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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有人为民生公司的前途担忧，说：“国家的对外战
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我父亲的想法却与之截然相反。他所想的不是一个
事业的得失，而是整个国家的兴亡。他豪迈地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
务也就开始了！”  

就在这时，他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到南京去帮助政府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他
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立即动身去南京。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我的父亲指挥下，民生公司集中了宜渝线上所有的轮船，分别从重
庆和万县抢运川军四个师、两个独立旅共数万人出川抗日，两个星期即将这批部队抢运到
宜昌，奔赴华东战场。  

在运送军队方面，必须提到的是由民生公司抢运出川抗日的部队，参加了上海和南京保卫
战，英勇地抗击日军的进攻，许多战士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二十一军一四五师
师长饶国华。  

在撤退运输方面，必须一提的是从上海撤走的众多工厂、学校、科研机构中，最早撤走的
是中国科学社理化研究所，1937年7月即由民生公司的船直接从上海撤出，9月迁到北碚，
恢复了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的所有器材、设备和人员的撤运和安顿，都是我的父亲在百
忙中亲自安排的。从上海最早迁出的复旦大学，包括师生和教学仪器也在我父亲的帮助
下，于1938年2月即在北碚夏坝复课。  

1937年8月，随着战局的恶化，为了阻止敌军沿长江西进，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封锁了江阴
航道，于是下游航运中断。民生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配合招商局、大达、三北等
公司，以镇江为起点，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工厂、学校和机关，日夜不停
地运往长江中游和上游。  

11月12日，上海沦陷，华东战局进一步恶化。日寇军队分数路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决定
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又集中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南京
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其中包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江苏医学院。中央大学校长
罗家伦是第一个力主迁校的校长，中央大学也是南京第一所迁校的大学。为了帮助运输中
央大学的大型设备，我的父亲下令改造船舱，将中央大学所有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包括
实验用的各种动物，一齐运到重庆，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借出的松林坡建校，于1937年11月
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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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国民政府和其他机关团体，包括中央研究院的人员已开始紧急撤退。为了顺利
完成这一任务，民生公司于1937年10月23日专门召开了一个转运西迁人员服务工作会议，
研究从宜昌转运国民政府行政院官员600人及留在宜昌的旅客5000人的运送和服务办法，
并通函宜渝间航行各轮，要求在抗战非常时期，努力实现公司的宗旨，要求“全体船员行动
起来，表现服务精神”。  

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随从人员一行十余人，从南京乘“作绥”军舰赴宜
昌，然后换乘民生公司派的专轮“民风”，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林森主席离开南京四天
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通告全国，宣布即日迁都重庆。  

这时候，民生公司除了集中主要船只抢运国民政府及其他机关人员外，还派船只协同招商
局，从芜湖抢运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和人员，运往长江上中游。在南京沦陷之前，全部机器
均已运完，未落入敌手。  

1937年，我的父亲到达武汉不久，国民政府又进行改组，于1938年1月1日颁发了《调整
中央行政机构令》，决定行政院下设八个部，即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内政、
教育、农林部。1月6日，我的父亲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
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包括民生公司、招商
局、三北公司在内的所有大大小小轮船公司的船只都归这个委员会指挥。这是一个十分繁
重的担子，抗战时期所有撤退任务和支前任务的责任都落到了父亲的肩上。我的父亲出于
抗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反过去不愿担任政治上的职务的决定，接受了
这一任命。他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担负起救国的重
担。从此，他又投入到新的更加繁重、更加艰巨的工作中。  

身居武汉的父亲面前摆着极为紧张的运输任务。从长江下游和华北、华中、华南撤退到武
汉来的设备和器材，需要继续运往长江上游；成千上万拥到武汉来的难民，需要运进四
川；还有许许多多抗日的军队和给养，需要从大后方运到前线。  

   （人民政协报200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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