持肯定观点，认为她的贡献主要体现为 z关注难

童救助工作;带头捐款，抢救战区难童;强调"保教合一"关注难童教育;坚持客观的政治立场，支持

共产党人难童救助工作的开展。

宋美龄对难童救助非常关注。当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时，她欣然担任起理事长的职责。在保

育会成立大会上宋美龄致开幕词"现在的中国，正是一个多难的大家庭，而战时流离困苦的失教失

养的儿童们，这中间正有不少可以琢磨成功的精金和美玉。''''我愿全国的女同胞们，各尽所能，各出

其力，贡献于这一份伟大的工作，我更愿妇女慰劳会和儿童保育会的同仁们，以及全国热心妇女运

动的先进，一致来扶植这→伟大的工作。"②当保育会开展认捐活动时，宋美龄认捐了 200 名难童在

保育院的生活学习费用。 1939 年均县保育院在向重庆转移途中遇到日机轰炸。路过的宋美龄见

状后"立即帮助拦截车辆，又让随从找食品给孩子们充饥，师生们乘车顺利到达大田坎"。③宋美

龄还数次视察保育院。 1940 年 4 月 3 日，她还和两位姐姐一起来到歌乐山的四川第一保育院，与

孩子们共度儿童节。她强调，保育院的教育应使儿童成为"国家健全的公民"，"能自爱自立，具备高

尚人格"，"立志牺牲自己，爱护国家，救助同胞"。④保教合一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和难童保育工作

的基本教育原则。

谷鸣指出 z当国共双方的摩擦波及难童保育工作时，宋美龄总是保持中立。"因为她心里清楚，

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左倾的保育院院长和老师，也都是全身心投人保育事业的人才，在她出面领

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中成绩卓著"。她曾在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上公开表扬行政院直属第一保

育院院长罗叔章，说她带领 500 多名难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两千里跋涉"是立了大功的。"正

因如此，时人称赞"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

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点。"⑤晚年的宋美龄

在每年的生回"只接见战时儿童保育院学生及革命军遗族学校学生，当‘蒋妈妈'看到这些六七十

岁的学生时，总是很慈样地喊着 z ‘我的孩子。'"⑥

关于邓颖超。学界普遍认为她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 1938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和冯

玉样在武昌会晤时，提出要抢救战区难童的问题"经邓颖超提议并委托沈兹九、史良、刘清扬等去

见宋美龄，请她出面主持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从而使保育会工作获得较大的号召力和诸多方便"。⑦

① 许雪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论>>.<<中州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② 《蒋夫人亲临致辞>>.<<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

③ 谷鸣:((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炎黄春秋 ))2003 年第 6 期。

④ 《蒋夫人亲临致辞>>，((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

⑤ 谷鸣:((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炎黄春秋))2003 年第 6 期。

⑥ 程荣华:((庄静与战时儿童保育会))，((钟山风雨 ))2008 年第 4 期。

⑦ 曹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鲜为人知的统一战线实体>>.<<文史杂志))199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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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育会成立起，邓颖超一直担任常务理事。她组织妇女界积极参与难童救助教养工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她还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负责人"延安保育院的经费是由重庆总会按月

拨发。一般是以中央银行支票的形式，经邓颖超同志之手转递"。她强调，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

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①，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做出了卓越

贡献。

四地方难童救助研究

地方难童救助是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方性的机构，多为全国性机构的

分支机构。但因各地情况不同，还是有不少不同之处。

武汉地区曾是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也是难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关于武汉的难童救助，孙小群

认为这里的救助逐渐形成了一种救助模式 z政府负责，社会参与，"以教代养"的积极救济，救济法则

和规章制度则成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纽带。②孙艳魁指出"救济难民是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武汉地区的难民救济活动是全面救济工作的起始阶段，无论从救济难民还是从难民救济工作而

言，都有重要意义。"③

浙江省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浙江分会，并在此基础上开办了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

院内编制为总务、教育、医务三个部门，有教职员工 80 名左右，学生 700 名左右。"收容的全是浙江

前线的难童"。④其教育目的，是要将难童培养成德智体兼备，有劳动技能，能自立谋生的人。由于

院长李家应比较开明，共产党人在这所学校里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被派任为广东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任后，吴菊芳迅速就救济难童开展工作。广东的主要救助机构有直属于中央赈委会的"赈济委员

会广东儿童教养院"，吴菊芳任院长。她规定， 10 岁以下幼童难童的救助由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

广东儿教院专门保育学龄儿童。也正因如此，在广东，儿教院的影响要远大于保育院。根据战况，

广东先后建立了 6 个分院。一至三院由赈委会拨款，称为"中设院"，四至七院由广东省自筹，成为

"省设院"。对难童教养，广东采用"中国民族中心教育理论"的倡导者崔载阳提出的"家"(对难童进

行生活管理)、"校"(对难童进行文化教育)、"场"(对难童进行生产教育)、"营"(对难童进行军事教

育及训练)的总规划。广东先后收容了二、三万名难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在当时全国难童保

育事业中尤为突出"。⑤

范蕾蕾和陈玲认为，四川的难童救助主要依托战时儿童保育会展开。四川分会于 1938 年 4 月

在重庆成立，成都分会于 1938 年 5 月成立。两分会成立后，加强了对战区难童的遣送和保育院设

立工作。由成都分会负责在四川陆续成立的保育院有乐山蓉一院、郭县蓉二院、简阳蓉兰院、新津

蓉四院。四川分会也在全省各地区广设保育院，到 1939 年 4 月，已主办保育院共 8 所，各院儿童数

计 3000 余人，同期在四川境内直属于总会的保育院也有 10 所。范蕾蕾和陈玲指出了四川的难童

救助工作特点:颁布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注重教养合一，贯彻"救人救彻"的思想，对难童因材

① 李学通:((邓颖超与战时儿童保育会))，((百年潮 ))2001 年第 6 期。

② 孙小群硕士论文:((抗战初期武汉地区难童救济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3 年，第 34-37 页。

③ 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驾议))，((江汉论坛))1996 年第 6 期。

④ 韩祖德:((李家应与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神州 ))2008 年第 6 期。

⑤ 许雪莲:((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述评))，((广东党史))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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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①

关于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目前较多的是回忆和纪实性的作品。如刘炳星《我在陕甘宁边区第→

保育院))(((文史月刊))2005 年第 2 期) ，周献明《延安保育院纪事))(((法律与生活))1996 年第 6 期)等

文章，研究性的成果还不多见。

五重要事件中的难童救助研究

学界关注的主要包括宜昌撤退时的难童抢运、重庆大轰炸中的难童救助等问题。

关于宜昌抢运难童，主要论文有郑龙昌、刘思华《抗战期间宜昌救助难民难童记))(((武汉文史资

料))2000 年第 8 期)、郑龙昌(("宜昌大撤退"中对难民难童的疏散后送))(((纵横 >>2003 年第 1 期)等。

就宜昌撤退期间对难童疏散后送的组织、调度和全社会的紧密配合进行了详细说明。"正是由于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先后到达宜昌的难童共 28 批1. 5 万余人，全部平安地被送往大后方保育。宜昌

各界救助难童的伟大事业功不可没"。②

谭刚针对重庆大轰炸中的救济工作提出了"轰炸救济"的概念。他指出 1939 年 1 月 16 日成立

的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为主任委员，主持轰炸救济

的一切事务。他专门成立了服务总队保健院，救济那些"空袭被灾婴童产妇"。其中保健院护产部

"以救济贫苦产妇为宗旨"。保健院托儿所收养"父母因空袭死亡或重伤无人抚养"的年龄一岁半至

七岁的婴儿。中央社会部在唐家沱设立的空袭保健院，包括托儿、养老、护产等部，到 1941 年 8 月

该院托儿所收养的两岁到六岁的难童达到 300 名，该院收运站收容的难童达到 400 名。③

六 关于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的几点思考

首先，难童救助研究已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相关的论著也有一些，但缺乏经典的、有代表性和学

术深度的成果。

其次，难童救助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待继续深入。如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的研究、难童心理研

究、非政府难童救助机构研究、难童救助重要人物的研究、地区难童救助研究等。

最后，难童救助研究还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还需要更进一步。如，虽然

孙小群指出了难童救助对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制度的影响:抗战初期的舆论宣传唤起了人们对儿童

福利事业的重视，丰富了民国儿童福利思想;在难童救助中逐渐形成的救济模式，即政府负责、社会

参与和积极救助相结合，丰富了儿童福利体系等，但其对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影响的研究尚有待

于深入进行。

(作者丁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范蕾营、陈玲，((抗战时期四川儿童保育事业概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② 郑龙昌、刘思华，((抗战期间宜昌救助难民难童记>>.<<武汉文史资料>>2000 年第 8 期。

③ 谭刚，((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0938-1943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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