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亡與學習：抗戰時期香港人
的學習經驗  

(1931-45) 

張慧真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2016年5月7日 



講座重點 

1. 背景 
  
2. 流亡與學習 

 ２.1 學校的流亡 
 ２.2 學生的流亡 
  2.3 兒童的流亡 

 

3.    總結：停校不停教  流亡中學習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大量難民南來香港。 

 
◦ 經濟發展：日本攻佔北京、天津、上海及南京後，香港成為戰時物
資的主要進出港。香港的輕工業也快速發展。 
 
◦ 人口增長：1931年香港人口約864,000， 1937年至1941年間人口
劇增至一百六十萬，逃港的除了平民外，更包括戰區的富人、知識
分子、文化人士和政治人物等。 
 

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同日日軍進攻香港。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開始三年零八個月歲月。 

 

◦ 歸鄉政策，大量人口離港。學校停課，教育停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結束香港淪陷時期。 
 

◦ 學童從戰前十一萬到戰後的三千人。 

 
 



流亡與學習 

1. 學校的流亡：學校的遷徙，停校不停教 
  
2. 學生的流亡：隨家庭和學校，流徙在外 

 
3. 兒童的流亡：搶救難童，流徙粵北 
 

  
 

 



1. 學校的流亡 

Lingnan University at HKU 



南遷、北撤 
 

◦ 1938年廣州淪陷時，培正遷離廣州，再往澳門，後來香港設
校。當時不少避難南來的富裕家庭，選擇入讀香港或澳門培
正。其他例子如培道及真光女校。 
 

◦ 嶺南大學的南遷北撤，是流亡學校的最好例子。 
 日本登陸大亞灣時，嶺南校長與香港大學校長商議借校安排，最
終嶺南晚上借用港大校舍繼續上課，也可以使用港大圖書館。因
此，廣州淪陷後數月，嶺南已在港復校。 

 不久學校收到廣東省政府的指示，要求學校遷回粵北曲江。如不
遵令，學校或會被取消註冊。由於政治壓力，嶺南最後遷到粵北、
江西及湖南交界山區復校。 

 



李毓宏先生口述史 (96歲) 

 
 淪陷前在鄉間入讀
私塾.香港嶺南小學及
廣州嶺南附中。 
 

 淪陷時期嶺南大學
借用香港大學校舍晚
上上課，來港上課。 
 

 淪陷後經廣州返回
香港。 



1919年南海出生，父親為古巴華僑，從事貿易。
童年在鄉間入讀私塾。 
1928年入讀香港嶺南小學二年級。 
1933年入讀廣州嶺南附中，初中時任嶺南中學
學生議事部長，高中時任嶺南中學學生執行部長。 
 

1938年廣州淪陷，隨學校轉到香港，在青山梁
園嶺南中學繼續學業。 
1938年，聯合培正、培英舉行反日遊行。 
1939年，入讀嶺南大學理工學院，主修化學。
時嶺南借用香港大學校舍晚上上課，任嶺南學生
自治總會主席。 
 

1942年，跟隨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從香港到澳
門，再轉輾從陸路到三埠、梧州、柳州、桂林，
再經鐵路到曲江。 
1942年7月，受李應林所托，協助嶺南大學復
校，偷渡回澳門招收和聯絡學生、教師。 
1943年，嶺大在曲江復校，沒有開辦化學系，
遂在桂林化工廠任職技士。 
 

1945年，日本投降時在八步，和何香凝一起慶
祝抗戰勝利。 
1946年10月，經廣州返回香港。 

李毓宏先生 



南大附足球隊(1934-5) 

南大附中榮譽獎（優等生金牌） 



嶺南中學畢業證書（1936） 



嶺大化學實驗室 



嶺南大學獎狀（1941） 



曾憲養先生口述史 (95歲) 

 
 淪陷前在香港唸私塾. 小學
及中學。 
 

 

 淪陷時期回曲江唸中山大學。 
 

 

 淪陷後回香港工作。 



曾憲養先生 

1921年香港出生，小學讀私塾。 
初中三在文範中學唸書(亞皆老街)，男校，
由廣州省教育廳管理。 
高中一在市立高中唸書(香港)。 
透過招考，高中二年級考入澳門中區臨時
中學唸書(澳門對面的灣仔)。 
高中三年級(1940-41年)，因戰爭原因，
轉到香港華英中學唸書(沙田)。 
 

1941年，華英中學高中畢業坐船廣
州灣步行柳州火車桂林火車
衡陽火車中山大學(坪石)。 
大學時，唸機械工程。唸第三年的時候，
因坪石失守，停學一年。 
停學期間，到四邑恩平越山中學教學一年。 
 

1945年和平後，由恩平返回廣州。 
1946年在廣州石牌中山大學畢業。原計
劃到美國留學，因父母去世，留港工作。 



華英中學畢業證書 



戰時華英中學轉校證明書 (1941) 



中山大學戰時成績表 



中山大學軍事訓練證明書（1943） 



中山大學畢臨時畢業證書（1946） 



2. 學生的流亡 

粵北學童大撤退(1944) 



 第一類受訪者在戰時(包括香港淪陷時期)留港。受日本佔領
地總督部統治，渡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見證「六兩四」
配合、盟軍轟炸、奴化教育、中共游擊隊抗日等事。 

 
 第二類受訪者在戰時歸鄉。由於糧食和居房較有保障，所
以選擇在廣東鄉間渡過戰爭歲月，當時屬於「三不管」地
區。例如有5名受訪者曾在四邑(台山、新會、開平)逃避戰
爭，他們見證戰時鄉間的混亂，親經了日偽軍、國軍、土
匪輪流管治。 
 

 第三類受訪者逃亡粵北，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省政府
北遷粵北的最大城市曲江，省內淪陷區的機關、學校隨政
府內遷，因為香港居民大部份籍隸廣東，省港風俗語言相
通，加上交通較便利，不少受訪者選擇避居粵北，並且在
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繼續學習。 
 



  

 第四類受訪者在戰時流亡大後方。他們足跡遍及廣西、貴
州、雲南、四川等西南省份，在桂林、貴陽、昆明、重慶
等大後方城市避難、讀書或工作，西南各省屬於較穩定的
國民黨統治區，遠離戰火，逃離後方的受訪人有機會認識
重慶政權的特點。 

 

 第五類受訪人戰時避居澳門或廣州灣。兩地形勢與戰前香
港相近，同屬西方統治的華人主體社會，澳門是葡國殖民
地，廣州灣是法國租界，葡、法兩國同是中立國，因此兩
地免受戰火，成為華南地區的難民集中地，當中有大量香
港居民移入，影響該地社會和經濟發展。 
 

 



李妙卿女士口述史 (91歲) 

第二類：歸鄉 
 
  淪陷前就讀私立 
    志賢學校 
 

  淪陷時期停學，   
    於中華書局工作，  
    印製軍票 
 

  淪陷後繼續求學 



   1925年香港出生，家有父母、一姊及一兄。兒時居於九龍
旺角登打士街，父親經營飲食生意。曾入讀志賢女子中學
附小，淪陷時期於中華書局工作。戰後考上廣州祟基聖經
師範女校，取得神學文憑，以後一直從事教會及教育工作。
1963年被教會派往加拿大工作，在加國定居至今。 
 

 

李妙卿女士 



1939年志賢同學合照 



三十年代末參加青年會合唱團照片 



黃淑暖女士口述史 (92歲) 

第三類：流亡粵北 
 
 淪陷前廣州市第九小學，
廣州淪陷來港，入讀真光
中學高一。後退學，考入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淪陷時期回曲江，入讀
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 
 
 淪陷後返回嶺南大學讀
學。 



1924年 生於南海九江 

1930年 入讀廣州市第九小學 

1935年 升讀市立第一中學 

1938年 初中畢業後，因廣州淪陷來港，入讀真光中學高一，曾參加虹虹歌詠團 

1939年 參加《華字日報》徵文比賽獲奬，文章在五月一日刊登 

1940年 在真光退學，考入第二屆中國新聞學院 

曾在《珠江日報》實習；六月在《大公報》發表文章「江美心女士訪問記」 

畢業後組織讀書會「政治經濟研究會」。 

1942年 香港淪陷後到曲江嶺南大學讀書，秋天入學讀歷史政治系 

1944年 夏秋間日軍進攻曲江，撤退離校，回到廣州 

1945年 四月到羅浮山參加東江縱隊，在無線電臺擔任譯電員 

十一月返回香港，在《華商報》工作 

1946年 返回嶺南大學讀學，在校擔任地下工作 

1948年 兩月正式大學畢業，奉組織命令到香港 

1949年 十月廣州解放，回穗工作 



        華字日報1939/5/1 
   
     
 
 華字日報1939/5/13 

30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第二屆畢業照  (1940) 



鄧秀歡女士口述史 (89歲) 

第四類：流亡大後方 
 
 淪陷前就讀教會學校 

 

 淪陷時停學 
 

 流亡時繼續入讀北遷內地
的教會學校 
 

 後轉至貴州，入讀專收逃
亡學生的戰時中學。 



 廣東三水人。1927年2月17日香港出生，家有父母、一
兄及一姊。居於中環雲咸街。淪陷前就讀香港培貞小學、
尊德女子學校及華英女校。淪陷後逃回內地，入讀韶關
華英中學及貴陽戰時中學。1946年1月回港。 

鄧秀歡女士 



1943年華英中學畢業証書 



1946年貴陽戰時中學畢業証書 



1946年貴陽戰時中學檔案(貴州檔案館) 



黃澍芬女士口述史 (85歲) 

第四類：流亡大後方 
 
淪陷前就讀內地註冊的 
僑校，接受中文教育 
 
淪陷時在家學習（父母
及塾師） 
 
流亡時繼續在內地 
 求學 



廣東中山人。1931年9月18日香港國家醫院出生。家有父母及
兩個妹妹，居住西環高街。曾就讀飛利幼稚園，後入讀梅芳學
校。1941年香港淪陷，42年父親受聘桂林師範大學，於是舉
家避難西南。後入讀桂林培聯中學、平越桂林學院及湄潭浙江
大學附中。戰後回港，在協恩中學及聖瑪利書院繼續升學，後
畢業於香港大學。曾任教元朗中學三年，再轉往教育署工作至
八十年代退休。 

 

黃澍芬女士 



淪陷前的梅芳中學 



1944年桂林培聯中學成績表 



1945年7月貴州平越縣立初級中學 
 (初中二年級第二學期成績表) 



1945年9月浙大附中學生証 



1949年香港大學入學証明書 



康顯揚先生口述史 (93歲) 

第五類：流亡廣州灣及大後方 
  
 淪陷前在順德唸私塾，後來港入讀
油麻地精武體育會小學，畢業後轉到
佛山華英中學唸初中。 
 

 淪陷後，一行十多人一起乘「大寶
石」輪船到廣州灣。在廣州灣住一晚，
再往鬱林、柳州及桂林。大隊在桂林
解散。後到重慶入讀中央大學。 
 

 1948年南京中央大學畢業，1950
年任教澳門培正中學。 



 廣東順德人，1923年生。兒時在從順德唸私塾。五、六歲來
港，，入讀油麻地一間女校唸小一，後精武體育會小學。 

 12歲小學畢業時，轉到佛山華英中學唸初中。初中三局勢不穩，
華英遷至香港東涌，不想隨學校來港，轉至廣州入讀廣雅中學
唸高中一，但一月後日軍攻入廣州。 
 

 廣州淪陷，轉來香港入讀深水埗知用中學繼續唸高一。 
 香港淪陷前，乘「大寶石」輪船到廣州灣。在廣州灣住一晚，
再往鬱林、柳州及桂林。大隊在桂林解散。 

 留在桂林讀書，入讀漢民中學高中二。在漢民唸至高三，華僑
第二中學來桂林招生，學校在四川綦江（江津縣）。 
 

 1943年高中畢業，到重慶考大學，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唸土木工
程系，但唸了不足一個學期，因重病停學。後轉到中央大學唸
水利工程系，學校在嘉陵江邊，校長顧毓秀。 

 1945年和平後，學校遷回南京，校長吳有訓。當時從水路沿長
江至南京，繼續完成大三及大四課程，1948年中央大學畢業。 

 1950年在澳門培正中學教物理，後出任校長，1995年退休。 



周奕先生口述史 (83歲) 

第五類：流亡廣州灣 
 
 淪陷前就讀南華中學
附小讀一年級，後轉往
中華中學讀書。 
 
 淪陷時經澳門往廣州
灣，再前往越南。 
 
 1947年從越南回港。 



 祖父清末時跟隨黑旗軍前往越南抗法，為留越的清軍，後定居
諒山。 

 父親在港讀夜校自學成材，精通法文和英文。曾任職法國領事
館，後在比利時領事館任職秘書。 

 小學入讀南華中學附小，後轉入堅島中華中學，黃祖芬校長有
強烈愛國思想，音樂課唱抗戰歌曲。 
 

 1942年端午節後的第二天，一家十口，携帶60多箱行李，乘
渡輪至中環，在旅館住一晚，再乘駁船登上「白銀丸號」，前
往廣州灣。約兩天到達廣州灣，在當地的越南會館逗留兩個多
月，在法國領事館辦簽証到越南。 

 從廣州灣轉抵北越海防，入讀海防華僑中學小五下學期。
1944年底，轉到西貢廣紹中學唸初一上學期。半年後，轉入
中山中學唸中一下學期，後因日軍大轟炸停課半年，再轉到嶺
南中學唸中二上學期。 
 

 1947年隨母親回港定居。 
 



海防華僑公立中學成績表(1943) 





3. 兒童的流亡 

曲江廣東兒童教養院學童  



1.  戰時賑濟組織 
    中央賑濟委員會 
      廣東省賑濟委員會 
 

2.  難童政策  
  《難童救濟實施方法大網》(1938)年） 
  《難童救濟團體接領及遣送難童派員辦法》(1938) 
  《抗戰建國時期難童救濟教養實施方法》(1938) 

 

3.  難童 
      賑濟委員會對「難童」的定義： 
 因處戰時的惡劣環境，失教失養的兒童。 

 

廣東兒童教養院接收的第一批難童 



廣東兒童教養院 
 1938 
 

 12月：李漢魂將軍獲中央政府任命為廣東
省主席，其妻吳菊芳籌辦廣東兒童教養院。 

 

1939 
 

 ６月吳菊芳到香港籌款。 
 ７月參與營救戰區難童，期間往香港為兒童
籌募及購買藥物，並與香港保育院商定將兒
童帶到韶關。 

 ８月14日廣東兒童教養院在曲江中山公園
宣佈成立。 

 年底廣東兒童教養院接受養難童超過千人，
遂將沙園的廣東兒童教養院稱作第一院，並
在連縣成立第二院。 
 



 

 

東遷路線 

西遷路線 

兒教院各院分佈圖 



香港華字日報 
(1940/10/8) 

1942年香港淪陷時期搶救至兒教院的難童 

1941: 12月25日香港淪陷 
1942: 接收來香港的難童 



 
  “1942年初，淪陷之後二十來天， 
  我們登上簡陋的木船前往唐家灣， 
  登岸以後立刻步行上廣州，如果可 
  以就儘量上韶關。當時很多香港人 
  逃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去韶關，另 
  一個是桂林，只得兩條線逃走而已。 
  我們選了韶關，因為比較近，桂林 
  太遠了。我們的原意想由唐家灣步 
  行上廣州，然後偷渡封鎖線，北上 
  經過花縣、英德、清遠，一路去韶 
  關。那時韶關是粵北的大後方，李 
  漢魂做主席。” 
 

  （香港難童李松柏先生口述) 
 

淪陷時期香港難童流亡圖 



 兒教院生活記事詩 
                   
        陳紹駒 
             （七院、力中香港校友） 
 
 （一） 
 採買淘沙復理薪，終年赤足未留痕。 
 寒冬愛日圍牆角，碌架高床夜夜登。 
 
 （二） 
 朝號頻催快起床，河中洗漱十分忙。 
 歸來內務須齊疊，集合升旗仰首看。 
 
 （三） 
 浴罷歸來夜色深，營燈如豆四圍陰。 
 天寒晚點聆師訓，望得搖頭似獲金。 
 
 （四） 
 跣足晨操雪正飄，尋薯摘荳共吹簫。 
 魚肝蛋肉由師薦，集訓深臨獨木橋。 
 香港學童陳紹駒先生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學習 

學制 
 採用民族中心制，將六年課程縮為四年完成。 
 

教材：新中國兒童課本 
        

 教材內容包括政治科、文化科、經濟科、軍事科。 
 第一學年為我們的鄉土 
 第二學年為我國的現狀與前瞻 
 第三學年為我國民族的過去 
 第四學年為我國與世界 
  

 四年制的教材，每一年分為四個大單元，每三個月 
 為一學季，就是春夏秋冬四季，並無假期。 
 

 
廣東兒童教養院課程大綱草案 
（1940年廣東省檔案館存） 



 課外活動  
   各院課外活動不盡相同，以七院為例，依學生的志趣知能分戲劇、音樂、美 
術、演講等組，由先生指導研究練習，並隨時舉行各種競賽，以激勵院童學習；
同時還利用升降旗、紀念週、國民月會或其他紀念日等，教授各種知識。 

 

排練演出節目 

院童編寫牆報 

練習舞獅 



戲劇 
  

 “話劇組約有十幾人，我前前後後演過幾套戲，
一套是岳飛，我演岳飛，一套是小英雄，我也
演小英雄，都是主角….劇本是導師給我們的，
我們只是演員。當時學話劇，也有教演技，唸
對白和讀劇本的。我記得曾經在韶關的禮堂演
出，是籌款演出。那天我做主角，演岳飛，在
背上寫著「精忠報國」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
表演，心情很興奮！….表演那天我們從黃崗
搭車去韶關，當時觀眾很多，演出的禮堂也很
大，結束時我很興奮，後來又乘車回黃崗。第
二次就去表演魔術，也是在韶關的禮堂。這套
魔術就是把人放進一個櫃子去，人就不見了，
然後人再從後臺出來，我就演那個消失的人，
魔術師就是六、七十歲那個導師…”  

 
  （香港學員黃光漢先生口述史訪談） 
 



粵劇團 
 

  



合唱隊 
  

 兒教院有合唱隊，挑選優
秀的善唱兒童加入，每天
下午有規定的訓練的時間。 

   
 新生兒童大合唱由何巴栖
作詞，黃友棣譜曲，包括
了十多首歌，全部為反映
兒教院的實際生活。 

 



校友重聚時大合唱 



運動會  
  



總 結 

香港淪陷時期搶救至兒教院的難童 (1942) 



總 結 
 教育機會差異極大：有在戰時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教育，同時有
接受過大專或以上教育，而大部份受訪人學歷屬於高小至初中。至
於學前教育，有曾在俗稱「卜卜齋」的傳統私塾上課，另有就讀新
式幼稚園。這說明抗戰前後省港澳等地的基礎教育處於蛻變中。 

 

 教育過程不完整，也不穩定：這以小學階段為甚。其中只有少數受
訪者在同一所小學完成小學，另外大部分讀過兩間或以上的小學，
其中一人在澳門七間小學完成六年小學。 
 

 教育制度不規範：有受訪者完成「卜卜齋」後才入讀小一，但有些
讀完私塾即入讀高小，亦有人在高小階段開始學習，或在中小學階
段跳級，學習過程較隨意，反映戰時就學的特色。此外，隨著華南
城市的淪陷，大部份受訪者均在不同城市和地區學習，並入讀不同
辦學背景的學校，分別有鄉村私塾、內地官校、香港官校、港澳僑
校、教會學校等，因此受訪者每每體會不同的學習風格和經驗。 



  停校不停教  流亡中學習  

在教室上課 

在簡易教室上課 以床為桌學習 

草地學習 樹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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