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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 7 月 7 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 1931

年发动侵略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国东北、华

北和华东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大好河山被蹂躏，无辜生灵遭涂炭。日寇的暴行，激

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自“七七事变”起，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历经

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顾抗日战争

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抗战时

期有一条特殊的战线，那就是由

无数个妈妈组成的难童保护战

线。 

 

  抗战初期，无数的百姓在逃

亡，在流浪，其中最悲惨的是儿

童。他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

所。特别是那些失去了双亲的难

童，举目无亲，啼饥号寒。有些

还被日军掳掠，施以奴化教育，

充当战争的炮灰。尤其令人发指

的是：极端残暴的侵略者竟然把

中国儿童作为他们“活的血库”，

因为“儿童血液纯洁精壮”，输给

受伤日军可使他们“早日恢复健

康，重返支那战场”。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妇女界的一批著名人士，在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

汉，开始了拯救受难儿童、保护国家未来人才的探讨和酝酿。沈兹九主编的进步刊

物《妇女生活》杂志社，邀集社会名流开会座谈，提出了到前线抢救难童的设想。

沈钧儒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养难童并把他们培养

成抗战建国之材。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和长江局妇女委员会的邓颖超，专程会

见冯玉样将军和李德全女士，希望两位支持这项工作。于是，由沈钧儒、郭沫若、

李德全、邓颖超、刘清扬、沈兹九、张素我等 20 多人正式发表了成立战时儿童保

育会的发起书。发起书受到了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很快

即有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何香凝、邹韬奋、田汉、陈立夫、张劲夫、曹孟

君、郭秀仪等 184 人亲笔签名，作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联合发起人。“救救孩



子”的呼声向着实际行动转化。 

 

  1938 年 1 月 24 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李德全被推选

为筹备会主任。3 月 10 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宋美龄应邀出席成立

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大会推选 56 人组成理事会，其中有

中共党员、国民党成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了争取国内外多方面的支

持赞助，大会还聘请了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以及驻

华使节在内的 286 位名誉理事。在爱国抗战的旗帜下，以抢救保育难童为共同目

标，各界妇女携手并肩，戮力同心，组成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现最早的一个妇女界

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在某些地区或某种情况

下，为了开展工作和争取援助的方便，也曾以“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宋美

龄为主任委员）下属组织的名义出现。到 19 38 年 5 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又曾与

“新生活运动

妇女指导委员

会” 的儿童保

育组合署办

公。 

 

  在武汉不

断遭受敌机轰

炸的危机时刻

成立的战时儿

童保育会，除

就地收容难童

之外，还派人

奔赴战火纷飞

的郑州、徐州

前线抢救难

童，很快实现

了“抢救 1000

个难童”的口号，并将难童收养在 5 月 1 日成立的汉口临时保育院内。在各战区和

大后方相继成立的 20 多个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也不失时机地到战区附近和沦陷

区周围抢救难童，并设立起收养难童的保育院。1938 年 8 月，日寇进攻湖北，武

汉吃紧。战时儿童保育会将汉口临时保育院等处的儿童分散转移入川。工作人员在

天空有敌机、长江无屏障的艰危之中，护送 28 批计 1．5 万名儿童平安到达大后

方。之后，费尽千辛万苦在四川境内陆续建起 8 所儿童保育院，分别安置入川难童

（加上四川分会、成都分会建立的保育院，四川全境共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

的保育院 23 所）。各地分会及所属保育院，常常需要根据战局的变化，艰难地迁

址到较为安全的地区。 

 

  处于战时状态下，儿童保育院的经费没有固定来源。赖以维系的主要是国内各



界及国际社会的捐助。保育会成立之初，理事长宋美龄，副理事长李德全，常务理

事郭秀仪、黄卓群、邓颖超等即带头捐款并承担特定儿童的常年生活费。在她们慷

慨义举的带动之下，各界人士乃至普通市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的精

神，尽其所有支持赞助保育院。在海外，美、英等国政府及其民间援华组织，南洋

爱国侨胞组织及个人，香港爱国民主人士，不断给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以援助

和赞助，成为保育院经费的主要支柱。即使如此，儿童保育院的经费仍然十分拮

据。保教人员与难童吃一样饭、住一样房，艰窘之时连薪金也没有。有的保育院不

得不办些小型的生产经营项目，在引导儿童“手脑并用”的同时，也争取一定经济收

益。 

 

  环境虽然恶劣，经费虽然困窘，但以实行人道救助、服务抗战、着眼国家前途

为宗旨的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仍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其中绝大多数为女青年）

为之奉献青春。有关资料显示，抗战 8 年先后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所属各保育

院工作过的人员将近万名。她们有的只比保育生年长几岁，自身还未脱尽稚气；有

的虽已成家，但也抛亲别子只身以赴。她们把全部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为对战时

儿童保育事业的满腔热忱，把对

家乡对同胞对亲人的无限深爱化

为对难童的一片丹心。她们要在

战争的危险之中保护孩子们的人

身安全，在物质的匮乏之中保障

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她们不仅关

注孩子们眼前的健康成长，还从

抗战建国大业的需要出发着力于

孩子们的未来成材。 

 

  战时儿童保育院，名为“保

育院”，实际上是在抗日战争艰

难条件下对学生实施全面教育的新型学校。战时儿童保育会制订的《教育实施大

纲》提出，保育院要以把保育生培养成抗敌战士、新中国建设者为教育目标，采取

保教合一、有教无类、注重实践、因人施教的教育方针，特别提倡发扬爱国思想和

民族精神，养成集体纪律和劳作习惯，树立独立意识和刻苦作风。保育院为小学学

制，但对于学龄前的幼儿和毕业后的少年，也都负责任地作好安排。保育院学生以

上课学习为主，也在老师的组织带领下接受适当的军事操练，进行活泼的抗日宣

传，并且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许多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更

是亲密和睦的家庭。在那里，孩子们对年长一些的老师称妈妈，对年轻一些的称大

姐姐或大哥哥，同学们之间互称兄弟姐妹。这种在患难之中结成的慈爱亲情，是师

生们爱国向上精神状态的生动体现，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迅速成材提供了某些在当

时环境中难以具备的有利条件。 

 

  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首创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战

时教育事业。8 个年头之中，共在南方诸省、陕甘宁边区、香港以及南洋地区设立



24 个分会，创办 61 所儿童保育院，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中

国的建设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这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有力产物，是中国妇女运

动的杰出篇章，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创举。为这项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忠勇智慧

和青春年华的保育生的“妈妈”们，不愧为无私的战士、伟大的母亲，不愧为教育事

业的先锋、妇女运动的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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