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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母亲从小教导我要心存善念，不做亏心事，要刻苦读书、学医救人。
　　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日寇侵华，慈母过早离世，令我失去了求学的机会。
幸获善心人士的义助，得以入读镜湖护校，又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引下走上抗日从军之路，以所学医护
知识在战场上救死扶伤。
六年军旅生涯，我转战南北，深入前线救护受伤战友，子弹在头顶呼啸，炮弹在不远处炸响。
我曾经历重重艰难困苦，但我心坚定，始终不忘母亲的教诲。
　　抗敌胜利后，我得到了领导的关怀，入读医科大学，继而留学苏联深造，学得一技之长得以报效
祖国。
自1960年学成回国，我一直努力教学，潜心科研，出版了《护理心理学基础》、《医学心理学入门》
、《行为科学与行为医学》等多部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我以诚心对学生，以仁心待病人，获学生厚爱，患者也视我为挚友。
　　80余年的人生经历，使我从一个自幼失慈的小孤雁，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和医务工作者，这
既有个人的不懈努力，更有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还有许多善心人士的帮助，对此我心存感恩。
总结一些人生故事，成册《翔鸿乘风》，作为我对这些恩人的答谢，也献给我的老战友及老同学，共
同纪念我们曾经的激情岁月。
年纪大了记忆或有失误，望老朋友们批评指正。
同时，也以此书勉励我的后代继承我的志向，努力学习，踏实做人。
　　李铁　　200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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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翔鸿乘风（珠江纵队女战士李铁回忆录）》作者原为广州西关的豪门千金，日寇入侵，家道败
落，逃难澳门，学习医术。
后加入珠江纵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作者到苏联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
最后调入暨南大学医学院任教授。
李铁为珠江纵队现今在世的、硕果仅存的几位女战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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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一、童年点滴（一）西关的记忆（二）我被拐了（三）我的父亲（四）我的母亲（五）陈家手足
情（六）我的兄长二、相依的终局（一）日机轰炸广州沦陷（二）澳门避难（三）众冲避难的日子（
四）考入知用中学（五）乡村停课时光（六）慈母离世三、灰暗的日子（一）投靠干姐（二）小账房
先生（三）六姨丈接我到台山（四）台山沦陷六姨丈阵亡（五）张世伯收留四、镜湖白衣天使（一）
镜湖母校（二）学护生活（三）西医顾问团和王德光医生（四）林柳坚护士长（五）曾还同学五、抗
战游击岁月（一）前往五桂山（二）我有了新名字（三）举办“海珠桥”卫生员训练班（四）参加“
纽约桥”青年训练班（五）勇敢的小战士——“摩登吐”（六）调往二支队（七）战斗中成长（八）
陪参谋长到广州疗伤（九）抗战胜利挺进粤北（十）龙头山之战（十一）瑶山“烂衫大队”（十二）
难忘的坳背村之战（十三）冲出重围六、南征北战（一）东江纵队北撤（二）在山东解放区的日子（
三）就读新四军军医学校（四）李铁过沙河荣立一等功（五）“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六）亲
历淮海战役（七）横渡长江接管上海（八）接管上海市立第一宰牲场（九）新中国成立兄妹重逢七、
重返校园（一）回山医“老家”（二）快乐假期潜艇生活体验（三）告慰亡母（四）我的第一个精神
病患者（五）留苏预备班八、留学苏联（一）西伯利亚铁路（二）初见导师（三）迷人的列宁格勒（
四）我的留学生活（五）在莫斯科的日子（六）脑电图课题研究（七）论文的准备（八）副博士论文
答辩（九）临别依依师生情九、风雨过后总是晴（一）回到北京（二）“左”倾机会主义者？
（三）暴风雨来了（四）冬天里的温暖（五）重返广州落户暨南园（六）效力镜湖夕阳余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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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西关的记忆　　据老一辈人说，我的祖上居住于白山黑水之间，到近代才人粤的。
　　小时候，每逢春节，母亲就在大厅里挂出历代李氏祖先的画像来供奉。
列祖列宗身穿官服，或站或坐，相貌威严，给幼小的我留下无限遐思——他们是些什么人？
　　母亲还让我和哥哥对着那些先人的画像磕头，并警告我们不许偷吃供品。
据说，要等先人们不吃了，我们才能吃。
　　可是从没见先人们吃啊？
调皮的哥哥想出了一个偷供奉点心的好办法，那就是借小妹的手，就算让大人发现了，也拿他无可奈
何。
　　自从1938年日军对广州狂轰滥炸，母亲带我逃难离开了广州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画像。
直到我长大成人，这些古老画像的谜团才逐渐解开。
　　记得小时候搬过好几次家。
　　1927年11月，我出生在广州西关，这里曾是昔日荔枝湾的胜景所在，“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
”，美景如诗如画。
　　依稀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两棵大榕树，孩子们都喜欢在树下玩。
树上有许多小鸟，偶尔也会有小蛇，大胆的男孩子会用竹枝逗弄蛇尾，蛇就爬上树逃走了。
母亲常对我说：“小心蛇下来缠你的脚。
”我不怕蛇，也从没被蛇缠住过脚。
　　离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鱼塘，小孩子都喜欢在那附近玩，偶尔见到几条翻白肚的鱼，孩子们就
争先恐后地用树枝捞起来拿回家。
　　后来，我家搬到西关闹市区的一幢骑楼，楼下是大马路，有许多汽车、黄包车及单车来来往往，
我常吵着要下楼玩。
有一天，家中的佣人阿姐带我下楼看汽车，后来阿姐背着我，跟着另外一个人，不知走了多久，到了
沙基码头，我突然哭着要找妈妈，惊动了警察，后来才知我们被拐了。
那时我只有三岁。
　　母亲说：“这屋不吉利，搬屋！
”　　没多久，我家搬到西关一个小巷子里，记得家里的大厅连着一个天井，下雨时母亲总是在天井
中放两个脸盆接水，我看着雨水滴滴答答的，很是有趣。
每当水快存满时，我就会大喊：“妈妈，水满了。
”　　印象最深的是卧室上面有一个复式的小阁楼，母亲把不常用的东西及我的玩具通通放到阁楼上
，我经常爬上阁楼去找玩具。
在这里我住得很开心。
　　一天晚上，母亲叫醒我说：　“乖女，睡在床中间，不要动，靠墙的床边有蛇。
”当晚，母亲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是周末，在中学住宿的哥哥回家。
母亲告诉他发现蛇的事，哥哥便去外公家找来八舅父，两人翻箱倒柜地找遍了整幢房子，最后在小阁
楼装玩具的木箱子里，发现那条让母亲提心吊胆了一整晚的蛇，它正懒洋洋地盘踞在我的玩具上。
　　当晚，我们住到了外公家。
　　外公家有好多人，外公住在二楼，喜欢躺在床上抽长长的烟筒，烟味刺鼻。
楼下住着两位当时尚未出嫁的阿姨和八舅父。
外公对母亲说，那所宅子听说常有蛇出没，不如搬家吧。
　　第三天，八舅父请了一位“蛇王”（捉蛇专家）到我们家，捉了蛇，又四处察看。
做完一切后，“蛇王”对母亲说：“太太，靠近大门口右边的墙下，地面有条长长的白印，那是蛇爬
人屋的通道。
您要是害怕，最好还是搬家吧。
”　　就这样，我们又搬家了，父母在华林寺附近的茂林横街买了一幢半新的住宅，那年我大约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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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这幢三层高的小楼，位于茂林横街10号。
母亲和我住在二楼，佣人阿姐因为要照看我也住在二楼。
　　厨房和饭厅在三楼，餐桌上有个铜制的大转盘，来访的表弟和表妹最喜欢转来转去地玩。
　　饭厅连着一个大露台，上面种了很多花草，当中是一盆很大的莲花。
在露台上能看到一大片西关的民居，夏天的夜晚我们喜欢在那里纳凉，数着天上的星星。
　　与我们的小楼相隔100米左右，就是广州闻名的华林寺。
从我们家二楼就可以望到华林寺的后座，视线越过高高的围墙，可以看到郁郁苍苍的古树。
　　华林寺香火鼎盛，从早到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烟香如云似雾，凝聚在寺的上空，再飘出寺院的
后围墙，附近一排排楼房，都沐浴在淡淡的香烟中。
浑厚的钟声和朗朗的诵经声，抑扬顿挫，和谐共鸣。
夕阳西下，烟缭雾绕的华林寺更显得庄严肃穆。
　　搬入这幢小楼后，华林寺的念经声引起了母亲的关注，也由此改变了母亲的信仰。
　　茂林横街的家珍藏着我无数美好的童年幻想和记忆，直到广州沦陷，家园美景不再。
在昔日欣赏西关美景的大露台上，我看到日本军机狂轰滥炸后的雄雄烈火，以及变成废墟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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