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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内容概要

《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
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
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
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Page 2



《流亡》

书籍目录

序前言  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第一部  松花江上　亲历“九一八”  　在伪满洲国上学　我的
家乡美丽而富饶　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送进小学　流亡关内之前　心中埋下反满抗日的情绪　“高柏
苍事件”前前后后　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在伪满洲国的监狱里第二部  离家　开始流亡的东北大
学　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记　我的同学与老师　敢问路在何方　流亡的东北中学　我和父亲同坐监　
随父亲流亡到南方　离家出走之后　从“东北抗日机构”到战干团　我的传奇人生　流亡路上陷囹圄
　我渴望展开书卷　在流亡路上　我真的很茫然　躲过第二次追捕　入关　吻别襁褓中的女儿第三部 
上前线　走上抗日之路　在新疆战斗　在伪军里入党　《反攻》杂志与“民盟”　加入东北军　进入
中央农林部　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当翻译　到解放区去，到中原去　唱着《松花江上》参加抗日尾声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回北方　白日放歌　欢庆日本投降　随东北大学复员回沈阳　随国民党回东北去
“接收”　复员回沈阳被东北大学开除　回东北开展工作　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当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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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章节摘录

　　亲历“九一八”　　王成福　　王成福，男，汉族，1917年3月18日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2
年7月-1934年5月，奉天省立第二工科学校矿冶预科学生：1934年8月-1936年11月，北平国立东北中山
中学学生；1936年11月-1937年5月，南京市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1937年9月一1938年5月，陕西西安
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1938年5月-1938年12月．四川省三台县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1939年1
月-1942年5月，陕西省城固县国立西北工学院学生，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2年7月-1944年12月，广西
、贵州黔桂铁路工程局实习生、工务员；1945年3月-1946年2月，陕西省鄂（户）县飞机厂工程处工务
员，其间为去延安在洛川中学任教师一个月；1946年3月-1947年12月，锦州铁路局锦州工务段、赤峰
工务段工程师、养路主任、工务段长，工程抢修队队长；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转
正，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8年10月锦州解放时出狱；1948年10月-1976年10月，先后在锦州铁路局、
铁道部第六工程局（黑龙江伊春）、第十一工程局（杭州）、第五工程局（青岛）、第六工程局（西
安）兰州铁路局西宁铁路分局工务段任工程师、副科长、副段长、总工程师等职。先后参加过11个铁
路局和1个飞机场工程处的新建工程和维修业务。1976年10月离休。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
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
　　“九一八”已经过去73年了。“九一八”之夜的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逢这
时，我就会唱起这首当年东北流亡学生演出的《九一八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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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编辑推荐

　　《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是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口述历史，它
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
追求。书本以青年人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为目的。由于口述历史是当事人站在自己的独特角度对所历
、所见、所闻、所感进行主观性的叙述，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
握，能够把每篇口述历史从各自的角度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收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我
们根据有关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整理出此文，以清全书之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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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精彩短评

1、从另一视角披露抗战时东北人民的反抗和奋斗，看其中学生逃出伪满洲入关的经历尤为惊险
2、很好，如果想了解那段学子们的血泪史，推荐
3、感兴趣的是里面涉及四川的内容。
4、没啥可讲的，正是我在找的，写小说的材料。
5、为什么历史上强大的中国,会自19世纪来有一场延续了百年的灾难?学习历史,才能认清现实.
6、齐红深对东北沦陷史尤其是教育史很有研究，近些年在殖民教育口述史方面有新成果，可以说，
齐红深的书出一本我就买一本。
7、口述史。同样事情，在不同人的记忆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伪满洲国缩短学制，中学和大学年
限均变短，有人在回忆里说是日本人的愚民政策，要使中国人永远愚昧；也有人说是为了尽快培养人
才，建设东北。有人记得的是校方对日本学生的偏袒，也有人记得的是一视同仁的呵护和培育。这也
是口述史不可避免的问题之一吧。
8、口述史当然粗糙，但读起来不费劲，可以作为调节。战乱时代，衣食住行处处不便，但唯独情感
的质量，在生死的映衬下，似乎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提纯，同志间的信任，男女间的深情，很多
时候在厄运的阴云下闪闪发光。一些官方历史和文艺更愿意展现和赞颂这些，并将其命名为革命浪漫
主义。一些后来人也容易把这些误认为是战争更重要的部分，或者战争能够给和平社会带来的价值，
由此增加了对战争的亲近感。口述史从普通人的角度，带来一些可触摸的、惨淡的记录
9、当做故事读来挺好。
明显意识形态，但是爱国很明显。
10、让我们通过这本书认识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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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精彩书评

1、亲历者的口述，以真实丰富的细节再现历史真相 历史纪实，还原昨日人物和事件，可读性强 亲历
者健在的不多，抢救性的挖掘、呈现，弥足珍贵齐红深 著读此书的同时还可关联：日军侵华集中营—
—中国受害者口述，陈毅口述自传，贺龙口述自传，黑暗下的星火及抗日英烈事迹读本来看
2、《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这本书总让我想到龙应台的《*江*海》，然而，《流亡》更
侧重史实的描述，书页中插入了很多不常见的老照片，陈旧的奉天工业学校中国学生的集体照，伪满
教科书上的《诏书》，锦州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校长照片，张学良题写书名的《国难痛史》⋯⋯而在《
江海》书中，时不时有龙博士的穿插叙述，总的读下来虽然有一种密集信息量轰炸后的酣畅，但是作
者的过多介入更让人感觉文学色彩重于史实发掘。《流亡》，正如前言中所说，“是一部关于东北沦
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口述历史⋯⋯口述史研究以记忆为工具，又以记忆为内容，使历史研究发生
了一种特殊变化，这就是将心理与心理学纳入历史研究范畴⋯⋯”我尊重作者的观点，同时向作者让
位于口述者的忠实致敬。历史大背景固然悲怆，细节的叙述更让人唏嘘。我关注于各种细节，因为正
是这些细节的立体才支撑起了一个更饱满更真实的东北沦陷史，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上演了一幕幕戏
剧。1936年，新民师中初中部时任日语教员的高木22,23岁，小个子，人也长得漂亮。和其他日本老师
不同，高木上课特别和蔼可亲，无论学生怎么闹，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申斥学生。结果两个月中，
高木经过在华日本人的“洗脑”后“如梦初醒”，上课骂声不绝，动则出手打人。两名学生熄灯后溜
到图书室看书，身高不够的高木得知，蹦起来抽高个子学生耳光，打得非常狠。决心复仇的该学生在
日本投降后曾回到学校寻找高木，而高木早已不知去向。西安事变后，日本人在辽阳县举行了一次中
学生作文会考，，题目是《对西安事变的感想》。当年的一个初中生，对张杨二将兵谏，蒋接受国共
合作全然不知，回家问父亲，没想到他父亲竟也讲不清。为了应付日本人，这个孩子只好在作文中骂
了一通蒋介石算了事。1943年长春新京医大学生以消极怠工来抗日，期间一名学生将细菌教研室拿出
的一管伤寒细菌放在日本同学的饭筒里，造成20名日本人1名朝鲜人染上了肠伤寒。日本当局包围了学
生宿舍，怀疑有人投菌。调查中，细菌教研室桥本教授称，学校的细菌没培养到能致病的阶段，这样
才让日本人撤退了包围隔离。吉林“德田鱼店”老板在生意中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后来，鱼店老板
因救助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而被捕，善良的日本朋友们竭力搭救。其中的日本朋友铃木非常细心，生怕
在校读书的老板儿子因此情绪受到影响而不安于学习。铃木在孩子暑假回家前来到老板家中，劝慰孩
子赶紧回校，安心学习，不要过于担心家里的事。英国汽车商约翰被误认为间谍抓进了伪警察厅留置
场。约翰备受折磨，四肢一度无法动弹，每天只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舔碗里的食物。后来，狱友得到
了一些旧报纸，告诉了约翰日英交换战俘的消息。狱友们知道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约翰却每天虔
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他回国与家人团聚。同年夏，狱友被意外地释放，当时两人正在下国际象棋。约翰
只能站在墙角默默地注视狱友的离去。九一八后，当局说要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搞军训，以便将来打
回东北老家，但是既无军装，又无枪支，没有组织训练，实则一盘散沙。当局美其名曰“复学于北平
”，然则既缺教室，又少教授。事实上，大批学生都无所事事。学生喝大锅粥无法果腹，进饭馆吃完
饭后，以早已不在北平流通的“奉票”结账，饭馆老板哭笑不得。不到三天，所有饭店不谋而合，不
再接待饥饿的东北学生了。复学无望，军训不成，加之天气渐冷，衣衫单薄，许多学生只有返回东北
。逃离伪满的青年学生们在宝鸡向教育专员求助，专员却拒绝承认大汉奸也是大学总长张景惠出具的
伪满“建国大学” 身份证，愤怒的学生反问教育专员，“敌占区里哪所大学时咱们国府管辖的，哪个
大学是由国府教育部任命的？”问得教育专员哑口无言。⋯⋯⋯⋯这样的细节，我在阅读的时候，看
到一个就做一个记号，本来想全部写下来的，但是实在太多了。有人会说我过于温情脉脉，重细节而
忽视全部。其实，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的人类社会。这不同于龙应台笔下那个*江*海，只有从更多人口
中，不断地重复，补充，挖掘，才能近可能地还原一个粗粝但是不乏温情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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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章节试读

1、《流亡》的笔记-第189页

        本书没有给出东北青年学生逃亡国统区的比例，但总体数量上大致还是蛮多的，因而南下的交通
、食宿以及附加服务除了带有政治行为的属性，也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了。人都要混生活，政治有时候
也无非是一门生意。在河南前线，国军和日军对峙的地界，伪军的一些军官以及国军方面的地下工作
者大量参与此事。所以有东北学生来到接近国统区的秘密据点，负责人会在沉着接待之余，建议学生
在他那边将汪伪“联银券”兑换为法币。等学生出来，才发觉外面黑市上的兑换率要高得多。辗转到
了国统区，有大幅标语欢迎“从敌占区来归的热血青年”。接待站可代为租车以便学生从前线前往后
方洛阳。学生拼凑的1800元租车费里面，1500元给司机，300元则被当做“服务费”被中饱私囊。另外
，军官以地利之便，与敌占区进行物资甚至毒品走私，更是一本万利。当年能够有机会上大学，家境
还是有基础的。这批东北学生虽然颠沛流离，遭遇无疑还是处于平均水平之上。目睹国统区满目穷苦
，百姓沦为壮丁、流莺的种种现状，学生们估计也是心头一苦，不禁唱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
等候⋯⋯”

2、《流亡》的笔记-第32页

        一位口述者回忆1938年在伪满洲国法政大学（现长春大学）的求学经历，说当时是日版教材，全
日语教学。此外还有军训，军训实在太厉害了。从刚入学到毕业一直都有军训。日本的军训非常严格
，就拿冬天的情况来说，冬天跑步，跑完以后先是用凉水洗脚，以后就洗冷水浴。每天都是如此，而
且每天都得坚持。⋯⋯除此之外每天还得讲军国主义的道理，讲如何效忠于日本天皇，千方百计进行
奴化教育这一套。我们队他们灌输的这些东西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主要是求学，心中也埋下了反
满抗日的情绪。感觉某一类政权都是一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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