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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里的儿女》

内容概要

《这座城市里的儿女》是耶稣会雷焕章神父记述1949年至1955年上海教友生活的编年史，旨在把那段
时期上海教区内，在主教、神父的领导下，他们为保持纯正的信仰，特别是那些男女青年们所显示出
来的，对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热爱和忠贞，介绍给对此茫然不知的法国教友。
光阴荏苒，转瞬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虽然对于老一代教友还记忆犹新，但是
对于年轻一代的教友，可能比当年的法国教友更加茫然不知，他们可能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就像有
些人怀疑有过吃不饱、饿死人的三年灾害那样，问道：“难道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本书的作者是认真负责的，为了忠于历史事实，他“曾仔细阅读了好几千页的中文文章、报纸或官方
文件”；他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教友、上海城市里的儿女的内心世界，又仔细阅读了“三份私人日
记，五百来封大部分由大学生写给大学生的书信⋯⋯”由此可见本书的历史价值，而我们现在将它翻
译出来，给广大的中国读者阅读，实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我们有幸蒙受教区神长的信托，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说它是艰巨的，是因为我们必须去搜
寻并阅读作者曾仔细阅读过的、那么多的中文资料，并把他书中的那些法文译文还原成中文。但是由
于相隔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加上我们的能力有限，有些中文资料实在无法找到。在此情况下，我们
只得根据书中的法文译文重新翻译，译文则力求保持原文应有的风格和笔调。有些非常有价值的中文
资料，特别是报纸上的文章，我们以“剪报”的形式附录于书后，供读者参阅。
本书中出现了许多政界、宗教界的中外人士，共约三百二十人。这些中国人的姓名，作者都根据威妥
玛式拼音法拼写（有一部分使用了南方的方言），为此我们必须查出他们的中文姓名书写方式，这对
于一些知名人士并不怎么困难，但对于不知名的人士，却有一定的困难，当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中文姓
名时，也只能采用音译了。至于一些有中国姓名的外国人士，我们使用他们的中国姓名（并标注外文
原名），没有中国姓名，或是在我们无法找到他们中国姓名时，也只有采用音译了。鉴于今日的读者
，对于这么些人士，除了一些要人外，谅必都很陌生，为此我们特附上《人名对照表》于书后，供读
者查阅。
原著中作者所加的附注，均附在该页的下方，有时附注很长，几乎超过了正文，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势
，现在我们把这些附注集中在了一起，放在本书每一部分的后面：其中有些附注虽长，但很有价值，
可补充正文的不足，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轻易放过。至于我们添加的译注，仍放在该页的下方供参考。
本书在神长、教友们的祈祷中和关怀下，终于在此十分有意义的日子里顺利地完成了。我们一老一少
，在圣神的引导下，圣母的护佑下合作得非常好。终于能把这部历史著作的中译本献给我们在上海的
、亲爱的、尚在考验中的慈母教会。
最后，我们的译文如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指正！愿天主永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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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里的儿女》

作者简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人们关注的上海教会，六年来毫不示弱地公开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否因为
距离我们遥远，或是因为我们心不在焉，以致于有时似乎将如此明确而响亮的见证当作了传来的、不
知真相的小道消息。
多亏了《富有生命力的教会》丛书中的这本新作，从此我们有办法了解和说明其真相了。
一位年轻的神父、耶稣会会士雷焕章（P. Jean Lefeuvre）（他从1947年到1952年生活在中国，并在上海
晋铎），在那时他已密切注意上海教友团体的情况，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彼此之间的谈话和行动。雷
焕章神父耐心而忠实地在把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抄录下来之后，通过这本编年史提供给了我们那段历
史时期的真相。一份主要是中文的、几乎都是第一手的资料，使他能够把双方人士所发表的官方或是
私人声明抄录下来。那些会谈都是划时代的，是由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们所写的；个人的日记和信
件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切的感受。因此在这本书中，几乎都是这些中国的当事人以他们自己的言语在说
话。
当我们跟随中国的教友深入到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中，深入到大量的言语中时（这些言语没有一句是随
便说出的，有些还是不朽的），我们就亲自体会到那份来自天上的力量，正是这份力量使他们能够面
对这个世界。
这本书的付梓正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无力结束教友们的精神抵抗，而决定粉碎他们之际。三千名
上海的教友和他们的龚主教一起被捕入狱。阅读本书的人将会看到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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