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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交织着饥饿与恐惧的一年：300万人饿死，300万人逃亡，中原大地，饿殍载道。
这是被遗忘的一年：历史文献鲜有记载，相关统计也都含混不清。
这是1942年，旱灾、蝗灾、兵灾交加的河南，一场大饥荒正在肆虐。

　　时隔70年，大多数亲历者已经去世。
《河南商报》几经筹划，派出7名记者，沿当年难民逃亡线一路向西；历时半年，行走3000里，搜集第
一手的历史细节，重返几经变迁的历史现场，访问历经劫难的灾荒亲历者，力图复原那一段被掩埋的
历史。

　　1942年，许多个人与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难民潮直接改变了某些城市的格局。
1942年，几位记者的呼喊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一个政府的沉默让它彻底失掉了民心，一支曾经的劲
旅却在民众倒戈的奇观中仓皇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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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12年7月7日，郑州市花园口，黄河日复一日默默东流。
如今这里已是一个风景名胜区。
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更是有大量游人。
这倒是把花园口村带繁华了，村民们靠着黄河，养家糊口，发家致富。
    在花园口村附近，是“花园口事件记事广场”，附近不远就是“扒口处”。
    1938年，因日军进犯，蒋介石决定“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此举造成89万人死亡
，1250多万百姓受灾，史称“花园口事件”。
    扒口处如今长满荒草，除了一座高高竖起的纪念碑，已经丝毫看不出当初的痕迹。
    旁边，是忙着做生意的花园口村民，一个做游船生意的年轻小伙子，每见游人路过，都热情地凑上
去问：“坐船吗？
”    指着这个纪念广场，问他是否知道当年花园口事件，小伙子匆匆答道：“俺这里没淹，别处淹了
。
”接着就问：“坐船吗？
”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水务局宣传科长祖士保说，当年他们曾到村里了解情况，发现所有的亲历
者都已去世，一个老太太自称是亲历者，但核对了一下，年龄不对，“1938年她顶多两三岁，能有多
少印象？
估计也就是听村里老人讲过”。
花园口决堤处的纪念碑    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下，来自周口的农民工老葛和几个工友正坐着歇
息。
    因为是7月7日，恰逢抗日战争纪念日，一些学生在进行爱国教育宣传，一拨一拨的人，在纪念碑下
听讲当年国民政府扒开黄河大堤，导致豫东成为“黄泛区”，89万人死亡、390多万人逃荒的事。
    老葛们听得入神，待学生走完，几个人就开始讨论：    “既然当时都淹了，那现在的花园口村民，
还是原来的吗？
都是后来搬进来的吧？
”    “不对，当时花园口村的人应该没被淹，他们事先知情，都已经跑了，主要是开封、商丘、周口
那边的人不知道，正睡着觉，水‘呼啦’就淹过房顶了。
”    “当时不是有收音机了吗？
为啥不用收音机通知大家水来了，赶紧跑？
”有人问。
    “那会儿也就大城市有收音机，乡下哪有？
就算有，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哪还有空通知？
”  这么一说，大家若有所悟。
老葛还是有些愤愤的，“啪啪”弹了几下烟灰，他的老家周口，当年也是被水淹的灾区。
    碑文的一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落款是“蒋中正”。
老葛看了半天，说：“我觉得吧，‘济国安澜’这个‘安’字得改改。
”    “咋改？
”    “改成‘济国淹澜’，你把国家都淹了，还安个啥？
”    老葛们不知道，国民政府当年决定扒开黄河大堤，是为了抵挡西进的日军，绝对不会事先走漏消
息，要是被日军知道了，换条路线进攻，这大堤就白扒了。
扒开大堤后，他们按照事先周全的计划，立刻把责任推到了日军头上，对外获取国际舆论同情，对内
转移老百姓的怨恨。
从这个层面上，别说当时没有收音机，就算人手一部手机，蒋委员长可能也不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将
要被淹死的89万黄泛区人民吧？
    从一开始，蒋委员长就是准备把河南当“牺牲品”的。
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了他在1942年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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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农民工老葛们，和蒋委员长相比，显然太天真了。
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花园口决堤事件”，和1942年有着绕不开的重大关系。
    1942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前线暂无大的战事。
数得着的，也就是当年1月蒋介石代表中国参加太平洋会议，当年4月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
而此时的河南，并非稳定的大后方，半省沦陷，依旧处于中日交锋的前线。
    早在1937年11月初，日军突人豫北占领安阳，到1938年2月底，华北地区大部沦陷，河南省黄河以北
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
5月徐州会战后，日军大举进犯豫东，12日占领豫东门户永城，接着夏邑、商丘、宁陵、民权诸县先后
沦陷。
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省会开封，后继续西犯郑州。
    在日军进攻郑州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击日军西进。
    决策一层层下来，具体执行决堤的任务，落到了53军头上。
于是，53军新8师参谋熊先煜，和工程师及工兵营几个人，到现场勘察。
    都知道这是件造孽的事。
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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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磊、关国锋、郭小阳《1942饥饿中国》内容介绍：数十位亲历者记忆复原1942大饥荒，比小说、电
影更真实。
在陕西宝鸡，百分之七十的人是“河南籍”，这个城市相当一部分人是难民的后代。
西安，火车站旁棚户区，昔日逃荒少年今已四世同堂。
灾荒亲历者用记忆复原的1942大饥荒之惨烈和沉痛，以及个人和家族被这场灾荒彻底改变的命运，比
小说和电影更真实。
近百幅图片展现灾荒现场、历史遗存，沧海变为桑田，至为震撼！
3000千里重访之路，为你展现第一手的历史细节，再现一段沉没的历史。
记者历时半年，行走3000里，重走那条连着一个民族血脉的逃荒路。
搜集第一手的历史细节，探访几经变迁的历史现场，感受亲历者的苦难记忆，以及在逆境中成长的生
命力。
记忆不可磨灭，灾荒从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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