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日]菊池一隆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的华侨给中国各种的支援, 这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而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在战后很长的阶段里却没有展开, 直至最

近,在中国关于华侨支援抗战的研究, 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华侨对中国工

业合作运动(以下简称 工合 运动)的积极支持也得到充分的评价。 工合 

运动,是为了重建被日本侵略毁灭的工业而产生的小规模合作社式的工业自

救运动, 也是公开宣称为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

工合 是由海伦!斯诺提出的构想, 埃德加!斯诺加以宣传, 路易!艾黎则积极
推进展开形成。计划草案是由上海的实业界和文化界人士胡愈之、梁士纯、

王艺生、王国秀、王立明、丁贵堂、徐新六、卢广绵等自发讨论协议而成, 且向

国民政府提出的。进而在 1938 年 7 月于汉口设立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的

工合 协会。 工合 主张 难民抗战 , 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的

强烈支持;其运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环, 发挥了经济的机能作用; 且

由于得到海外广泛支援,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工合 跨国共两地区, 西北、西南、东南各省偏远内地急速组织发展, 大

量生产军需、民用品, 成为抗战工业生产的有力的支柱之一。本文专门以华

侨援助 工合 运动为焦点,对其目的、实态、特征及其意义进行考察论述。

关键词 工合运动 华侨 统一战线

一 华侨和中国 工合 推进组织及机构的成立

中国在抗战时, 因资金人才都非常缺乏, 这使华侨的援助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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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国民政府对于争取华侨资金方面, 作出种种努力和尝

试。七七事变后,经济部发出∀侨胞投资奖励办法#修正案, 提出了

华侨投资在农矿工商或与国防有关的事业中,占资本金总额 60%

以上的情况下, 可减免捐税等优惠政策。10月财政部长孔祥熙要

求抗日经费的 1/ 4由华侨提供,对于华侨经济实力寄以很高的期

待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 1938年 4月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 华

侨也被纳入抗战动员体制中, 其中第十七条中有 经济建设, 以军

事为中心, 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

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的明确规定。10 月武汉沦

陷后,为了开发内地及西南援华通道的需要, 特别征集了华侨技术

工程人员回国。11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非常时期华侨对国内

经济事业投资奖励办法#,其中规定对华侨给予优惠政策: 1 在经

营和技术上协助; 2 保证资本金等的利息; 3 付给补助金。在此

影响下,华侨联合银行、归国华侨企业公司等在重庆纷纷成立。∃

这样, 华侨对国内的直接投资与战时加强生产之间有了明确的联

系,华侨直接投资的企业也在不断建立。但是,仅此还未能充分展

开,作为盘接华侨捐赠资金的 工合 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众所周

知,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无锡等地沦陷,国民政府属下的占

七八成的工业受到很大打击, 而外国的进口也大量急剧减少。在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纠正过去工业片面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的

不平衡布局,转移到西南、西北工业不发达地区以发展民族工业基

础的主张。以 抗战建国 时期的民生主义为理论基础,以 民族工

业建设运动 为背景的 工合 运动,肩负着完成 民族战争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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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就此展开。∃

工合 协会的前身 % 上海的救国组织星一聚餐会( 1937年 11

月成立)里就有华侨萧宗俊的参加,因此可以说 工合 在草创时期

到其发展都和华侨的参与分不开。作为 工合 发起组织, 最早为

1938年 12月在上海租界内成立的上海 工合 促进社。该社以宣

传号召将工厂和熟练工人转移到内地去为宗旨,取得一定成绩, 最

后不知结局,可推论是因日本军威逼压迫转入地下, 不得公开活

动,自然消亡。

1939年 2月 工合 香港促进社成立。该社名誉主席是宋庆

龄,代理主席是爱达!普律德, 技术顾问路易!艾黎, 经理由广东银

行负责人担任。机构内部由秘书、财务、技术、宣传、组织、募金等

委员会组成。其目的是: 1 重建工业基础以增强抗战实力; 2 给

伤兵、难民工作以自救自活; 3 将濒于危险区域的机械设备搬入

内地; 4 用当地原料进行生产; 5 提倡国货等。且提出 国民政府

是促进社的后循,华侨为促进社的先锋 的口号。促进社用中英文

出版 工合 宣传刊物的同时, 以社为窗口, 接受捐款者的寻问, 或

者对捐款的使用是否妥当进行审议,给各区 工合 送款等。&

5月香港促进社在华商俱乐部, 由宋庆龄和工商人士周寿臣、

罗旭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香港有影响的人物, 如英国

国教会主教何明华、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华商总会主席李星

衢、上海储蓄银行经理王谦翊、广西银行经理张兆棠、吴铁城夫人、

青帮巨头杜月笙及埃德加!斯诺等百人左右。会议首先作了工作

报告,且强调了以 工合 运动筑成 经济长城 ,形成了 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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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卫 。罗旭和就国内外的救国、救济团体组织指出, 工合 是

最能体现长期利益的组织。一国要谋求富强, 首先是谋求人民日

常用品的自给能力。而如何解决专业人材不足是当前的难题, 从

国民政府借贷基金中只能用于 工合 的费用, 不足以作为训练教
育人材的经费, 因而需要世界各方的资金支援。如要促进 工合 

运动,有必要在世界各地设立 支部 ,以担负起募金事务, 代理购

买原料,征集各种专门人材,对国内外展开宣传等任务。∃ 而当初

香港促进社的成立就是考虑到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国际联系网。

8月, 工合 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并作为独立组织, 负责

起国民政府 工合 协会以外的 工合 捐款的借贷、保管等事务。

菲律宾中华商会主席也倡导成立 工合 的国际机关, 管理起海外
捐款。& 根据陈翰笙的说明, 工合 协会是遵照国民政府的意见,

一手包办处理海外捐款的,国际委员会可以不持政治偏见, 根据各

地 工合 的成果来分配捐款资金。这样可形成海外机构和中国各
地 工合 联系的桥梁。∋ 也就是说, 国际委员会可以直接从海外

接受捐款,进而保证 工合 独自的经费财源,就可以扩展各种活

动。过去香港促进社是将从世界各地募集的捐款交给 工合 协会

的,现国际委员会就成为包括香港促进会的全促进组织的中枢。

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不仅有和国民政府及 工合 协会的关系问

题,还有资金分配的问题,东北人卢广绵( 工合 协会组织组长、西

北区办事处主任)主张将重点放在西北区,而陈翰笙(无锡人)等则

主张放在抗日基盘的西南部。由于资金有限, 其分配一直是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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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

这时国际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副主

席兼会计郑铁如(中国银行总经理)、秘书陈翰笙、实地书记艾黎

等,委员有前面论及的菲律宾中华商会主席等两人为菲律宾代表

外、还有香港中央银行 P!N!陈(汉字名不详)、工合 协会技师长

林福裕、香港立法会议议员罗文锦、爱达、埃德加!斯诺等 18人。

不久香港三大银行的中国、中央、广东各银行的代表者也包括在里

面。 工合 以五分利息借贷资金,与 工合 有关的非生产性的训

练班、学校、医疗所等则不收利息。根据必要性和紧急程度来审批

资金的借贷申请,由委员投票决定。1940年 4 月何明华在重庆和

工合 协会理事长孔祥熙、总干事长刘宏沛等就海外资金问题达

成协议,结果国际委员会得到中国和中央两银行的保证,对海外资

金及管理借贷负有全权。这样提高了信用度, 很快在短期间从海

外募金 35万元。到 1940年 7 月为止,国际委员会掌握征集到的

捐款 100万元, 加上从中国、中央两银行的长期贷款 100 万元, 合

计200万元。其中: 113 万( 56 6% )分给东南各省。∃ 1941年 10

月国际委员会得到华侨捐款 500万元, 用于 工合 关连的事业有:

1 创立训练所; 2 增设医院; 3 增设学校; 4 设置化学室, 及其用

于 民主政治的发展 。& 1941年中, 工合 协会的人员与华侨的

联系更加紧密, 为加强在海外对 工合 运动的推进发展,菲律宾的

薛士芬和 华侨抗敌救国会 主席杨启泰、火奴鲁鲁的杜惠生和 华

侨抗敌救国会 主席杨星枢,美国的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邝炳舜

等都被招聘为 工合 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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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祸的蔓延同时带来香港九龙难民的增长。1941年 7 月香

港各界人士集合在英京酒家, 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保卫同盟针对

150万香港华侨 提倡 一碗饭运动 ,目的是支援 工合 ,救济难

民、伤兵。开幕式上除艾黎、华商总会主席郭泉、周寿臣、保卫同盟

盟员廖梦醒等出席外, 还有英军驻华陆军司令等 150余人参加。

剧作家夏衍、法律专家张友渔、演员王莹等发表文章和演说予以声

援。运动持续了一个月,来吃 爱国饭 、救济饭 的人络绎不绝,

一张两港币的 餐券 售出超过了两万张。∃ 接着在 11月,国际委

员会和保卫同盟共同于香港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嘉年华会商品展览

会。艾黎、宋庆龄、郑铁如、周寿臣等到会。展示品中有:反侵略资

料、棉纺织物、化学制品等百余种 工合 的生产制品,还有华商报

出版部等 10 间书店联合贩卖新刊书籍。会上收入全部交给 工

合 。这样,在香港支援 工合 的各种筹金活动热烈地展开。进

而, 工合 在海外也组织起来。抗日战争初期,从中国沿海各省到

越南的中国难民有 10万余人, 为了救济难民, 越南救国总会常务

理事颜子俊等向当地华侨呼吁购买股票,投资到纺织、文具、肥皂、

日用品、印刷等 工合 的企业里去。&

在新闻媒介上宣传呼吁也为数不少。例如 1939年 11月香港

∀大公报#的社论中登载了文章, 动员从资金、人才、技术三方面投

向 工合 ,指出 工合 可以解决紧急时期的民生问题, 将来可以为

工业建设打基础。同时也指出华侨不用投入很大的资金, 不用费

很多的精力,承担很重的责任,就可以支援 工合 。∋ 谢君哲也发

表了文章, 华胞在外洋艰难刻苦地经营事业 、一向是首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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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的强弱的刺激 ,因而 所兴起的民族意识,也较内地同胞为坚

强热烈 , 而 工合 是教难民以 生产救济 的新兴民族工业, 请华

侨给予注意,呼吁掀起大量的捐款活动。∃ 华侨内部也在积极展

开宣传。例如在华侨的专刊∀华侨先锋#杂志发表文章说,在英法,

劳动者在工业合作社内为自己而劳动, 谋求经济独立和自由。而

只有中国的 工合 肩负着支援 抗战建国 的重任, 追求全民族的

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自由。具体来说, 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 建立

起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以增强长期抗战的基本力量。且可吸收

沦陷区的人力、原料, 以阻止日本的利用。进而生产各种日用品,

以排斥日货,拒绝用伪币,来反对经济封锁。

国民党在 1940年 2月纪念新生活运动六周年大会上, 宣读了

蒋介石的训辞的同时, 也表示了国民政府从民生主义和 抗战建

国 的立场出发,希望建立 工合 的意见。之后, 国际委员会还介

绍了筹集捐款情况, 香港和马尼拉的促进社介绍了宣传活动, 各

工合 组织介绍了如何提拔人才,解决运输工具和原料等事。指

出虽然华侨不能作为 工合 的社员进行劳动, 但是可以在当地参

加促进社、集资和选拔人才、介绍最新工具等活动,为 工合 运动

尽力。& 这样,以香港的国际委员会、促进社为中心,国内有成都,

海外马尼拉、纽约、三藩市(旧金山)、伦敦等地成立了中国 工合 

促进组织。菲律宾、荷属印度(现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侨和各国人民都积极支援中国的 工

合 运动。∋

1941年 12月香港沦陷后,虽然香港促进社停止了活动, 但国

!50!

∀抗日战争研究# 2003 年第 2 期

∃

&

∋ 香港∀大公报#1940年 9月 8日;陈翰笙前揭书, 32页等资料。

龙大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华侨先锋#第 1卷第 19期, 1940年 4月 1日。

谢君哲前揭书,第 14 % 5页。



际委员会转移到成都。主席何明华留任, 副主席为约翰!洛辛!巴

克(南京大学教授)、书记为赖璞吾(燕京大学教授) ,组织工作由艾

黎、陈翰笙担任。

二 南洋华侨对中国 工合 运动的支援

南洋华侨约有七八百万人, 对南洋经济贸易占有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从地区人口分布上看, 英属马来亚 (包括新加坡 ) 占

42% ,泰国占 22% ,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各占 2%, 菲律宾占 1%。∃

这里想以最积极支持 工合 的菲律滨华侨为中心展开论述。菲律

宾成为美领属( 1902年)以来,禁止外国劳工进入, 且美国和菲律

宾人煽起排斥华人运动,华侨人数很少, 仅七八万,加上用当地名

的华侨,估计约有十七八至二十万人左右。其中福建人占八九成,

余为广东人。职业主要是贸易、金融、零售商等,占七成以上,已形

成上流富裕阶层,而下层劳动者,农民占极少数。从马尼拉商业投

资额( 1936年)看,华侨占 36. 4%, 美国人占 25 7% , 菲律宾人占

14 5%,日本人占 8 3%。在经济界有不少著名的华侨,如益华商

业公司总经理薛士芬、福泉公司的李清泉、中兴银行的薛敏老、瑞

隆兴铁业公司的杨启泰等。七七事变后,往中国的汇款明显减少,

但菲律宾仍达约千万元左右。华侨人平均计算, 如菲律宾华侨献

金 100元,马来亚华侨才献金 30元。菲律宾华侨对华贸易主要是

出口木材、麻、烟草等,进口主要是面、棉布等。原来华侨贸易额为

第一位,七七事变后,美国变为第一位, 日本为第二位, 华侨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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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五位。∃ 因此,菲律宾华侨深感到日本的威胁,故有着强烈的

抗日意识。

从政治上看,在 1936年 2月菲律宾华侨劳动界已召开反日代

表大会,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是说在七七事变

前,已经形成抗日的基础。事变后,马尼拉中华商会马上打电报给

蒋介石拥护 对日强化策 。蔡廷锴在碧瑶和马尼拉发表了 抗日

救国献金 的演说。结果由中华商会成立了菲律宾抗敌委员会。
1937年 10月孔祥熙访问马尼拉,鼓动献金活动,带动了高涨的献

金募集热潮。华商成立起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和航空建设义捐

会,各有 30多个支会, 筹集了大量的支援中国基金。10月 31 日

拥护民主主义联盟召开大会, 有 500人参加, 通过了: 1 排斥日

货; 2 拥护中国民众对日抗战; 3 支援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国际

共同行动等 反日决议 。1938年 6月华侨各商会一起开始排斥

日货行动。并且在七七纪念日,抗敌委员会和中华商会等召开大

会,提出了 打倒日帝 、肃清仇货 、拥护抗敌建国纲领 、实行

三民主义 、国民党万岁 等口号。&

如前述,中国的状况对于华侨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有着紧密

的关系。华侨都非常关心抗战。例如: 在菲律宾, 随着中国被侵略

而导致国际地位的降低, 出现了以中国人为耻,遮掩隐瞒身份的现

象∋ ,正由于此,反日运动更加激化起来。华侨各阶层更加有组织

地、热心地参加救国事业,不仅表现在排斥日货和捐款上, 而且希

望用高价购买中国国产品来支援中国抗战。但是在南洋中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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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 而 工合 生产的大量商品出口到南洋正迎合这种需要。抗

战爆发后,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运动有六七回高潮, 约有三四千

人以上。∃。其中多数是有专门技术的华侨青年,如林福裕、王毓

麟、王文炜等直接参加了 工合 。
因埃德加!斯诺对于中国 工合 的支援, 所以在菲律宾支援

工合 运动是从马尼拉的 YMCA秘书马可纳特夫人的活动开始

的。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则竭尽全力征集人才。1939 年 4

月菲律宾 工合 促进会正式成立。美国高等事务官的夫人鲍尔!

V!玛克拉德和菲律宾总统夫人为名誉会长, W!B!福雷博士(新教

牧师)为会长、李清泉为副会长,各界有实力人物为委员,各部门的

职员都由华侨负责, 会员有 100人 (年会费 14 比索, 或 7 美元)。

这样不仅是华侨、菲律宾人、当地少数民族,还有美、英、法、西班牙

等各国人民,及其基督教会, 红十字会, YMCA等组织的首脑、实

业家、律师、医生、教授、社会事业家等都参加了运动。因而在菲律

宾的支援中国抗战组织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层。据海伦!斯诺所述,

在菲律宾, 捐款给 工合 的献金中, 占 2/ 3是由华侨捐赠的。& 香

港促进会从菲律宾华侨处得到捐款在 1939 年年中就有 21. 5 万

元。其中大部分是由李颜敕(李清泉夫人)领导的华侨妇女救济协

会所赠。∋ 艾黎在菲律宾滞留两个星期,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 接

受了向 工合 捐款 15 万元。作家林语堂也被菲律宾促进会邀请

来马尼拉演讲, 林对众多的听众发表了日本的国力已经枯竭,中国

已经占优势的演说。其入场券全部为 工合 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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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941年后,促进会员已经增加为 200余名。就任为促进

会主席的薛士芬(中华总商会主席) ,抗战救国会主席杨启泰等都

支援 工合 运动。 工合 已把菲律宾的华侨及英、美人都联合在

一起,作为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力量之一。促进会在两年间筹金 30

万元。为响应美国援华联合委员会(后述)的全美募金运动的号

召,在菲律宾,促进会也展开了 7月 50 万元的募金运动。对此马

尼拉、碧瑶等地的新闻报纸,也发表了支援的专论文章。原中国驻

美国大使王正廷,驻比利时大使杨光 也在广播上作了支援演说。

杨在演说中阐述:四年来忍耐了极大的牺牲, 在保卫人权、自由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这力量是由于 工合 运动的强化发展在社

会、经济基础的体现。此后, 孔祥熙还发来贺电 中国为世界和平

而抗战 指出,在菲岛美菲友人及中国侨胞的捐款活动,直接给中

国及难民都带来帮助和裨益。援助 工合 事业比援助其他有着更

大的意义。∃

1941年 10月左右,菲律宾促进会发出∀敬告菲岛人士书#, 称

工业合作社,正如驰名于世界上的商标,是中国民族复兴伟大事

业的一个商标。工业合作社并非一种战争活动,或一种慈善事业。

它代表一种崇高理想,为抵抗侵略者剥削之经济堡垒。这是自由

人民追求和平与民主的行动 。从各国送来的捐款是基于人道主

义,与政治、宗教无关,款项首先用于培黎工艺学校的建设, 进而在

中国最小单位的纺织 工合 (仅 25 比索)、机器 工合 ( 2000 比
索)就可以完成预期投资。& 因此,促进会向国际委员会寄钱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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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工合 、培黎工艺学校、技术训练班等。促进会的亚帛曼(中国

之友社主席)访问新加坡时,也向当地的中华总商会主席李光前等

请求支援 工合 。促进会一直存在到 1941年 12月日本入侵后。

在此, 新加坡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动向值得一书。九一八事

变时,他曾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呼吁抗日爱国运动。这与当时世

界经济危机所造成橡胶价格暴跌, 在与日本商品竞争中,陈的公司

经营受到沉重打击不是没有关系的。西安事变时为了团结和统

一,召开了华侨援蒋救国大会。七七事变爆发后, 陈嘉庚发起成立

筹赈祖国难民大会, 且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38年 10月,作为南洋 八百万华侨 的代表组织机构南侨总会

宣布成立。1940年 4 月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常

务委员侯西反一行到重庆参观了毛毯 工合 (后来,顶着国民党的

反对压力, 访问延安, 会见了毛泽东等, 转为支持中共)。陈认为

工合 形成于经济战的最前线,面对日本军队实行各种封锁、战机

空袭轰炸大城市工业区域的严峻形势, 只能运用持久战,要持有诚

意促进 工合 , 以图迅速发展, 增加生产, 支持抗战。& 陈最忧虑

的是: 国民党要把西安 工合 好像 共产主义 一样, 加以镇压。∋

也就是说陈特别担心由于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裂, 造成抗

日力量削弱。

侯西反提出 工合 有 4点重要的意义: 1 生产自救。国家救

济难民消耗了大量的金钱, 而很难达到社会救济的效果,在这点

上, 工合 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又扩大了生产。因此, 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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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财力的 工合 运动是最进步的运动。2 现在的国家如没有

工业,也就没有国防。 工合 则在前后方建立了新的国防经济基

础。3 资本主义国家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发生劳资冲

突。对此中国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原则。而 工合 社员既是

劳动者,也是经营者,利润也是公平分配。这可以说是完成民生主

义经济的桥梁, 是理想的自治工厂。4 中国人民缺乏组织能力,

而 工合 是劳动者自主地组织起来的生产集团。可培养劳动者学

习管理组织,培养集体生活的习惯。因此,呼吁华侨应该适应时代

的需要,给 工合 运动以最大贡献和援助。∃

三 美国华侨对中国 工合 运动的支援

在美国,华侨以纽约为中心掀起强烈的反日运动。七七事变

爆发当夜,华侨反帝大同盟,华侨洗衣联合会,致公堂(在全美大陆

各地均设置据点,是天地会背景的巨大结社团体)等组织共同召开

会议, 以宣传抗日和筹款为目的, 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 致公堂

领袖司徒美堂(广东人)等被选为实行委员。7月 13 日,工人保障

会华人部,反帝大同盟等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 动员全国海陆空军

支援华北,动员全国民众 的请求。10月,司徒美堂呼吁在纽约的

华侨 54个团体,组织 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在三藩市和波士顿都

有同样举动。美国华侨积极地扩展捐款及抵制日本商品, 阻止向

日出口废铁等运动。&

1940年 4月,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等向美国提出支援中国

的请求,且在 NBC上向全美国民播送。三姊妹为孙文、孔祥熙、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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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的夫人,理所当然在华侨中有着极大号召及影响力。首先, 宋

庆龄表示, 中国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宋霭龄指出, 中国在财政、

经济方面已经计划和准备抗战到最后, 中国从东部将无数的机器

运到西部,同时组织了 1400 个 工合 社, 3万人以上的人参加工

作,可赡养家庭。她还举例说明,通过妇女界运动,新生活运动促

进会等组织的 伤兵之友 运动,恢复我民族固有的合作精神,就能

够克服困难。最后, 宋美龄阐明,万一日本武力占领中国, 就会利

用中国的领土、人力、资源来与民主国家对抗。日本还会强烈地打

击民主国家,掠夺印度支那的缅甸、马来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家,而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美国在抗战。∃

在菲律宾, 薛士芬征得在菲律宾的 180位美国人的支持,给美

国总统罗斯福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更加强有力地支援中国的

工合 运动。说明支援 工合 以生产自救,是解决困难的重要方

法。华侨振兴 工合 的理由有 3点,即 1 工合 可以迅速地动员

起资源和生产力, 掌握起军心民意, 起到支撑民族气概的重要作

用。支援 工合 的金钱虽少, 但起着促进中美友好关系方面的重

要作用。2 工合 是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为远东的国际通商
和合作打下基础。而且这是纯粹由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事业, 没

有党派性特征。3 工合 如能获得充分的资本, 就能形成在中国

内地的经济堡垒以对抗防御日本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薛士芬

还指出 工合 协会是半官半民的组织, 从四大国家银行和民间银

行借贷资金是不充分的, 特别是在外币更换支付时有困难, 因而有

必要从美国征集大量的贷款。&

1941年 4月左右,中国 工合 协会推进组长梁士纯受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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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 进行两个月的访问美国活动。其目的是推进海外的 工合 

运动工作,及协助美国各援华团体的对华联合捐款活动。梁在纽

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地来回奔走, 且在往返途中, 到了马尼拉、火

奴鲁鲁等地。梁与各地的华侨领袖, 各界官民就推进 工合 运动

进行谈话。华侨过去一直就强烈拥护中国抗战, 例如芝加哥华侨

仅有 1000人左右,大部分还是从事洗衣行业,收入也不高, 而七七

事变以来,捐款达到 100万美元以上。梁的来访, 使当地的支援抗

战气氛更加高涨。5月, 在美华侨 工合 推进委员会于纽约成立

准备会。委员由有实力者李国钦、林语堂、杨天孚、司徒美堂等 11

人组成。且火奴鲁鲁华侨也在 5月成立 工合 推进委员会, 名誉

主席杜惠生(总商会主席) ,主席陈绍雄,委员中有总领事梅景周等

头面人物。∃

这个时期, 在美国的援华捐款运动非常高涨。七七事变以来,

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认识。有

的美国人认识到是中国的奋斗才使日本侵略不至于波及到太平洋

来,是起着 第一防卫战 的作用,因而援华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有

针对中国 工合 的, 也有针对难民援助或医疗援助, 没有统一性。

直到 1941年 4月左右,全美的援华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为 美国对

中国救济事业联合委员会 (名誉主席为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

福)。从 1941年 4 月到 7 月征集到援华救济费用 500万元美金

(其中 100万元美金分配给 工合 )。特别在 5月的一周定为 中

国宣传周 ,各大城市都进行募金活动。其目的: 1 援助医药品;

2 援助设立 工合 3万社; 3 援助撤退到后方的各大学; 4 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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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由此可见,在美国也是把 工合 当作中国抗战和中国建

设中最有价值的一项运动来看待。

四 海外华侨的捐款和中国 工合 运动

华侨出身在福建、广东两省为多,因而对这两省非常关心。华

侨资金就相对较集中到包含两省的东南区 工合 。1938年 10 月

江西创立东南区办事处时, 其资金由宋子文介绍, 中国银行借贷

20万元, 还有部分是以马尼拉为中心的华侨献金。& 进入 1939

年,东南区的资金中, 工合 协会占 25 8%, 香港促进社占 38% ,

华侨募金占 36 2%。另外, 香港促进社的募金中含有大量华侨捐

款,这样华侨募金中所占的比率更大。仅在南洋福建省籍的华侨

就在 400 万以上。1936 年以来外币更换寄钱回乡的, 每年都在

5000万元以上,不仅解决了家族的生活费用, 且有力地填补了中

国对外经济赤字。七七事变以来, 由于海港封锁, 寄钱增加困难,

因而福建省银行成为本省的金融中心, 且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以方

便华侨寄钱。据谢君哲所述, 菲律宾妇女赈济会设立特别基金, 其

目的: 1 给福建 工合 6万元; 2 给东南区办事处 2 08万元; 3

给福建运输 工合 18 7016 万元。∋ 还有华盛顿华侨给广东省北

部 1000美金以设立数间 工合 社。(

对此, 工合 协会产生了纠正这种华侨援助资金过于集中在
东南区的想法。1939 年 6 月 工合 协会接受了爪哇烟草巨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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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的献金 10万元,用于成立西北区 工合 。∃ 在 1940年左右,

将菲律宾妇女赈济会的捐款 6万元用于安徽省南部成立 工合 。

1940年 3月将国际委员会和香港促进社的补助金 6000元用于在

云南省大理举办 工合 指导员训练班, 数十名指导员经过训练后,

被派遣到各地事务所任职。& 工合 西北区办事处视察员侯雨民

(广东人, 英国伦敦大学硕士)也提倡支援西北。过去, 国民政府有

以重庆为中心, 昆明和西安为两翼的想法。侯认为, 投资西北 工

合 既有利且安全, 还能加快 抗战建国 的步伐, 提醒华侨对西北

的重要性的认识。∋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 华侨不仅在国民党地区支援 工合 ,也支

援了延安 工合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 工合 协会以 行

政费 名义借出的款项计 2 15万元,于 1939年 4月设置 工合 延

安事务所。但此后, 就没有再给资金援助。1940年国际委员会从

马尼拉的捐款中拨出 10万元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 工合 。

1941年 % 1943年,国际委员会和保卫同盟还从菲律宾、荷属印度

各地华侨及美英 工合 促进会的献金中, 拨出 100多万元送给延

安 工合 。在中共控制区域太行山区, 为了抗日游击队用的大量

军布、毛巾的生产而成立的数间织布 工合 社,也收到马尼拉、爪

哇华侨的捐款。( 由此可见,华侨明确支持抗日统一战线,对于国

共两地区的 工合 都给予同样的支援。对一般银行不想借贷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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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战区、日本占领区的 工合 , 华侨也无视利益的得失, 依然借

贷资金款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香港、菲律宾、马来

亚、爪哇等地的华侨陆续回国。仅广东就有二三十万人,加上福

建、广西、云南、贵州等省, 归国华侨约有 50万人以上。∃ 梁士纯

认为不能把华侨等同于一般难民, 第一, 华侨一直都有贡献给祖

国,现不屈于日本的侵略,放弃了自己经营的事业归国, 是应该得

到款待的。第二,华侨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具有丰富的工商业技能

和知识,有很强的责任感,及民族自觉、爱国精神。确实,国民政府

及福建、广东、云南各省政府在实行临时紧救济措施以外, 还计划

开设工厂和农垦事业,但华侨大多在国内既无财产, 又无贮蓄, 回

国后马上就需要工作。这种状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 工

合 运动。因为这可以激发带动他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发挥他们

的经营管理能力,同时也是华侨在居住国进行的抗战宣传和捐款

运动的目标所在。& 之后, 由于日本占领统治了南洋, 南洋华侨已

不能正常地募金寄钱回国,而美国华侨继续开展抗日运动, 还不断

地进行对 工合 捐款活动,虽然数量上比前减少。

结束语

第一, 1937年 7月由于日本的侵略, 而国民政府没有充分地

进入临战体制, 因而在军事实力、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显出劣势。

这时,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华侨的资金实力。号召华侨资金投入到

各种抗战救国运动中去, 其最好的盘接华侨资金的方法就是扶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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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 。华侨最担心的是阻碍对日抗战的国共分裂。而国共两党

都支持的 工合 自身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华侨来说, 工合 是

最好的支援对象。华侨对 工合 的支援主要在华侨祖籍最多的福

建、广东等地,同时, 也平衡地支援了国共两地区, 对于资金极度不

足的边区来说, 其支援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抗日战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意味, 工合 

运动作为 抗战建国 的一翼, 在未开发的西南、西北部筑起工业基
础,形成 民族工业建设运动 。而且 工合 是在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相关连的理论上展开的, 宋庆龄也认为这是民生主义的具体表

现。另一方面华侨在居住国的地位与中国的状况变化紧密相联,

且日本的侵略势力扩张, 直接影响到华侨的经济权益, 因而使其带

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展开高涨的救国运动。这时,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起着唤醒民族主义、集合民众的作用, 华侨自身也把 工合 

与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考虑, 因此 工合 得到广泛的支
持。

第三,当时, 最实际的困难是难民问题。6000 万人的难民对

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如处理不好,就可能会造成抗战

实力的削弱。但是国民政府由于资金不足, 以一般慈善事业来处

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这时华侨也在注视着难民问题, 因之产生

扭转困难局面的 工合 主张, 以 生产救国 解决该问题。

第四,华侨向 工合 捐款, 即使在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也是由
工合 协会和香港促进社等处分散而来, 集中金额是很困难的。

根据陈嘉庚所述,抗战爆发以来, 到 1940年 4 月华侨向中国寄钱

达 20亿元中, 8亿元是中国抗战的捐款, 两年间向 工合 的捐款

达到 100万元。∃ 另外,海伦!斯诺统计:在 1940年 工合 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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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资金财源有 3663万元,其中政府出资占 32 2% ,从银行借款

占 63 33%, 海外援助金占 5 16% ,社员股份占 1 04%。∃ 华侨大

量向中国寄钱, 虽然用在 工合 的资金中不算多,但却有重要意

义。 工合 作为大众运动,要保持灵活性和自主性,除了政府和国

家银行以外有必要保持独自的资金来源。而 工合 协会属于行政

院管辖下, 工合 运动仍然以无党派面目在继续活动中,在一定期

间,离开了合作事业管理局( 1939年 5 月成立, 行政院经济部所

属)的支配管理,其原因就在于有海外的支持和资金援助。在国民

党地区及战区, 乃至边区的 工合 中使用这些资金,补充加强了战

时的生产,这个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作者菊池一隆,日本国立大阪教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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