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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灾荒
史实

� � � �

近日，随着影片《一九四
二》的上映，有关

1942

年河
南大灾荒的信息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很多人感到吃惊：

70

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有这
样悲惨的事。但是，这场导致
300

万人死亡的大灾荒是真
实存在的，是有史料可查的。

笔者收集研究相关材料，撰
写此文， 希望其有助于更多
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这场灾
荒的真相。

《大公报》记者眼中的河南景象

� � 1942

年秋，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初冬，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张高峰作为《大公报》

记者，满怀着抗战激情来到河南前线。但他万万没
想到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
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
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
事……”九朝古都洛阳已没有一丝的繁华景象，满
眼见到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同时，他也
看到了另一景象：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
纳粮的保甲长。

1943

年
2

月
1

日《大公报》刊登了他写的报
道《豫灾实录》， “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
人正以树皮

(

树叶吃光了
)

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
生命……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
忙着纳粮！”

2

月
2

日，时任《大公报》社长的王芸生

结合报道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

“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
都已知道……而尤其令人不解的……荒灾如此，

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
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
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我们
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
天的寒冷。 尽管米珠薪桂， 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
人，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
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
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

”

在重庆的蒋介石看到《大公报》后勃然大怒。

2

月
2

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不久，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
刑讯。

两位外国记者对河南大灾荒的报道

� �

河南的灾情引起了两位外国记者
的注意，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从重庆经
陇海铁路进入河南。 从洛阳到郑州的路
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
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

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
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

白修德将其见写成报道发回了美
国，刊登在

1943

年
3

月
22

日的《时代》

周刊上，题目叫《等待收成》，真实地记
述了灾区的惨状： “狗在路旁啃着人的

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
上的肉吃。 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
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
号哭和死去。 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
南大灾荒的恐怖。 ”

美国不少报刊转载了白修德的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此也很恼火，竟不
顾国际惯例，在指责《时代》周刊的同时，要
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 卢斯当即拒
绝了她的无理要求。代白修德受过的是洛阳
电报局的发报员，当局以“泄露机密”罪
将其处以死刑。

救灾的延误:征收军粮优先、官员的瞒报和私扣灾款

� � 1942

年
2

月， 《大公报》被蒋介石停
刊三天。 社长王芸生不解，专门询问了
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陈的回答
很简单：“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时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向蒋介
石发了报灾电报。 当蒋介石看到“赤地
千里”， “哀鸿遍野”， “嗷嗷待哺” 等词
时，不禁骂道： “谎报滥调！ ”一掷了之，

并且严令河南的军粮不得缓免。

蒋介石之所以不相信河南有灾，是
因为河南的军粮征收更重要。

1942

年
夏， 蒋介石从军方密报中得知河南歉

收，匆忙赶到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
会议”，并在会上重申：河南军粮配额减
为

250

万石， 必须完成。 不久， “

250

万
石”又被解释为“

250

万包”。一石小麦约
为

140

多斤， 一包约为
200

斤， 一字之
差，河南军粮实际上有增无减。 河南省
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到各地督催，超额完
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
文，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白修德所写的《等待收成》，在美国
引起很大轰动，文中写道， “没有人真正
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 官僚机构层

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 ”因此，白修德要
向蒋介石当面陈述。 蒋介石感觉到国内
外的舆论压力， 终于接见了白修德，听
他反映了灾民饿死的惨状，并看了他拍
摄的照片。

不久，蒋介石委派张继、张厉生为
勘灾大员前往河南灾区视察。 在从洛阳
到郑州的路上，时时见到衣不蔽体的村
民在刮树皮，厚颜无耻的张厉生不仅毫
不同情，反诬是故意假装。 有鉴于此，当
时许昌县政府行文上报该县饿死

5

万
多人时，数字虽已缩小，但省府仍认为

所报太多，予以驳斥，令再重报。 当时河南
官方报告全省因灾死亡

1602

人， 二张听后
很满意并回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在河南军粮已超额完成的情况下，

蒋介石终于下令免除河南
1943

年的任
务， 并拿出法币

1.2

亿作为救灾贷款投
向河南。 这笔款到账后，不料又被河南
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
汉珍私自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直
到

1943

年播种时节，一些灾民才收到用
此款购买的发霉麦种。 这时，河南已有
300

万灾民死于非命！

大灾荒发生和加重的原因：天灾加人祸

� �

首先，

1942

年的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旱
灾。 春天几乎是滴雨未下，半蔫的小麦只有
一二成收，连军粮也不够交。 直到晚秋才终
于下雨。 然而，由于错过了农时，播种太晚，

禾苗只疯长不结籽。

这次大灾不仅遍及河南全省， 山东、安
徽、河北、山西不少县也未能幸免。

其次，

1942

年的河南， 蝗虫滚滚。 据
1942

年
6

月
28

日《河南民报》报道，尉氏县
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
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
罩，暗淡无光。

档案显示，

1942

年， 蝗灾遍及河南
40

多个县。汤阴、修武、扶沟、沁阳、新安、登封、

荥阳、汝南等，蝗灾面积均在
100

万亩以上，

其他各县也都有几十万亩遭受蝗灾。 据《河
南灾情实况》记录，始于

1942

年的灾荒，一
直延续到

1945

年， 受害面积达
272839678

亩。

最后，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
祸。 汤恩伯（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在河南无恶不作，

百姓痛恨之极，故当时民间有“水、旱、蝗、

汤，河南四荒”的民谚流传。

在灾情蔓延，老百姓无隔夜之粮的情况
下，汤恩伯以在叶县修建“边区学院”之名行

修建官署之实。此举除了拆用古迹寺庙砖瓦
之外， 还强迫周围十余县按照规定尺寸，无
偿捐送所用木料。 各地将木料送到后，如不
送礼贿赂，接收人员则以“不合格”之由百般
刁难，强令再送“上品”，致使一些人畜病亡
途中。

1943

年春，河南灾情发展到了顶点，

大批百姓或西北逃难， 或死于荒村，汤
恩伯借口抵御日军渡河进犯，强征远近
各县民工数万人，以“以工代赈”之名大
修黄河大堤。慑于淫威，各地不敢违误。 一
些民工因饥病交加，倒毙途中。 工地上，

也因瘦弱无力，口粮不给，死于河沿者

日有多起。 最终是工程并未做好，而死亡者
不计其数。

1943

年春，老百姓虽然饥肠辘辘，但小
麦长势很好， 如果此时政府能施以救济，灾
民便可度过春荒， 吃到新粮。 然而， 就在
1943

年
3

月至
4

月救灾的紧要关头， 各县
长官迫于汤恩伯之压力，不放一粮，眼睁睁
看着灾民饿死。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的灾荒
变得更加严重，再加上赈灾的延误和地方官
员的克扣，致使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并不断
饿死。

（据新华网作者杨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