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

期间的潮州旅沪同乡会

郭绪印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许多旅沪同乡

团体积极投入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 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各同乡

团体大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

中,成为爱国表现最突出的同乡团体之一。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抗日救亡 潮州旅沪同乡会

潮州旅沪同乡会为广东省潮州地区八县一市(即潮安、潮阳、

揭阳、澄海、饶平、惠来、普宁、丰顺八个县及汕头市)的旅沪同乡所

组织, 成员以潮籍在沪的工商界人士为主体, 兼有文化界、教育界

等方面人士。会长及执行委员均为义务职。凡潮属八县一市籍贯

者,不分男女,在 20岁以上有正当职业, 品行端正者, 经会员工人

介绍可为会员。据 1933 1934年统计, 新旧缴费会员共 1583

人; 1947年统计, 有会员 2238人。

该会会章中规定:  不涉政治, 以固结同乡团体, 联络同乡情

谊,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 ∀ 但所谓 不涉政治!, 其实是为了申

报到上海市社会局, 能够顺利被批准成立。事实上该会成立后, 一

面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一面在会刊中和通电电文中,尖锐批评国民

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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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同乡会建立于 1931年 10月 11日,正是应九一八后抗日救

国高潮的形势, 为组织旅沪同乡投入抗日民主运动而成立的。在

其正式宣告成立前, 即 9月 25日以潮州旅沪同乡会名义参加了上

海各同乡会共同召开的抗日救国联席会,并被推举为起草∃抗日救
国联合会简章%的五同乡团体之一。∀ 以后上海市历次抗日救国

大会及其他抗日救国活动,都有潮州旅沪同乡会的积极参加。

一 积极参加 援马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 张学良为收复东北失地, 于 10月 10日任命当

时驻守黑河的警备司令、第三混成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率黑龙江守

军英勇抗日,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延缓了日军的侵略步

伐,鼓舞了全国人民。由于马占山部在军火、粮饷等军需方面十分

困难。全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支援马占山的运动。潮州旅沪同乡会

走在 援马运动!前列,于 11月 19日发出了∃劝告同乡捐款援助马

将军紧急传单%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和北方当局手握重兵,  竟以数

十万方里之地让敌!,而马将军与他们比较起来,  相去何啻霄壤!。
 马将军及黑省健儿誓死抵抗,我辈岂可袖手旁观!。 本会特于本

日召集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告本会各执监委,候补执监委, 分向

旅沪同乡劝捐!,  集有成数,即可陆续交中国银行电汇黑省。! 现
由本会垫汇五百元济急,将此办法登报周知。一面印发募款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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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张,分送各委员,转送各同乡劝募。! ∀

该会于发布传单的次日( 20日)致电马占山,赞扬马部抗日救

国的英雄事迹, 电称:  公以孤军抵抗暴日, 杀敌致果, 举国同钦

&&! ∋ 12月 7日,又致马占山电,电称:  兹再电汇哈花旗银行转
上大洋五百元, 以助饷糈。务望鼓励士气, 收复失地, 款俟续筹再

汇。! ( (这是继前次汇款五百大洋之后, 又汇五百大洋。)在汇款

同时,致电从精神方面鼓励马部抗战,这种精神上的支援与物质支

援并重。

该会为了鼓励广大同乡支援抗战,并为了将经手募捐的手续

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特将捐款单位(商号)、姓名、捐款数目等,列入

表格记录在册, 随时供同乡查看。从表格中反映出,该同乡会属下

的友谊社捐洋 320元;该同乡会的救国委员会捐洋 142元; 同乡商

号懋记行捐洋 100元;其余各同乡商号和个人分别捐款 30元、20

元、15元、10元、5元、2元、1元不等,总数达 3. 025129万元, 另有

支援抗战的雨衣捐达 0. 61728万元。共收洋: 3. 642409万元。)

马占山收到潮州旅沪同乡会捐款后均回电表示感谢。

第一次复电如下:

 潮州旅沪同乡会公鉴:来电奉悉, 辱承藻饰, 并叨厚贶。三军

袍泽,同布谢忱。谨拜嘉言, 益励初志。本政府现移海伦, 尊处汇

#64#

∃抗日战争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

∋

(

) ∃潮州旅沪同乡会援马占山捐款表%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1932年印,第

23 24页。

上海市图书馆馆藏档案。

∃潮州旅沪同乡会援马占山捐款表%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逸新印务公司

1932年 3月出版。

以上几段引文均见:潮州旅沪同乡会∃劝告同乡捐款援助马将军紧急传单% ( 1931

年 11月 19日) ,∃申报%1931年 11月 20日。



款,刻已派员前往哈尔滨接洽拨转。并闻。马占山有叩。印。! ∀

第二次复电如下:

 潮州旅沪同乡会公鉴: 阳电奉悉,嘉贶益腆, 敢不钦承, 谨率

部曲,敬申谢忱。尊款已派人赴哈尔滨接洽拨转。并闻。马占山

灰印。! ∋

马占山的这两份复电,说明该同乡会的汇款及致电,尽到了支

援马部抗日救国的一份心意和力量。

二 一二八抗战中承担多项救国任务

(一)募捐支前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潮州旅沪同乡会于 30日下午 2时,

 由常委翁子光、周崧生、史质民等召集紧急会议, 组设国难委员

会,分科办事,并向各商家捐款数千元, 议决先办白米一百石,咸菜

二十缸,并派出干事多人,带往慰劳军士!。( 此后,国难委员会改

称救国委员会(简称救委会) , 在当时上海各客籍同乡团体中,潮州

旅沪同乡会是首先成立救国委员会的, 该会的成立,带动了其他同

乡团体,纷纷成立救国委员会。该会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的主要工

作是 接济饷糈,鼓励将士,慰劳伤兵,救济难民!。)

为了促进广大潮帮人士捐款支援前线,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

会大力宣传前线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壮烈情形和这场抗战的重大

意义。向同乡和市民报告抗战形势, 指出: 两周以来 赖我前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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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图书馆馆藏档案。



士之勇烈, 大好河山, 得以保全,竟将倭寇杀得心寒胆裂,死伤枕

籍,全球震动,望风披靡, 既足以大振我炎黄贵胄之威, 亦得一洗睡

狮未醒之辱!。赞扬 此乃我前敌战士捐其躯溅其血所换来。其恩

之被于国人,功勋之垂于万世!。劝告同乡积极支援前线:  事机紧
迫,时不再来,刮目相待, 同乡诸公,其各猛省奋发,踊跃输将,不胜

馨香祷祝。! ∀ 这篇通告充满了爱国激情,对抗日救国的大局也有

明确的认识。

该救委会分别致函十九路军后方办事处和第五军后方办事

处,要求办事处 随时指示需要的物品,以便购送!。∋ 力求根据前

线实际需要来组织捐献, 以便充分发挥捐献物品的效用,表现出该

会捐献工作的周到与细致。

该救委会将其募捐支前的物品种类、数量,按日程分别列入表

格公诸于众,其中有:米、咸菜、面包、线衫、牛肉、跑鞋、望远镜、饼

干、绒线、菜脯、棉衣、麻袋、药品、棉被、水果、运动鞋、运动袜、铁丝

网、油雨衣、干粮袋、水壶、汽油、内衣、萝卜干、卫生衫、果子酱

等。( 其数量分别为数千、数百件不等。)

该救委会将捐款者单位(商号)、姓名、捐款数目分别一表公

布∗ ;又将所经手收捐的物品, 也以上述方式列表格公诸于众。+

将经手募集的 4000件雨衣,也分别按单位(商号)、姓名、捐雨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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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之抗日救国工作报告中之各类表格,∃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
救国号%。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之抗日救国工作报告中之各类表格,∃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

救国号%。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国委员会犒劳赠济表% (截止 3月 22日止)。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国委员会犒劳赠济表% (截止 3月 22日止)。

∃公函%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通告第二号% ( 1932年 2月 10 日) ,上海市图书馆馆藏。

(以下注释无另注出处者皆为上海图书馆馆藏)。



数,列表公布。∀ 此外,还列有∃收支纲目表% ∋、∃办理重要事件纪

略% ( 等。以上表格和纪略,条理井然, 反映出其募捐支前的巨大

成绩,体现出旅沪同乡抗日救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结合, 同

时也反映出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办事能力强,办法周到而精细。

反映出潮州人的文化心态和工作风格。这种将所有募捐支前的款

项、物品,样样详细列表公布的办法, 既是对抗日救国支前工作的

检阅,又是该救委会接受群众监督的好办法。值得后人借鉴。

(二)联络各方, 共同参加救亡工作

该救委会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募捐支前等救亡工作, 而且大力

联络海内外同乡团体以及上海市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积极提供建

议,协助各方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后,日本侵略者以制空优势对我军民轰

炸扫射,我军以血肉之躯相对抗。因而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致

函上海各救国团体, 提议共同捐款购置飞机以增强我军作战能

力。) 3天后, 又致函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 说明潮州同乡团体

中已经发起募捐购置飞机活动, 期望各团体齐心合力。∗ 2 月 28

日,该救委会开第 16次会议,通过了 致函各县商会,邀集当地热

心爱国人士捐款购置飞机, 以救国难案!的决议, 并请本市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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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函救国联合会送提倡购置飞机原案请讨论进行% ( 1932年

2月 8日) ,出处同上。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函各团体请提倡捐款购飞机以增战斗力% ( 1932年 2月 5

日) ,上海市图书馆馆藏。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之抗日救国工作报告中之各类表格,∃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

救国号%。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之抗日救国工作报告中之各类表格,∃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

救国号%。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之抗日救国工作报告中之各类表格,∃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

救国号%。



救国联合会讨论通过,转请各县商会查照办理。∀ 可见,该救委会

不仅提出建议, 而且不断促进各有关团体共同努力。

当时上海押当公所中以潮帮为主体, 该救委会致函押当公所

并送上募捐簿一本及该救委会成立以来办理各项抗日救国事件的

报告一份。除了请押当公所 迅向各号尽力劝捐送会, 以便继续慰

劳及接济前方!之外,又 为战壕中防御炸弹及御寒之用!,通过押

当公所募集旧棉被。∋

当时各医院中的十九路军的伤兵皆粤籍人,语言不通, 该救委

会除派遣通潮语者前去为潮籍伤兵翻译外,致函上海广肇公所, 请

其派出通粤语者,  前往各收容伤兵医院服务!。( 可见其支援抗

战工作考虑得细致、周到。

上海市商会曾于一二八抗战开始后通令全市商店御侮, 于 1

月 30日下午 3时后全市罢市, 各交易所停业。2月中旬, 市商会

准备通告各商店开市, 而潮州旅沪同乡会不赞成开市, 致函市商

会,并提醒市商会注意开市后现金被洋商吸去的危险。) 说明该

团体能够想到别的团体未想到的问题, 精细、周到过人。

2月 17日,该救委会为解决前线军饷困难, 致函上海市商会,

 请市民之有产业者,捐助房租一月,以助军饷!。随后, 又致函房

客联合会, 建议发行代用券以便换取现金助饷,  准许以代用券纳

租一月! ∗ ,可见该救委会不仅常常提出很好的建议, 而且还能提

出推行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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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函%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公函%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公函%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公函% ,∃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救国号%。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函送捐款购置飞机原案请讨论% ( 1932年 2月 29日 ) ,上

海市图书馆馆藏。



该救委会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抗日救国运动, 于 3 月

6日致函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请其转请各报馆各电影公司, 多

摄暴日之暴行惨状, 为宣传资料,分送我国在欧美各国所有各机关

团体、我国各使馆各总会各学校& & 请其广为宣传!, 以使国际上

主张人道者同情、支持中国抗日。∀ 这一建议又反映出该救委会

超群的智力和远大的战略眼光。

为联络、促进各方抗日救国力量, 进行抗日救国捐献, 该救委

会致函红十字会、红 字会,联系救护伤员等事宜。∋ 致函第五军

办事处,说明特派两位代表,前来联系向第五军慰劳物品事宜, 请

第五军说出所需物品,  敝会当就力所能为, 尽量办送!。( 该救委

会还协助远在天津的同乡商号万世盛办理汇捐事宜。)

该救委会为争取协助海内外各潮州同乡团体办理救国捐献工

作,于 2月下旬,致函海内外各潮籍团体,说明:  倘有个人或团体,

热心捐款犒赏前敌将士慰劳伤兵及救济难民者,本会耳目最近, 可

代负责办理。! ∗ 此后,又分电南洋华侨各潮州同乡团体+,汕头市

商会、旅香港潮州同乡会及香港潮州八邑会馆等。, 此后,海内外

潮州会馆、侨商团体,纷纷将支援上海抗战的捐助委托潮州旅沪同

乡会救委会协助办理。可见该救委会所承担的抗日救国的任务与

范围之多与广。

(三)抚恤阵亡官兵家属和救济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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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救委会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曾通电向上海市各团体、

全国各省市县各团体、海外各埠华侨各团体, 提出了关于抚恤抗日

阵亡官兵家属的提案。∀ 呼吁 此后无论何项军队, 既以身死国

难,委系先我而死,而我后死之人, 实有重大之责!,  代为国捐躯之
官兵,筹谋家属之善后& &一则可报死难之军士, 一则可坚勇士以

赴难。一面筹捐钜款,以为周恤之预备!。∋ 这一提议得到海内外

广泛响应。该救委会首先拿出实际行动, 筹集了大洋 1500元, 并

代募潮州旅沪商人爱国团捐献 500 元, 合计 2000元, 由该救委会

储存于华通银行。并致函上海市商会,  候筹有成数,当再继续存

储!。( 2月 11日, 该救委会又致函海内外各团体,请赞同募款周

恤死难官兵家属。)

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长刘祈瑞,在闸北火线救护伤兵时阵亡,

该救委会及时送上大洋 100元,为抚恤其家属之用,请红十字会转

交。∗ 有一潮阳籍伤兵,在仁济医院抢救无效身亡,该救委会函请

潮惠山庄请派员备棺至医院收殓, 将棺停厝于潮惠山庄,俟后安

葬。2月 21日,该救委会又致函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 请其召

集各团体开会, 大规模宣传扶恤事宜,  俾收集思广益之效!。+ 2

月下旬,该救委会分别函请上海的两个抚恤死难官兵家属的团体,

 妥商统一办法,宣布周知!。, 这一建议获各界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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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救委会另一方面的工作是救济难民。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战区近百万难民无家可归。他们吃、住

困难极大。当时上海各慈善团体以及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各团体除

了支援前线救护伤兵外, 均从事救济难民工作,但仍不能普及这项

工作。该救委会和当时许多同乡团体投入了这项工作。

2月 1日,该救委会致函潮州会馆, 就组织潮州旅沪被难同乡

收容所,借会馆为所址事宜,派遣史质民前来会馆洽商。潮州会馆

欣然赞同救委会的意见, 遂解决了受难同乡的食宿和医药等问题。

该救委会于 2月 4日在报端刊登通告:  本会现设收容所于洋

行街潮州会馆, 受难同乡无处栖住者, 即到该处接洽为要。! ∀ 收

容所内收容者实际上不限于潮州八邑同乡,凡粤籍者均收容。凡

愿返回原籍等, 该会代联系船运返籍。∋

随着战事的发展, 受难同乡要求返回原籍者陆续增加。2 月

下旬至 3月中旬,先后分 7批,护送回籍,共约 700人, 其籍贯遍及

于粤省的 22个县、市。( 发给每人 2元盘费。)

这项收容、遣返难民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到稳定后方,

储备抗日力量。从战略上、宏观上看有助于以后的持久抗战,也是

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鼓励抗日官兵

3月间, 淞沪战局变化使潮州旅沪同乡会和广大旅沪同乡一

致痛心和气愤。国民党当局拒绝派兵增援淞沪前线,十九路军和

第五军在日方不断增兵的形势下,在数十里战线上以 3万多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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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而又疲劳过度之师, 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兵力愈来愈下不敷

分配, 日军乘虚由上海以西沿长江的浏河登陆,包抄了我军后路,

迫使我军总退却。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对此十分痛心, 得知十

九路军官兵 尤悲愤填膺,莫可言状!。该救委会致函蔡廷锴军长,

对十九路军官兵一面慰问, 一面鼓励。函称:  秦桧复生,饮恨何

极。此次之总退却, 实为事势所应然, 各表同情, 共抱隐痛。惟是

我国抗日,应为长久之计& &最后胜利, 当属于我。! ∀ 函中进一

步说明十九路军需要的物品, 继续设法输送。此函意真情切,救国

激情溢于言表, 十分感人。次日,该救委会又致函孤军死守吴淞炮

台、后又掩护部队撤退的翁照垣旅长。函称:  乃因政府不派援军,

敌大队已由后方抄袭, 不得不忍痛退却!,  对于不得已退却之若
衷,皆能谅解。当大军撤退后,我公尚以孤军死守吴淞炮台&&公

决心抵抗到底, 敝人等亦决一致愿作后盾, 与我忠勇将士共死

生。! ∋ 说明该救委会对于忠勇奋战的将领, 既爱护, 又鼓励。当

收到翁旅长复信,表示固守待援决心后, 该救委会又致翁旅长函,

说明已有各处学生组成的义勇军,  逐日到部投效!,  民心不死, 前

途有望!。( 继续鼓励翁部苦撑待援。

该救委会除上述事迹外,还有许多支援抗战的工作。例如派

遣代表赴上海各医院慰问伤兵), 出公函介绍同乡中有医务能力

与经验的同乡到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向

蔡廷锴军长推荐技术人员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补充兵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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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批评当局对日妥协政策

潮州旅沪同乡会成立前夕,于 1931年 9 月 25 日和 30日, 即

以 潮州旅沪同乡会!名义参加上海各同乡会召开的抗日救国联席

会, 25日决议案中即通过了∃请政府对日备战案%, 30日又通过了

∃电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案%, 强烈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日妥

协,要求国民党中央 对于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其组织, 尤须

予以保障!。要求中央以 宁为玉碎, 勿为瓦全!的精神出兵抗日,

严惩 边防不力之长官及应付无力之外交当局!,  或即明令罢免,

以平民愤, 而申国纪!。∀ 针对当时国民党当局派系斗争妨碍一致

对日抗战的局势,大会分电宁粤双方,指出 惟欲御外侮,必须先息

内争!。这是对当局的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意见。同时指

出 希望为民族生存而合力对外!。大会宣言中强调,唤起全国一

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 这在当时形势下是十分符合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主张,是进步的政治思想。11月 29日, 潮州旅沪同乡会又

致蒋介石电:  请速督师北上, 以救危亡。! ( 这正是针对蒋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而提出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对日采取退让政策, 等待国际联盟干涉日

本;一面集中兵力 围剿!红军。潮州旅沪同乡会要求蒋介石督师

北上抗日救国, 虽然不会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表达了反对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迫切要求政府集兵抗日的心情。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中的美、英、法等列强诸国对日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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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绥靖政策,纵容日本侵略中国, 企图把日本进攻的矛头引向苏

联。南京国民政府不发动全国军民抗日救国,而是诉诸国际联盟,

寄希望于国联干涉日本。然而,国联作出了不区别侵略者与被侵

略者,要求中日两国立即同时撤兵避免事态扩大的决议,实际上为

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并默认了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占。不

久,国联竟抛出了划锦州为中立区由各国派兵驻守的提议。实际

上,这是列强各国企图乘机涉足中国东北,实行 共管!的阴谋。当

潮州旅沪同乡会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 坚决反

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电文明确指出:  查锦州为我国领土, 万无划

为中立地之理, 且中立区一划, 不啻明认东三省已非我有, 此等主

张,断不可行。请迅申斥,以保领土, 而挽国权。千万祷切。! ∀ 可

见该会爱国情切,态度坚决。

该同乡会会长郑正秋在其政治论文中严词批评国民党当局的

不抵抗政策,尖锐指出: 九一八事变后,  我政府依赖国联外, 未尝

作收复失地之准备!。又针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国难的关系指

出:  国家之公共机关,渐变为私人争权夺利之目的物& &十年九

战、变化循环。使宝藏于地而不能发, 富源未凿而苛捐杂税, 与夫

各项公债,乃不得不大事搜刮与滥发。对于中山先生之实业救国

大计划,未尝从事工作。内也如是,遑论国防。是不独非三民主义

之信徒,竟为三民主义之敌人矣。!该文中借用∃民国日报%之标题

 皇师浩荡,如入无人之境; 兵不血刃,锦州唾手而得!尖锐批评当

局的不抵抗政策。并进一步指出:  独惜不抵抗之表示, 竟成怯战

之势, 且使民众怀政府有甘订城下之盟之疑虑焉。! ∋ 该会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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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言论发表在该会特刊救国号上,完全代表了该同乡会和该特刊

救国号的指导思想。

国民党当局从 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出发,对一二八淞沪

抗战采取消极态度, 力图以对日妥协, 达到集中兵力 剿共!的目

的。国民党当局在战事发生后,害怕战争扩大,一面赶快将首都由

南京迁到洛阳, 一面幻想请国际联盟出面干涉日本。但是国际联

盟中的英、美等大国对日本采取纵容政策,并企图把日本侵略矛头

引向苏联。对于日军侵犯上海挑起战端,美、英等国于 2月 1日向

中日两国提出 5项 劝告!,其中提出:  上海中日双方军队接触之

地位立即撤开!,  停止冲突后,由列强居间从事交涉,以解决中日

间的一切争端。!显然,这一 劝告!是不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不顾

日军侵略中国领土的事实。这一无视中国领土主权的 劝告!, 竟

然为国民党当局立即表示完全同意。消息传出后,激起上海各民

众团体的不满。潮州旅沪同乡会于 2月 5日致电洛阳, 分送国民

政府、行政院;又致电南京,分送外交部、军政部,电称:  报载英、美

四国调停条例中有上海设置中立这一项。查上海公共租界中立

区,此次各国自行放弃责任,暴日为作战根据地,戕杀无数同胞, 政

府正宜切实抗议,今若再准设中立区,无异为暴日扩充防线, 且为

断送国土之渐。敝会同人,誓死反对,坚决拒绝,纵使任何牺牲, 在

所不辞。! ∀ 表达了该同乡会力争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

立场和爱国精神。

一二八抗战后期,面临国民党当局拒绝援助第十九路军和第

五军, 而日军不断增兵, 我军兵力不敷分配的危险形势, 潮州旅沪

同乡会救委会于 3 月 6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电称:  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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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全会鉴:暴日侵沪, 我十九路军苦战逾月, 除第五军自动加入

作战外,政府毫不派一兵一卒来援,以致浏河无兵可守,敌潜上岸,

包我后方& &政府空言抗战, 欺民误国, 罪不容诛& &! ∀ 该电文

言词锋锐, 直言不讳,敢于直接批判当局对日妥协政策, 在当时实

属难能可贵。

3月 9日,该救委会致爱国华侨信中,说明已将华侨陈景川捐

献支前的款项 迳送前方!,并指出: 由于政府不派援军,一二八抗

战受挫,我军 忍痛退却!。进一步说明:  现全市以及各处民众皆

极激昂,一致痛责政府坐视不救,欺民误国之所为。政府如再别具

肺腑,持不抵抗主义, 是已自绝于民众, 我民众当有自救之办

法。! ∋ 反映出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政策不仅引起了民众的愤慨,

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民众, 促进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

悟。该救委会将其对当局的 不抵抗主义!的批评,致函向海外华

侨中宣传。

一二八抗战后期,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后, 日方得知国

际联盟将于 3月 4日 4时在日内瓦开讨论日军侵华问题的会议,

日方为缓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遂于国联开会前夕宣告停战。于是

在列强驻华使节的斡旅和国联的干预下,中日双方进行停战谈判。

但列强对日本仍采取绥靖政策,而国民党当局继续对日本实行妥

协政策,前者的主要目的是 反苏!, 后者的主要企图是集中兵力

 剿共!。这时, 上海各救国团体激烈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政

策,而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委会尤为突出,于 4月 4日,致电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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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坚决反对接受屈辱条件。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国民政府、林主席、汪行政院长、蒋委员长、罗外交部

长∀、郭外交次长 ∋ 钧鉴:上海中日停战会议,应请注意之点,

括言之,应依照国联决案之精神,仅能协定日本撤兵之一定程

序,不得有妨害中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之条件。分言之, 第

一,中国领土内如有日兵,决不与开任何谈判;第二,吾国在领

土驻兵,不得受其任何限制;第三, 东省与上海两案,不得分开

解决, 如东省不撤兵, 上海亦不开谈判。有犯以上各点, 即为

丧权辱国, 我民誓死不认。即使日本以暴力压我, 吾国只有采

正当防卫为惟一途径。纵至如何重大牺牲, 实所甘受。须知

政府乃民众之政府, 非在位诸公之政府,在位诸公, 不过系人

民一时之代表,若故违反民意,自甘丧失国土与主权, 是诸公

自贬代表之资格,而政府亦非民众之政府矣。诸公秉衡当局,

责重任钜, 应请为国郑重,并为自己重。诚恳之言,幸垂察焉。

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国委员会叩。支印。廿一 四 四。(

这一电文中,明确表达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原则性, 划出了是否

丧权辱国的 3个界限。尤其是提出了必须将上海谈判与东北问题

统一解决,日军不撤出中国东北,  上海亦不开谈判!。这些都是针

对日本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政策而提出来的。至

于 政府乃民众之政府!等措词, 只是该同乡会的民主政治的愿望

和要求,关键在于 若故违反民意,自甘丧失国土与主权& &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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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泰祺( 1888 1952) ,字复初,湖北广济人。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 参加淞沪停战

谈判。

罗文干( 1888 1941) ,字钧任,广东番禺人, 1932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署司法

行政部长。



府亦非民众之政府矣!。这也就是将这次谈判的态度作为民众对

政府的一次考验。这也是对当局的警告,表明了民众对维护国家

领土主权的原则立场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国民党当局却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与民众团体的警告, 与日

方多次谈判结果, 于 5月 5日正式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又称

∃淞沪停战协定%)。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使日本帝国主义

在上海扩大了权益,同时限制了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活动范

围。该协定签订的消息公布后,上海各民众团体强烈反对。5月 8

日,上海救国联合会开代表大会, 反对淞沪协定, 潮州旅沪同乡会

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该会通过了∃中日停战协定条文丧权辱国,

本会应表示反对案%。公决提出强烈反对中日协定,  登大字广告,

表示民众绝对否认!,  发表宣言, 通告全国民众, 并主张在东北及

上海日军未曾完全撤退以前不与日方举行任何会议!,  致电国际

联盟, 否认中日停战协定!。∋ 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反对日本泡制伪

满洲国和扩大侵华战争阴谋并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政策等 3

项原则。大会宣言中还将∃协定%条文之丧权辱国内容逐条揭露、

剖析、批驳。( 大会宣言最后指出:  总之,细按全文, 丧权辱国之

处,不胜枚举。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认,宣告无效。而对于政府

此种措施,亦不能不依严正方法, 课其责任。! ) 该决议和宣言具

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敏锐的政治认识。这也是对蒋介石的 攘外

必先安内!政策的彻底否定和强烈抵制。
综上所述, 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国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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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民众团体一致行动,不仅在募捐支前、救济难民等方面成绩

巨大,而且坚决反对蒋介石的 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

安内!政策的实质在于将阻止日本侵华寄希望于国联干涉, 而在国

难当头形势下, 集结兵力用于 剿共!。潮州旅沪同乡会则主张联
合一切抗日力量坚决对日作战。当时, 抗日救亡运动形成巨浪, 一

浪高过一浪,冲击国民党当局。此后, 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中

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一步步的到来。

(作者郭绪印, 1935 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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