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身在异乡，河南旅渝同乡会仍关
注着家乡战况。《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
创刊号开设了《桑梓通讯》栏目，刊登了
《仍在战斗的开封》一文，对当时开封的
战况作了详细介绍。杂文《记南阳包庄
寨宋氏抗战事略》，也是对中原地区抗
战的关注。

1942年，河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饥
荒，媒体、民间舆论被政府严密管控，灾情
难以得到重视与缓解。此时，远在重庆的
河南旅渝同乡会，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命运。

《河南文史资料》中收录了民国期
间毕业于河南临颍县甲种农校、后任临
颍县高中教师的张洛蒂的回忆文章。
文章称：

“四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
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
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
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了他。五月下
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
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
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
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
里押到警察局七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
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
到’。后不了了之。”

“后来听说，我寄（到）重庆那个小

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
打算联名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
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
专属，专属批转临颍县查办。”

《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出
版之前，恰逢胡石青病逝于重庆北碚
镇，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大会。创刊号刊登了“胡石青先生
追悼会选辑”。其中，撰文介绍了胡石
青先生的生平事迹，刊登了蒋介石、林
森等为胡石青撰写的祭文以及50余名
国民政府要员写的对联原文。

晁会元介绍，《河南旅渝同乡会会
刊》少见于著述，流传很少。会刊在此
创刊号后有无继续出版，尚不得而知。

关爱抗战老兵，
新春都制药和你同行

友情提示：新春都·红他丁牌
红曲胶囊、维健康牌维C口含片向
抗战老兵致敬！55周岁以上居民
凭本报及本人身份证可免费领取
维C口含片一瓶。（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领取电话：1886023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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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张钫等名流在重庆建立河南旅渝同乡会，救助落难老乡

《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
记录河南老乡避难旅渝人事

开设《桑梓通讯》，关注家乡形势

□记者 王妍 见习记者 肖姣姣 文/图

抗战期间，大量民众为避战火拥入陪都重庆，在当地成立同乡会，互帮
互助。新安县铁门镇人、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等河南名流，亦在重庆建立了
河南旅渝同乡会，并于1941年出版《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我市白河书
斋藏书博物馆藏有《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一册，记录了大量同乡会
资料、当时的河南战况及同乡会救助河南籍难民、失学青年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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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
共24页，草纸印刷，封皮由张钫题朱
字：河南旅渝同乡会会刊，封皮下方
标有出版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年河南
旅渝同乡会出版。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约百万人
拥入重庆，背井离乡，迫切需要有个
互相帮衬的同乡团体，同乡会便应运
而生。”白河书斋藏书博物馆馆长晁
会元介绍。

根据1941年6月出版的重庆市
特种社团一览表记载，当时重庆有各
省旅渝同乡会39个、四川各县旅渝
同乡会20个。对于躲避战火来到重
庆的外地人来说，同乡会是他们流落
他乡的庇护所。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
乡会的设立章程，也以相互扶助为目
的。创刊号中刊登的《河南旅渝同乡
会章程》表明，同乡会的会务范围是：
以敦睦乡谊发展公益事业为目的，调
处会员之间纠纷，辅助病苦孤孀及流
离被难等。凡是入会同乡，初来乍到

者，由同乡会提供短期食宿；无业者，
代为介绍职业；做生意，代为联系客
户；缺头寸（旧时在银行、钱庄所拥有
的款项），代为担保借贷；吃官司，代
为打点；闹矛盾，代为调解。

同乡会的办公地多建在闹市，称
为“会馆”，以便联络。研究者杨耀健
曾在《重庆晚报》撰文介绍，当时南京
同乡会设在中华路，安徽同乡会设在
张家花园，山西同乡会设在正阳街，
江西同乡会设在陕西街，湖北同乡会
设在下黉（hóng）学巷，河南旅渝同
乡会设在重庆洄水沟86号。会馆是
常设机构，有住房，有食堂，平日有人
值班接待。

旅渝的河南人加入同乡会有门
槛。按照同乡会章程:（新会员）须品
行端正，由老会员2人介绍，经理事会
通过方能接纳。入会须缴纳手续费，
年费为1元，无力缴纳者，须经理事会
通过，免年费，同时接受捐款。凡有
危害国家民族利益、违法乱纪、招摇
撞骗、从事不正当职业者，立即开除。

翻开薄如蝉翼的书页，《河南旅渝
同乡会会刊》创刊号里记录的同乡会
常务理事姓名，无不是民国时期如雷
贯耳的大人物。同乡会第一届常务理
事，也就是同乡会的发起者有：张钫、
胡石青、孟剑涛、郑振宇、张仲鲁。

张钫自不必说，辛亥革命元老，
北洋略威上将军，蒋介石也要恭敬地
称呼其“学长”。在他的故乡新安县
铁门镇，老百姓用这么一种说法来表
明张钫名声之显赫：“民国时候坐火
车，一报是铁门镇的，都不用买票！”

胡石青是河南开封的博学鸿儒，
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
和社会活动家。他爱国忧民，历任东
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等学校的教
授，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焦作中原
煤矿公司总经理，河南通志总纂，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张仲鲁曾于1918年赴美留学，
1923年回国，任焦作福中矿务大学
校长、河南大学教务长。

第二届增补的名单中，增加了历
任黄河河防指挥官、第九十一军军长
兼洛阳警备司令等职的郜子举等人。
在同乡会担任理事、监事委员的人，亦
非等闲之辈，从中可以找到刘茂恩、孙
殿英、王幼侨、冯友兰等人的名字。

在会务方面，河南旅渝同乡会偏
重于社交和救济活动。创刊号内刊
登了王海涵的刊论《河南旅渝同乡会
今后的任务与希望》、曾洪父的《对流
亡豫童之希望》。河南旅渝同乡会还
成立了河南旅渝同乡会救济委员会，
由胡石青任主席，张钫任名誉主席，
农工银行渝处主任担任会计组长。
救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救济河南
旅渝失学、失业的青年及难民。

避难入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

“大人物”云集，救助河南旅渝难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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