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的残暴令人发指，
却更激发了难童们的爱国
热忱。

1943年 11月，爱国将领
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来到自
贡，在蜀光中学操场上，一场
声势浩大的“节约献金救国
大会”举行。“为了前方浴血
奋战的将士，为了我们民族
的生存，我们向中国人的良
心求援。”冯玉祥将军登台发
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叩击着
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

这一天，天空中飘着小
雨，保育院的难童们聚在募
捐现场，小脸冻得通红，聆听
着字字泣血的呼号。孩子们
虽然无金可捐，但也献出身
上的棉衣和草鞋，这是烽火
童年里滚烫的赤诚。

其间，李德全专程前往
保育院看望难童。谢淑明至
今仍记得李德全说的话：“前
方将士英勇杀敌，后方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孩子们，我
们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早日回到家

乡和亲人团聚。”这番话激励
了全院难童和老师们。

据《自贡市献金分会纪
念专刊》记载，节约献金期
间，保育院的难童主动要求
每日改食稀饭，一共献出碛
米 12石（约 720公斤），并少
打牙祭4次，计得4万元。同
时，更走街串巷，叫卖平日制
成的藤竹、织品等手作，共计
筹得10209元，全部捐献给了
国家。

面对日趋紧张的战事，保
育院通过建立歌咏队、演讲
队、慰劳队等，积极投身宣传
兵役、征募公债、慰劳抗属及
救护伤亡等事务。至1945年，
保育院上报共有14名难童从
军，从大后方奔赴最前线，汇
入民族救亡的钢铁洪流。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
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世
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
降。随着二战结束，这所承载
了无数烽火童年、托举起民族
未来星火的战时“摇篮”——
自贡市保育院，也如同一位

功勋老兵，在胜利的晨曦中，
悄然隐入历史的帷幕。

自贡市保育院历时8年，
共收容 13 个省的 3000 余名
沦陷区难童。最多时，院内
难童达 1400余名，成为战时
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收容难
童的重要承载地之一。

烽烟散尽，幼苗成林。
据记载，当年被庇护的孩童
有的投考军校，有的升入光
华大学、旭川中学等，成长为
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前文
提及的谢淑明，后考入河北
师大，学成后在荣县中学任
教师至退休。毕生耕耘三尺
讲台，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当硝烟散尽，难童们抖
落满身烽火尘埃，成为新中
国建设的栋梁，在机关、工
厂、田间延续着保育院屋檐
下那份赤诚。这正是民族精
神最动人的注脚：纵使凛冬
漫长，霜雪肆虐，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星火终会燎原。

本版史料照片由自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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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复兴存续火种与希望
——记战火硝烟下的自贡市保育院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范伟饰
演的唐天祥面对日军的枪口，含笑宣
告妻子怀孕。这朴素的生命宣言，正
是对侵略者最深刻的蔑视。抗战岁月
里，新生命不仅是绝境中的希望，是黑
暗里的微光，更是对侵略者最有力的
抗争。

当战火摧毁家园，多少稚嫩的生
命未及绽放，幸存者亦如浮萍四散。
焦土之上，谁又能托举起孩童的明天？

民族危亡之际，自贡市保育院成为
守护生命的方舟，为民族复兴存续希望的火种。难童在自贡人民的
庇护下倔强成长、磨砺成材，在日后祖国建设洪流中化作坚实之柱。

这段历史，是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对未来的守望，既镌刻着苦
难记忆，更辉映着人性光芒。站在岁月长河中回望，抗战精神已融
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当以纪念为镜，照见和平之贵；以传承为炬，点燃复兴征程。
自贡融媒记者 黄鸿 欧亚非 芶思

季夏时节，信步自贡市贡
井老街，不觉来到井神庙遗
址。曾经的主体建筑已不复存
在，仅留下庙前平坝、条石地
基、青砖残墙。蝉声断续，侧耳
凝神，竟似有旧时难童的歌声：

“莫伤别父母，莫悲离家乡……
驱逐倭寇光河山，中华民族之
荣光……”

循着缥缈的歌声，时光的
帷幔徐徐拉开。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
踏破山河，国土接连沦陷。日
寇在占领区无恶不作，战区儿
童遭遇空前劫难，或惨遭杀害，
或流落异乡。

为救助烈士遗孤和战区难
童，1938年 3月 10日，邓颖超、
宋美龄、何香凝等妇女界领袖
齐聚武汉汉口，成立了中国战
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儿童救助保育运动。4月
2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
会在重庆宣告成立。

此时，沿海盐区相继沦为
战区，海盐输运断绝。为支援
前线抗战，自贡地区响应增产
赶运的号召，加大井盐生产，经
济相对稳定，且地理位置优越，
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
设立分院的优选城市之一。

同年 6 月，四川省政府向
自贡市市政筹备处下发训令，
饬令开办战时儿童保育机构。

7月 26日，自贡选址井神庙作
为自贡市保育院，并购置双层
木床等物资，着手接收难童。
随着难童数量激增，后又增设
天后宫、天池寺、谢家祠、三元
井作为院址。

自贡市保育院成立后，先
后接收了山东、安徽、江苏等地
大量难童及本地贫苦儿童。有
难童曾刊文回忆：第一任院长
是留美医学硕士胡惇五，她是
江苏无锡人，很是慈祥。在她
的精心呵护下，患有癞头、疥
疮、疟疾等流行病的难童均得
到有效治疗。

史料记载，自贡盐区医院
曾请示川康盐务管理局为自贡
市保育院购买脑膜炎特效药；
因难童张兰患严重眼疾，在自
贡盐区医院无法医治的情况
下，保育院呈请川康盐务管理
局准予送往内江治疗……此类
史实不胜枚举。在保育工作者
的不懈努力下，难童的生活和
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1940年 4月 21日，一支车
队一路驶抵西秦会馆的川康盐
务管理局门前。车门开启，宋
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相继下
车，受到自贡各界代表热烈欢
迎。随后，她们前往自贡市保
育院看望难童，询问孩子们的
学习生活情况，分赠书籍、玩具
与糖果。

1939 年初冬，微凉。谢
家祠里，难童们正围坐打草
鞋。 4 岁的谢淑明拾起稻
草，学着同伴的样子搓捻、
编织……现家住自贡荣县、
已经 90岁的谢淑明回忆道，
幼年的画面仍时常在脑海中
浮现。当年，因家境贫寒，自
己被送往保育院，与难童们
一起生活、学习，“没有保育
院，哪有我的今天”。

当时，自贡市保育院的
经费由川康盐务管理局拨
付，其膳食和物资供应参照
中等家庭标准：每日三餐，一
粥两饭；每两周打一次牙祭
（吃肉）；每半月发一双草鞋；
每半年发面巾、浴巾、牙刷各
一件……在烽火连天的岁月
里，这份保障实属珍贵。

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后，
自贡市保育院便着手应对

难 童 年 龄 悬 殊、文 化 程 度
参 差 的 情 况 ，决 定 采 用 陶
行 知 倡 导 的 半 工 半 读 制 ，
双 轨 并 进 。 开 设 完 全 小
学，设置国文、算术、体育、
军乐、童军（童子军训练）
等课程，同时开办工厂和农
场，教导难童们学习织布、
纺纱、藤竹编织、印刷、养
殖等实用技能。

至此，难童们总算有了
一个安稳的“家”。然而，战
争的阴霾远未散去，敌机的
轰鸣时常淹没孩子们的读
书声。

1939年，日军为切断食
盐供给，先后 7 次对自贡地
区实施轰炸，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轰
炸 ，自 贡 人 民 坚 持 井 盐 生
产，并捐款购买“盐工号”和

“盐船号”两架飞机，支援前

线抗战。
“我那时还小，听到警报

也不晓得跑，同寝室的邱桂
玉（音）一把将我背起，往天
池山的林子里躲。”谢淑明忆
及此景，声音微颤。当时，大
家聚在一起不敢动弹，各自
诉说着家乡的惨状和自己的
遭遇，只能低声哭泣，“我也
跟着哭，心里恨恨地念：日本
鬼子太坏了！”

敌机轰炸之后，难童们
又陆续回到保育院，看到墙
壁上挂着的院训，积压的悲
愤如潮决堤，大家流泪唱起
院歌：“求学业，勤生产，练刀
枪，准备着杀敌的力量……”

待这悲壮的呐喊渐渐平
息，孩子们拭去泪水，目光如
炬，重又投身于学习与训练
之中，立志要驱逐侵略者，誓
死保卫祖国。

童心安处烽火摇篮

稚童报国

铭牌还记录着曾经的故事

川康盐务管理局指派医师开展卫
生指导的训令

战时难童曾在此生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