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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的传播理念 

蔡瑞燕  

 

【摘要】在宋庆龄一生的诸多重要贡献中，蜚声海内外的国际传播是极为重

要的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她发起成立以“宣传抗日，争取外援”为宗旨的民间

团体“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从外国募集资金和医药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力量和

帮助遭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她以始终如

一的传播理念，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开展了实际上具有公共外交和公益慈善性质

的国际传播，取得了极大的成果。探讨和分析她的传播理念和经验，可以说，她

是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体现文化软实力的典范，对于推进新时代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宋庆龄 保卫中国同盟 国际传播 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

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文化软实力。”①国际传播是指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民族、国

家界限的信息传播及其过程，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包括由外向内的传播

和由内向外的传播。有效的国际传播往往从由内向外、“以我为主”的传播开始，

通过良好的“传播能力”，推动形成双向互动的传播“环流”。讲好中国故事，把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真实、立体、全面”地传达给国际社会，说

得清、讲得透，让人听得懂、能认同。由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

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是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反过来会成为国际社

会评价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和组成部分，是认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发起成立以“宣传抗日，争取外援”为宗旨的民间

团体“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为抗

战出力最多、条件最艰苦的游击区的情况，向外国募集资金和医药物资，支援中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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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力量和帮助遭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在“保盟”开展工作的七年多时间

里，宋庆龄以非官方的立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管制，持续开展了实际上兼

具公共外交和公益慈善性质的国际传播，不仅得到了外国友人、海外侨胞和中国

抗战的同情者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源源不断地寄来的捐款和医药物资，冲破层层

封锁，千方百计地被送到了解放区，送到了八路军、新四军手上，送到了孤儿、

伤病员的手上，建设和运营国际和平医院……证明了她的国际传播能力。她的国

际知名度、在世界反帝斗争和平事业中的地位都有极大的提高，“无党派”的民

间人士孙夫人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良心”①。 

本文探讨分析宋庆龄的国际传播理念，可以看出她是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

化自信、体现文化软实力的典范，她是抗战时期国际传播的“金招牌”，她的经

验是教科书式的范例，对于新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她的传播立场：非官方的或民间的救济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不抵抗政策，而为抵抗日本

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主张。宋庆龄和

何香凝等人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响应中共历次提出的关于全民族团结

抗战的重要宣言，不断敦促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放弃反共的政策，进而能在共

同抗日的旗帜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日。１９３７年

“七.七”、“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宋庆龄为之欣慰。上海

沦陷后，宋庆龄于１９３７年底转移到了香港。１９３８年６月，在八路军驻香

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的支持下，她组织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任

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和一批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

詹姆斯.贝特兰、克拉克夫人、爱沷斯坦等中外人士都是中央委员，组成了一个

工作机构。宋庆龄还邀请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参与发起，以增强机构的号召力，

如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美国女作家赛珍

珠、英国驻香港教会主教何明华、以及孙科、宋子文等。② 

为了便于开展国际传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前线最为迫切的需要，改变

“过去我们犁物质支援，在我国分配时，既未能根据最危急的需要，又未能按照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415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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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的意见做到合理”的状况，真正按最迫切需要和按捐赠人意愿的原则进行

分配，宋庆龄把“保盟”定性为民间性质的救济机构，持“政治中立”、“无党派

性”立场。宋庆龄以非官方组织、民间人士的立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抗战的

真实情况，向国际友人呼吁、争取援助。 

１９３８年６月“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指出了她的工作目标：“在现阶

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

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①抗战

胜利后，1945年 12 月宋庆龄在声明中依然这样强调：“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

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

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

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② 

“保盟”从始至终坚持这个立场，在中国的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之间起着联

系作用、桥梁作用，“真实、立体、全面”的信息传播，使外国朋友能够了解远

东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这既是为了最急迫需要的地区和

民众而呼吁援助，也是为了人类应该捍卫的最基本价值和国际公义，更是为了斩

断残暴侵略和制造新灾难的链条，这就是“保盟”救济工作包含的“最真实的人

道主义”。宋庆龄说：“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

不仅是减轻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

以摧毁，它们就必然要一路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③ 

作为救济机构，在传播中要说明谁需要救济？为什么需要救济？为什么最

迫切需要？需要什么？为什么一定要伸出援手？ 

也就是说，从救济机构的立场，以非官方或者民间人士的立场，在没有任

何强制力的情况下，如何讲得清、传得出，听得懂、能认同，传播者需要解答好

这一系列问题。 

在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消息发布实行严密审查的情况下，为了打破新闻封

锁，真实报道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1938 年下半

年，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保盟”《新闻通讯》（英文版），定期向国际友人和海外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31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394 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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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进行报道。此外，她还利用国内外报纸、电台等公共媒体的采访、直接对外

发表演讲的机会，她自己写文章、写书信以至签发捐款收据等方式，以我为主，

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传播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呼吁最迫切的援助需要。 

事实证明，她用坚定的立场、艰苦的工作和深遂的思想不断开辟道路，传播

具体真实，言词恳切，充分沟通。 

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六期向友人们发表成立一年的工作报告

“我们的这一年”总结道： 

“保卫中国同盟帮助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期的医疗救济体系。它和按民主原则

重建中国工业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进行协作。照料战争孤儿、已牺牲的中国战士

的孩子，是它工作的一个方面。在敌后，它向为组织人民起来斗争和从日本人控

制下恢复了大片中国失地的游击队，提供医疗服务。 

保盟不是中立的，它在各地都帮助中国的战斗。尽管它的职能是纯救济性的，

但它的救济用于最能加强中国人民的斗争的地方。”  

这一年中，“保盟”已收到了各国朋友们提供“捐赠的现金和物资”包括

了捐款约二十五万元港币，和十辆卡车、大型救护车、好几千条毯子、包括显微

镜和Ｘ光机在内的医院设备、用于战地医疗站的帐篷、数千码被单和蚊帐料，一

些缝纫机和许多其他物品。另外向疟疾流行地区的军队和民众发放了七十万片奎

宁。① 

总之，她不断地强调她的立场、不断地呼吁援助、不断地感谢友人的善意，

但从不强人所难。她说：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积极援助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团

体。由于特别熟悉中国抗战的情况，它能在最急需帮助的地方，向中国的战士和

战争灾民提供宝贵的援助。在这种医疗和难民救济工作中，我们历来完全依靠如

同你们这样的中国的朋友们的捐赠。”而我们之所以迫切地需要国际援助，是因

为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不仅直接死于日本的炸弹，更有伤病威胁和营养供给不

足的问题，因此呼吁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最后胜利之前，中国迫切需要抢救生命

的基本用品，希望你们继续捐赠“大量的防治疟疾、霍乱、伤寒、痢疾和回归热

的药品；各种改善医疗服务的医院设备；敷料、绷带和急救用品；伤员今年冬天

御寒的毯子；伤病员和两年战争中的孤儿所需的罐头牛奶和压缩食品；用于发展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85－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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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所有这些工作的资金……”① 

后来宋庆龄回顾说：“对于世界上真正想了解中国的斗争的人们来说，这些

出版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② 

二、她的传播理念：援助中国抗战就是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中国抗战需要救济、不断呼吁国际援助，但是，宋庆龄排斥“国际援助、慈

善是恩赐”的观点。她的核心传播理念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就是支持世界人民

的反法西斯斗争，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和所有民主国家，“救济

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

民并帮助你们自己。”③ 

怎么说呢？ 

宋庆龄心系中国人民安危和中华民族存亡，却放眼全世界，铁肩担道义，认

为国际援助具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与对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的双重价值。她

以世界视野和人类意识，发表专文《中国、世界和你们》指出：法西斯是人类实

现和平民主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援

助中国抗战需要是为了维护“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因为“中国人民对国际强暴

的应战、是世界和平大厦的奠基石”④。人类具有追求和平的正义的力量，提供

援助的人士就是正义的、主持公义的人。 

换一句话说，国际援助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事业，受益者不仅是中国人民，

而将是全世界。否则，下一个陷入法西斯铁蹄的将是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

这既是她的当下判断，更是她的智慧远见，充满逻辑力量。她在《给全世界朋友

的信》中这样说：“当前中国人民的斗争，其目的在求得中国‘在国际上的自由

与平等’。这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目的，也是孙逸仙博士为之奋斗了四十年的目

标。”单就“这个目的本身就应该赢得那些不是空喊和平与民主的人们对中国的

同情和积极的援助”，而且，由于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日本交战，中

国是“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公开战场”。

“保卫中国同盟请你们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从而能起到共同抵抗法西斯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91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377 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378 页。 

④《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314－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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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使之无法延伸到英美等国的努力，所以援助不是恩赐、不是施舍，而是一切

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斗争。她甚至十分干脆地说：“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

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① 

为什么呢？ 

宋庆龄用事实无可争议地说明日本侵略者是践踏人类尊严的公敌和摧毁人

类文明的恶棍！正义、公道和和平，是值得全人类共同为之奋斗的根本利益和为

之捍卫的基本价值。现在，正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基本价值，地球上最

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艰苦战斗中，正在付出惨重的

代价！“中国人民从来不想侵略别人，但是中国人民也不会再任人赶出自己的家

园作无家可归的奴隶和忍受‘东亚病夫’的嘲骂了。”②请求你们的帮助，只是“请

你们在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尽你的一份力量”！③ 

宋庆龄字字血泪地描述日本侵略者滥杀无辜妇孺、工农民众、轰炸学校民用

车站的种种罪行，他们的铁蹄恣意践踏，所到之处，无一幸免，无论华洋，她这

样说：“过去两个月来，你们当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自炸毁

天津南开大学为始，他们用武力占领了我们在华北所有的文化机关，于他们没有

用的就一把火烧了去。他们炮击和轰炸上海和南京的大小学校：他们轰炸美国教

会的医院，炸死了看护、医生和伤兵。为了恫吓我们的人民，为了要把我们击至

‘屈膝’，他们滥炸从战区仓皇逃出的避难妇孺；在城市与和平的村庄中，他们

的飞机对无辜市民一样的肆虐。火车、轮船、难民撤退的车站——那里聚集着最

穷苦的人们——都成了他们发泄狂暴的目标。”帝国主义战争带来了城市和广大

农村的破坏、人民惨重的死亡、和贫困的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割去了中国广大的

土地，还在长驱直入，企图瓜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她无比愤慨地控诉道：

“他们把国际的法律和道德践踏净尽，而证明他们自己是全人类公敌和恶徒。这

些都是明白的事实，不是宣传。……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来，世间是根本没有条

约或公约的。”④总之，“敌人用尽一切现代的武器，用尽了一切凶残恐怖的手段，

把我们的土地沉浸在无辜人民之血海中”，“外国人士也曾目睹南京之惨状”，所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73－274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195 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91 页。 

④《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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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抗日，一起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

以“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①。否则，你们的人民也将陷入这种可怕的法西斯铁

蹄之下。 

她还愤怒地“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当然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严正警告。

由于法西斯摧毁人类文明和幸福的侵略，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残酷虐杀已经在世

界各地蔓延，西班牙、中国，展开了比地狱还惨酷的场面，千万母亲妻子失去了

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全世界笼罩在疯狂的侵略者的毒焰里面，文明处在毁灭的

过程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大众在战栗中生活。”呼吁全世界妇女能够站在一起，

为着人类的理性与幸福而战，援助我们、援助无数失掉儿子和丈夫的母亲们、妻

子们，就是帮助你们自己争取和平的世界。② 

如今，地球上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已经团结起来投入

抵抗法西斯日本侵略者的壮烈抗战斗争中了！“我们全国的团结统一，已发生伟

大的力量，如堡垒一样坚固，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的痛击。”③她郑重地向全世界描

述中国真实的抗战局面，她说：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精神、行

动和意志，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抵抗，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客观上也是保护

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中国是地球上最爱好和平的、最不好战的国家，但要

它在奴役与斗争之间有所选择时，它还是选择了斗争。因为这个斗争最真实地代

表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在任何一个日寇占领的城市或乡村中，中国人民都没有

被征服。”④她坚信：“四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

个力量可能消灭她”因为，“中国正用了全副精神抗战着。你们可以明白的看到，

我们的军队，包括着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是在怎样阻着日本侵入军队的得

逞，虽然我们是在跟那占着武器很大优势的敌人相对抗。纵然事实上日本海陆空

的技术设备远胜于中国的军队，但我们知道单只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

目前的抗战已经证明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势……毫无疑义

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她呼吁英国人仔细审察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黩武主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19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21－222 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11 页。 

④《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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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

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同志！你们自己看看，在仅仅

两个月里面，日本帝国主义就已损害和破坏了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的工业

和商业已受到了巨大损失。”所以，“不仅是为了正义和公道，就是为了他们自己

主要的利益，英国的人民也应尽力阻止日本对华的侵略，事情是很明白的。要是

中国的抗战一旦失败，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就完结。”所以，“同志！我吁请

你们对中国民族的拼死抗战不要闭眼不顾，而应该仔细的审察它。那你们才能认

识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①她反复阐明，相信世

界有正义的力量，为了正义和公道，一定会对中国抗战持同情态度和行动上的支

持。 

宋庆龄在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时更客观地说：“看到了中国人民每天遭遇恐

怖的消息，谁能不为之骇绝呢？目睹忍心轰炸无辜妇孺的野蛮行动，谁能不立誓

扑灭这万恶的罪犯呢？明明知道在我们每个城市中屠杀非战斗员，对于军事上并

无必要，那末，对于这种不仅威胁中国，并且威胁全世界文明的公敌，谁还能保

持消极的态度呢？”②她一连串的质问，具有不可争议的论辩力量，听众很难不

同意她的结论。相信当宋庆龄在演说的最后向美国听众引述罗斯福总统“令人感

动的演词，扼要地说出了全世界对于这国际恶棍的暴行，都加以道德上的谴责”

时，呼吁美国人民为了乘在战争“残酷的火焰尚未延烧到全世界各国之前，将它

扑灭”，向中国捐款和“输送军械军火来充实我们的军队”，以抵御强大的敌人时，

希望美国用公正舆论的呼声和力量传达到全世界、对国际法西斯恶棍加以道德上

的谴责时，相信善良的人们都会觉得她要的并不多，因为“美国是用不着参加战

争来毁灭这远东的法西斯的”。③ 

尽管中国抗战如此需要援助，但是，就算没有国际援助，中国也不会垮台！

这是宋庆龄透彻的认识到的并强调的坚定信念。宋庆龄坚信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和

勇于牺牲的精神是最后取得胜利的无穷力量。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当时对宋庆

龄概括的“新中国的精神，忠诚，不自私，强烈爱国，为更好的更平等的生活方

式而不知疲倦地工作”这个观点，就极表赞同，他认为宋庆龄本人就是这种精神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02－203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08－209 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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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①卡尔逊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信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我简直难以相信，

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地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

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易劳

逸后来也这样评价说，中国军队“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

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

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物资援助）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

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她说由于连续作战，在中国缺少武器，战士在穿不暖，吃不饱的情况下走上

战场，确实需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援助，物质上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都非常

重要，“我们听到了全世界的同情之声，因此庆幸我们虽在苦难的期间，却并不

孤立。”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际援助，中国人就会垮台、就会完蛋，那

就大错特错了！宋庆龄说：“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

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

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

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

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

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③她坚定地认为：无论日本军阀怎样疯狂和无理性，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当以自己的力量来抗拒侵略者，“我敢代替全中国人民坚

决地告诉你们，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④ 

就像作曲家陈歌辛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创作的歌曲《度过这冷的冬天》里唱

的那样：“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就来到人间，不要有一点猜疑，春天是我们的！” 

三、她的传播理念汇入了国际舆论的主流 

宋庆龄的传播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回应，汇入了国际舆论的主流，

形成了国际传播的“双向环流”——她言之成理，她的判断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回

应”。 

这不是她的“一家之言”，而是她的“一语中的”。 

                                                        
①《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199-200 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12 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386 页。 

④《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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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是如此。 

什么情况呢？ 

宋庆龄是著名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关注着中国人民为了民

主、自由、人权而斗争。同时，她随时掌握国际动态，组织和参加世界反帝、反

战组织的工作，对世界上一切法西斯恐怖、违反人权的暴行都给予强烈的抗议和

鞭挞，为世界和平事业而不断奋斗。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宋庆龄就是世界反帝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1927

年冬，宋庆龄与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共同发起组织“反帝大同盟”，

被推选为名誉主席。1932年 1月，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致电高尔基，

要求国际主义力量声援中国人民的淞沪抗战。高尔基在苏联《消息报》发表《响

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号召支持中国，援助中国。同年 8月，世界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举行，世界反战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选为名誉主席，反

映她在国际反帝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她献身于世界和平，毕生为此而工作。从

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期以来，她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崇高声望，绝非空有虚言，

而是她在坚持奉献和努力的结果。”① 

她在 1933年《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民的抗议书》中说：“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

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

不可。”她说：“我们从来源各不相同、但又十分可靠、并且代表着各种政见的材

料里，知道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

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集中营受到

酷刑。要医院里，可以看到数千肢体折断的人们，他们的情况证明了目前遍布德

国的野蛮行为。……”并引述说，甚至象《纽约时报》那种保守的报纸都发表一

篇专论，报道“妇女们的可悲惨的故事，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从床上被拖出去受到

非人的拷打，其后关于他们的消息什么也听不到和看不到了……天天都发现尸体，

都是被残害得不可辨认的”事实，许多知识分子被挖掉眼睛、拔掉头发、敲碎头

颅和骨头……揭露法西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瑞士的《人民权利报》也报道说

“许多被挖掉眼睛、敲掉牙齿的尸体，已经从柏林的兰德维尔运河里捞上来

                                                        
①《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选》，中国福利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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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宋庆龄态度鲜明地指出：“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

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①，表示与德国和世界人民一起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

立场。法西斯暴行，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公敌！ 

在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军事观察员，实际上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顾问来华考

察的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特意来到香港，带着他从山西游击区、华北行军千

里至延安考察，并访问了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后获得的印象，与他视为“中

国局势中的关键人物”宋庆龄交换意见。他说：她“自然地诚恳地”接待他，在

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完全同意她的观点，尤其赞赏宋庆龄关于中国抗战的世界

意义的论述。② 

1940 年 9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建立军

事政治同盟，三个法西斯正式联合起来、狼狈为奸，荼毒世界。显然，反法西斯

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无论英美，还是苏联，都奉行“欧洲第一”的战

略，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打败日本，以阻止德、意和日本的合流。当时美国的

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都有清醒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最担心的正

是日本打到印度洋同德国会师，他说：“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他们可马上打下

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

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邱吉尔也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

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如果日军进攻印度洋，“必然导致我

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的崩溃”，“听任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东携手，对盟国

的事业必然引起无法衡量的灾难”。 

斯大林也十分明白，整个“二战”其间，日本陆军主力由于受到中国的牵制，

才始终无力发动对苏作战，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

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941年 6 月 22日苏

德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主力过半为中国战场拖住，不能实现与德国联合两面夹

攻苏联的企图，苏联得以把 30多万远东部队调往欧洲战场，最后取得了胜利。③ 

1942-1944年间，中国更是先后两次派出近 30万部队进入缅甸，以重大伤亡

的代价，与美英盟军一起把日军赶出缅甸，彻底粉碎了日军占领印度并与德意法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120－-123 页。 

②《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 199-200 页。 

③参阅高士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团结报》2015 年 9 月 3 日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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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合流的图谋。先后参与抗日的还有自由法国（流亡政府）、荷兰（流亡政府）、

东南亚各国人民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朝鲜半岛、加拿大、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

人民，而中国无疑在其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为此，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国政府不仅力邀中国成为盟友，十万火

急，而且推崇中国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阵营的四个领袖国之一，为中、美、英、苏

“四巨头”同盟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 1月 1日，以四国为首

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反映了国际反法西斯战

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正是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反法西斯联合阵线

合力抵抗，不畏强暴，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同盟。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已取得了其他国家和有识之士的

理性认同、道德上的支持和同情，罗斯福在 1942年说：千百万中国人民顶住饥

荒，与武装和装备都占优势的日本作战这样极不利的情况下，“坚决抗击所表现

出来的顽强，仍是对其他联合国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已经赢得美国和一

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赛尔登后来也评价说：

“中国的抗战在 15 年内将大约 200万日军困于中国战场予以重创，对日本在太

平洋战争中的最后失败贡献非凡。” 

在抗战胜利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跃升为新世界的领袖和维持世界和平发展的磐石。宋庆龄以

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坚持维护人类正义和世界和平，于混沌中

辩明方向，于纷扰中拨云见日，在国际形势复杂、利益多元、不断角力的情况下，

基于中国社会的学术知识和国际关系的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分析与研究，一开始就

正确地分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世界地位，中国抗战形势变化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产生影响的客观性，“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

免的一步”①，把握了世界反帝运动的大局大势和规律性，论辩透彻，得到了国

际上有识之士的赞同，也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变化所印证。她的国际传播

理念成为了国际舆论的主流观点。 

余语 

众所周知，一提到宋庆龄的国际传播，一定会说她孙夫人的身份、地位特殊，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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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语言和风格特别，她的知名度高，以至她独特的美丽外表与魅力……对不

对？ 

也对，也不对。 

事实上，那些都是她的独特性，并且在国际传播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力，体

现出文化软实力。但以为她的国际传播能力源自于她固有的“独特性”，是失之

偏颇的。因为能力不能靠天生，更无法一劳永逸。她之所以是自带传播力的国际

传播“金招牌”，是因为她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深谙

西方文化的特点，在坐言起行间始终用深沉的家国情怀、为民族谋独立和人民谋

幸福的理想，坚定的行动力，勇于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力，以对国际友人的真挚

情感，以至她的智慧与思想，她的朴实与风趣，她的善良与锋芒，她的勤勉与细

致……等等，不断地开辟着道路，不断地闪耀着独特的人性光芒和个性魅力。廖

承志赞美宋庆龄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

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①！总之，她是一朵柔美的花，又是一头

勇猛的狮子，勇猛，使她的美丽更美丽，盛放得更灿烂。她是“玫瑰与狮子”的

奇妙结合体！ 

爱泼斯坦给宋庆龄的献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你以美、勇敢、坚贞，为我们

的时代增光。艰难险阻中的一盏明灯，胜利中的一部欢快乐章。……受的是外国

教育，却终身为的是祖国家乡，选择的是斗争道路，尽管在安乐中生长。跟前线

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共患难的则是地下的共产党，你的一切都为了人民、革命、

儿童、未来的希望……”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宣传要加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可以说，宋庆龄就是用过硬的“四力”进行国际传播，用勇毅笃行

不断地塑造着她的独特性，是不断“生长”着的、“日日新”的传播能力…… 

所以，宋庆龄就是国际传播的“金招牌”，她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她就是她

——不断地为民族复兴奋斗中的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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