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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个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尤其是经过多年的战乱，历史的记载可能会由于记述者的缺位而出现大
块空白。
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干百万人的死亡，可能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而湮没不彰，随着时间逝水的冲刷
永远不为后人所知晓。
    据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高
达300万人。
    然而，这个死亡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1943年3月22日绕过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系统发到美国《时代》
周刊的通讯报道《等待收成》中写道：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
据说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
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
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如果按照白修德的估算，河南灾民的死亡数字更大。
    我们姑且将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确定为300万吧。
这个数字已经足够惊人!它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
倍!一个人的生命尚且宝贵，何况300万人的生命!正如1946年白修德在他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
》(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中的专章“河南大饥荒”中所说：“这是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也是
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    然而事隔70年了，这段极其悲惨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在中国的史书上鲜有记载，今人对其真相知之
甚微。
当年大饥荒的亲历者，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至少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口述历史”会变得
越来越难。
若不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间还有幸保留了一些记载这场大饥荒真相的珍贵文字和图片资料，这场
人类历史上的特大浩劫可能永远被埋葬，300多万河南人民的非正常死亡，竟然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抗
战史上毫无记载!    无数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这场大浩劫是怎样发生的?当时统治河南的国民政府干
什么去了?大饥荒中的300万灾民是如何死去的?各阶层在大饥荒中的状况如何?大饥荒是何时缓解的?又
给后来的历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由于1942年国民党对河南大饥荒真相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
，1949年他们从大陆撤退时又销毁了几乎所有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无暇钩沉这段历史，加之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少有的知情者沉默、失语⋯⋯
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
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雷声》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
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Historv—A Personal Adventure)先后被译介到中国。
白修德在这两本书中，回忆到他亲身经历过的中国抗日战争时，都以整章的篇幅，谈到了与抗战密切
相关的河南大饥荒，对自己到河南灾区采访的经历，在《探索历史》中，他说：  “大饥荒立刻使得
我再清楚不过地懂得了，什么是秩序和混乱，什么是生存和毁灭。
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饥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    一石激起干层浪，白修德的叙述，引起了国人对这段几近空白的历史的关注。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对日宣战，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1943年初，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赴美多次讲演，受到美国公众的热烈欢迎。
1943年11月，作为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强国首领
在埃及开罗平起平坐地开会，签署了有关对曰作战的《开罗宣言》。
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于参加抗日战争而迅速提升了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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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场浩劫，至少3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然而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书上竞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如果你被《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中的内容所震撼，别忘了。
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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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致新，女，1949年5月生于河南开封。
1953年随父母迁往武汉定居。
“老三届”高中生。
当过农民、教师、工人。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至退休。
研究员。
著有《文学论稿》、《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袁枚的思想与人生》等书。
2005年编著有《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
图左为作者母亲宋秀玉，字映雪，1913年2月生于河南邓州，武汉市文化局离休干部。
她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见证人，也是作者父亲李蕤到灾区采访写《豫灾剪影》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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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
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
数干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
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河南省的版图大致是一块长方形，其东北部处于日军占领区边界，河南本省也被日军占领了三分之一
。
它尚有70多个县仍在日军控制之外。
紧紧挤在东北部口袋地区和日军对峙的35个县，正在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文明的最大浩劫中濒临绝
境。
从山东来的难民报告说，那里的情况比河南更糟。
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的时候在郑州写道：“教堂前，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
，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
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
吸吮着她的奶头。
只有很少可信的报告到达我们这里。
孩子们被卖掉，我说的是大些的孩子，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买下。
” 天主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
钱一捆。
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
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当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
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只有夜晚，传教士才到路上收养流浪的儿童。
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
另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农民开始宰杀牲口充饥。
 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两条主要通道逃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
铁路。
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
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
每天有4000～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灾荒往往周期性地光顾这片平坦而且称得上肥沃的河南平原。
1927年的灾荒由于紧急从东北调运粮食而得到缓解。
但现在东北和铁路都在日本人手里，河南境内其他所有的路都被中国人自己切得支离破碎，以防止日
本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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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我编著过《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在社长刘道清、责任编辑曾凡国的帮助下，由湖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
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记述了对有关资料的查找过程，当时我已搜集到70余篇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前
锋报》社评，可惜由于篇幅所限，仅选了其中10篇。
我感到，南阳《前锋报》作为河南本地的报纸，这些有关河南大饥荒的社评，对灾荒的跟踪报道时间
最长，报道也最为翔实具体，应该将它们汇集起来，完整地加以出版才是。
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退休之后，由于家庭重心的转移，我从武汉来到北京，后居住在燕郊。
在空闲时间，我又继续查找《前锋报》上关于河南大饥荒的社评，以及大饥荒的后续报道等。
    目下国家图书馆所存的《前锋报》，从整体上说还比较齐全，唯有1943年2月份的报纸，缺失最严重
，只剩2月20曰这一张。
1943年2月，正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月份，而在这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得而知。
碰巧，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南阳档案馆的张怀珍先生写的一篇《李静之先生与南阳前锋报》的文章，
并注明“南阳档案馆现存《前锋报》社评选集第3集第1册”。
我就通过南阳的舅舅宋然宗、舅母张清洁与张怀珍先生联系。
张怀珍非常热情，把档案馆珍藏的《前锋报》社评第3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
我得到后欣喜非常，一来是这本《前锋报》社评第3集，正是我父亲《前锋报》的两个同事张林翰、
王骏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亲赴南阳档案馆复印过的材料，由于他们已先后去世，无法使这些社评
面世，而事隔十多年后我终于又得到了它；二来是这里面有2篇1943年2月的社评，是有关国民政府限
价令的。
这启示我由此联系到其他文章关于限价令的报道与回忆，明白了当时国民政府颁布限价令对河南大饥
荒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
    2011年冬，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栏目就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过程也是个互动的过程。
编导王伟采访过国内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专家杨天石先生，他从杨天石先生那里得到了两篇蒋介石
在1943年4月9日与4月11日的两篇日记，这两篇日记，是蒋介石见过白修德之后所写的，目前尚未发表
，是杨先生从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
这样的“顶级”资料，对于破解河南大饥荒之谜，其分量不言而喻。
在此要感谢编导王伟，以及素不相识的杨天石先生。
    开封《汴梁晚报》专栏记者刘海永，自2007年起就关注河南大饥荒。
当他与我取得联系后，用快递寄来了自己搜集的有关资料。
本书所选的由靳志执笔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以及靳志中年和老年的照片，就是来自他的帮助
。
    在编书过程中，我的大哥赵致真为了能使70年前的这段历史真实再现，通过互联网从美国购买
到1942年10月26日登载了自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登载了《等待收
成》的《时代》周刊，1946年自修德、贾安娜所著《中国的雷声》原版，以英文原版为底本，对自修
德关于河南大饥荒通讯和回忆进行翻译。
他的译文与英文原版报刊图像均收入本书，使读者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自修德关于河南大饥荒的
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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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由宋致新编著，讲述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场浩劫，至少300万人死于
这场灾难。
然而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书上竞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如果你被书中的内容所震撼，别忘了。
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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