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年4月13日， 为纪念孙中山先
生， 将 “永丰舰” 命名为 “中山舰”。
1938年10月24日， “中山舰 ” 在武昌
金口赤矶山一带江面巡防时， 被日本
飞机击沉。 1997年1月28日上午10点 ，
“中山舰” 在湖北省武汉金口镇附近长
江水域整体打捞浮出水面。

1959年10月22日 ， 前苏联 《共青
团真理报》 发表文章说， 在月球表面
的若干巨大的 “火山口” 和寰形山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小 “火山口”。 这个新
“火山口” 是由于前苏联第二个宇宙火
箭在月球表面着陆时造成的。

■镜头钩沉

广深准高速铁路
试车成功

国共两军邯郸激战
高树勋率部起义

火箭探月使月球
出现新的“火山口”

“中山舰”被日本飞机击沉
50年后打捞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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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8日， 国民党军第十一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
部在邯郸战场起义。 随后， 中共军队围
歼国民党军其余两个军。 图为高树勋与
驻地老百姓交谈。

牛津大学毕业生英国人何克
为抗日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看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后， 决定留
下来，用笔告诉世界中国的真相。

■他在培黎学校任校长、英语老师、体育
老师和音乐老师。

■他牺牲时年仅30岁。
1994年年底 ， 全长 147公里的广

(州) 深 (圳) 准高速铁路， 结束1个月
的第一阶段行车试验。 列车最高时速
达174公里， 超过设计时速14公里。 铁
路全线开通后， 行车时间由原来的两
个多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

10月20日， 习近平主席在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祝酒
辞中， 提到二战期间中英两国人民相
互 支 持 、 休 戚 与 共 的 两 个 动 人 故
事———一是英国人乔治·何克积极投
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另一是中国浙
江省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日本
“里斯本丸 ” 船上数百名英军战俘 。
习主席动情地说： “中英两国人民在
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 成为两
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巧的是 ， 今年
正好是乔治·何克诞辰100周年。

他用笔告诉世界中国真相
1938年， 23岁的何克从牛津大学

毕业后， 游历美国、 日本， 然后来到
中国。 他被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的暴
行震惊， 决定留下来， 用笔告诉世界
中国的真相。

来到汉口后， 何克获得了合众国
际社兼职记者的一份工作。 他买了一
辆自行车， 每天到处奔波， 将在中国
看到的一切， 尤其是战争带给普通老
百姓的伤痛， 写成报道发布出去。 何
克每天沿着长江往返， 写道： “在道
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 ，
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 还
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 “我不
能丢下这些人们”， 何克决定在中国
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

1938年10月24日夜， 何克给 《曼
彻斯特卫报》 发去最后一篇报道， 他
写道： “今天， 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
了。 没能上船的人失望地坐在岸边 ，
看着他们逃生的希望飘远。 那些留守
的人， 包括1000多名外国人都紧张地
忙碌着， 或没事找事忙， 让自己不去
想日本人的炮火马上就要打来的恐惧
……” 很多人卷着铺盖匆匆逃离， 外
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
的重庆。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则北
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 何克决定坚
守武汉 ， 并称自己为 “最后的挖掘
者 ” 。 何 克 对 中 国 难 民 充 满 同 情 ，
“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
无法承受的磨难。”

他热情万分在“工合社”工作
在汉口， 何克参加了英美援助中

国抗战的 “中国工业合作社”， “工
合社” 是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

发起的， 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 促使
国民党继续抗战仍是 “工合社” 的主
要任务之一。 “工合社” 安排难民 ，
生产军需和民用品， 筹集资金转送延
安。 “工合社” 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
日战争。 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
了 “工合社” 的工作。 他给母亲的信
中说 “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
了”！ 而此时此刻， 何克也已经领悟
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 进行
着共同的战斗。 何克到了宝鸡后， 艾
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何克先
后担任 “工合社 ” 的秘书兼视察员 。
“哪里有 ‘工合社’， 哪里就有何克的
足迹 ， 他走遍了乡村 、 县城 ” 。 到
1941年 “工合社 ” 已发展到 3000多
个， 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

他在培黎学校任四职
此时， 何克还担任 “工合社” 资

助成立的培黎学校的校长。 培黎学校
接收抗战孤儿入学。 招生对象主要为
沦陷区出逃人员的子女， 以及战争遗
孤。 当时有60余名战争孤儿生活在培
黎学校。 在这里就读的学生， 一方面
学习纺织机械、 化工、 会计等专业知
识， 一方面到工合组织进行实习。 学
生的衣、 食、 住由学校供给， 而学校
开支则由国际工合协会资助。

由于条件太艰苦， 培黎学校创立
之初， 一年内便有8位校长主动弃职，
而何克则是新西兰教育家艾黎邀请来
学校 “救火” 的。 在这里何克不仅担
任校长的职务， 还身兼英语老师、 体
育老师和音乐老师三职 。 艾黎感觉
“他那样年轻、 幼稚， 不知他能否在
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 不过在他
那欢快的举止后面， 却也可以感觉到
一种坚韧和刚毅”。

1944年， 培黎学校开始往甘肃山
丹县搬迁。 在搬迁途中， 何克从北京
路过宋家庄患了伤寒 ， 他得到凯瑟
琳·霍尔护士的照料。 霍尔是新西兰
教会派来的护士， 她当时经常将急缺
的药品冒险送到白求恩手里。

到山丹县后， 何克亲自带领学生
修建废弃的庙宇，将其改造成为教室、
宿舍、实验车间。 教学秩序很快恢复正
常。 他远离故土身居异乡，久别英国亲
人， 却在中国找到他为之奋斗的正义
事业。 为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他把

家里寄给他的钱都捐助给学校。

他在延安见到朱德和聂荣臻
在何克决定和艾黎干 “工合” 之

前， 他曾经去过延安， 虽然仅有一周
的光景 ， 但对延安精神感受颇深 ，
“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 ， 他
们叫我朋友 。 不多久我就升入 ‘同
志’ 一级了。 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
一般多， 有四千男生， 一千女生， 分
属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公学和延安艺
术学院。 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
有分校 ， 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
人， 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 ，
它现在红得不厉害， 但无疑是这一抗
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 。” 在
延安， 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
全国各地涌来 ， “从新加坡 、 马尼
拉、 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
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所到之处 ， 看
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 缺衣少食， 但
无一不投入抗战， 这种精神使他肃然
起敬， 他对共产党开始钦佩起来。 之
后何克见到了聂荣臻。 聂将军要何克
参观整个地区， 给他派了一个陪伴 ，
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 八路
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友
好地接待了他。 他著的 《我看到了新
中国》 一书1944年在美国、 1945年在
英国分别出版。 在此期间， 他还陆续
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
国抗日战争。

他牺牲时年仅30岁
遗憾的是， 何克没能等到抗战胜

利的那天。1945年7月22日， 何克弄伤
腿，不幸患破伤风去世，年仅30岁。临
终前， 他写下了一行字：“把我的一切
送给培黎学校。”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
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何克的棺木。

上世纪60年代， 艾黎专为何克写
了一本书 《结果》， 后译为中文 ， 更
名为 《从牛津到山丹》。 他在序言中
写道： “对于乔治·何克来说……他
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
……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
纽带 。” 根据艾黎的遗愿 ， 1988年 4
月， 艾黎骨灰也安放园内， 陵园更名
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新中国成立后 ，
甘肃省政府修建了何克陵园， 位于山
丹县城南门外。 摘自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