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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巧生 

 

個人簡介 

1913 年生於廣州，原籍廣東新會。戰前就讀聖希理達女子中學，畢業留校任

教。後入讀上海暨南大學，1936 年轉讀燕京大學教育學系。畢業後，回廣州隨李

漢魂伉儷工作。曾任戰區政治部政治大隊女生隊隊長，後任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三

院院主任。1941 年，加入幹部訓練班。1949 年，擔任香港《大公報》編輯，直至

退休。 

 

抗戰時期 

1913 年，我在廣州出生，家鄉在新會。2003 年，我已經 90 歲了。1938 年，

我加入兒教院，當時它處於籌備階段。那時候國內十九路軍的吳鐵城說自己「吾

鐵身成」，1主張撤退，蔣光鼐、蔡廷鍇等則在上海退下來。2因為蔣介石不讓他們

抗戰，所以就召蔡廷鍇回來，改由李漢魂接手軍務。一接手，氣氛就不同了。李

漢魂的太太是吳菊芳，她關心難童的教育問題，便籌辦兒教院的工作。那時候日

軍攻打廣州，在廣州淪陷後就撤退。還記得前一晚去巡邏、巡遊，誓死保衞大廣

東，第二天早上局勢就變了。李漢魂接任廣東省主席後，把省府遷到粵北。有一

段時期，日本仔又來攻打粵北，不過他們曾經被三度打敗。 

 

求學歲月 

 我在聖希理達中學(St. Hebrew)讀書。那是一所由英國人創辦的教會女子學

校，近大東門處，即在廣州中山醫學院附近。我也參加過香港教育署的高級考試，

在那裡念過 senior，即高中。畢業後，校長邀請我留在學校教書，那時我甚麼都教。 

 

 那時我十幾歲，教書不到半年，受到新思想影響，決定報讀國立大學，不再

讀那些英國學校。於是，我報考了上海暨南大學，結果考上了。那時鄭洪年任暨

大校董，我在暨大讀了一年，學校開始罷課。罷課期間，那位在英國劍橋大學畢

業的老師說我英文很好，不必留在暨大讀書，又幫我在燕京大學取得轉學證書。

                                                        
1 吳鐵城，廣州香山人，生於江西省九江，為中華民國軍政人物。 
2 蔣光鼐，名憬然，廣東東莞人，曾任國民革命軍師長、第十一軍副軍長及十九路軍長。蔡廷鍇，

字賢初，廣東羅定人，為中國政治家和軍事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A5%B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A5%B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9%9D%A9%E5%91%BD%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9B%E4%BA%8B%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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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我正式入讀燕京大學教育學系，當時它是全國招生的。 

 

 在燕大時，又有學生運動，由黃華、高彭、高普新等學生領袖帶領。3我也參

加了。1936 年，我大學畢業。畢業後，我曾隨團到日本考察，逗留數月。回北京

後，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 

 

兒教院 

 燕大畢業後，我回去廣州。大概一星期後，日本便開始轟炸廣州。李漢魂接

掌廣州時，我們因為非常尊崇十九路軍，4所以就跟隨李漢魂和吳菊芳工作。兒教

院早期叫兒童團，在日本轟炸廣州時，兒童團撤退到湖南等地，吳菊芳那時開始

辦學。她先辦第一兒童團、第二兒童團，後來越辦越多。因為兒童團的人多了，

所以就把兒童團更名為兒童教養院，強調「教」、「養」之意。這時兒教院在韶

關設立了分院，有第一教養院、第二教養院、第三教養院等。吳菊芳出任院長，

我則為第三院的院主任。開辦初期，院方已有同工協助，我可幫忙的事情不多。

後來吳菊芳向宋美齡申請了一些救濟金，那時我們也參加了兒教院的工作。 

 

 那時院主任是受薪的。因為我是帶薪赴任的，所以兒教院給我的報酬頗多，

每月有八十元。在擔任院主任前，我在戰區政治部擔任政治大隊女生隊隊長，負

責在打仗時做些宣傳教育的工作。可能是這個緣故，吳菊芳看中了我，把我調到

兒教院工作。 

 

兒教院成立初期很混亂，要向中央領取補助金，後來才慢慢上軌道。學生的

程度很參差，有些學生來自戰區，未曾受過教育，有些曾經讀書，但因戰事而中

途輟學。難童多數從戰區來，很少來自香港或其他地方。課程方面，我們與其他

院主任一起討論，然後共同編制。 

 

 我是第三院的院主任，也住在第三院。那時第三院好像分為八個大隊，我離

開後好像減至五個。1941 年，我離開兒教院，休息了一年。同時，我有幸參加了

                                                        
3 黃華，河北磁縣人，畢業於燕京大學，中國外交家。曾任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亦為一二九運動

的學生聯合會總交際。 
4 十九路軍即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前身為粵軍第一師第四團。1930 年中原大戰，協助蔣介石擊

敗馮玉祥和閻錫山，改號為十九路軍，由蔣光鼐出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被稱為「鐵

軍」，乃國民政府戰鬥力強的軍隊之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4%BA%AC%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4%BA%AC%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4%BA%AC%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4%BA%8C%E4%B9%9D%E8%BF%90%E5%8A%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4%BA%8C%E4%B9%9D%E8%BF%90%E5%8A%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A6%E7%94%9F%E8%81%94%E5%90%88%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758/51179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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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訓練班，在南雄修仁訓練，即第六院的所在地。我對兒教院的記憶很零碎，

不過仍記得那時的糧食足以果腹。此外，我也記得兒教院有個醫務所，有兩位醫

生，一位從軍隊調來，另一位來自中山大學。當時學生基本上較少生病。除了兒

教院，吳菊芳還創辦了很多機構，例如學校、工廠等，因此兒教院的老師會被調

來調去。有些比較成熟的學生，也被調去工作、教書、當少年空軍或海軍等。那

時兒教院因採用童軍的管理方式，所以學生會接受一點訓練。 

 

將近解放時，有些同事被調到香港復辦《大公報》。那時候很需要人手，因

此我就轉去《大公報》當編輯，自此便不再從事教育工作。後來兒教院同學約我

出去聚餐，大家再次聯絡。 

 

我和陳紹駒的關係有點淵源。5紹駒在大東電報局工作時，他爸爸就是我大哥

的老師。我們分別已久，見面時談起這淵源，覺得很親切。那個年代的物資相當

匱乏，加上打仗，所以沒有保留兒教院的資料和相片。 

 

 
何巧生 (2003, 九十大壽) 

                                                        
5 陳紹駒，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三院、第七院及力行中學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