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庆龄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
工业合作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支援抗

战，增进中国经济生产能力而兴

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是宋

庆龄在抗战时期开展救济活动的

重要合作对象之一。宋庆龄通过

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进

行抗战宣传，组织工业合作社，援

助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有力地

支援了中共抗战。

支持筹建工业合作协会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最初倡

议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

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全面

抗战爆发后，集中于沿海城市的

中国现代工业，大多毁于战火。至

少 75%的机器工业被日本攫取或

毁坏，许多难民无法安身，全国至

少 有 350 万 工 人 失 业 ， 沿 海 有

1500 万难民流入内地。当时，身处

上海的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

目睹了日军对中国工业的破坏，

“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

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

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

厂除了基地外已荡然无存，所有

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

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

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

正陷入瘫痪了。”他们决心要改变

这一现状，要充分发挥中国内地

的经济力量将抗战坚持下去。海

伦·福斯特·斯诺提议：“必须搞一

个人民生产运动，而达到这个目

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

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

们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

社就是答案！”

1938 年 4 月，工业合作社促进

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除了埃德加·

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外，还有梁

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徐新六等

人。5 月，通过了由路易·艾黎起草

的中国“工合”发展计划，希望能

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 3 万个合

作社，来弥补因战争而损失的生

产能力，以半手工业的产品来供

给军需民用，来支持长期抗战。8

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

口成立。

“工合”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开

展，除了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

易·艾黎的努力外，更离不开宋庆

龄的支持和帮助。早在“工合”筹

建过程中，宋庆龄不但表示百分

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

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

人。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工合”运

动进而得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的支持。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

“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

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

宋庆龄与成都工业 合 作 社

协会成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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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十分 热心人士的 发起赞

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

“工合”成立不久，宋庆龄便通过

广播，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

年大会介绍中国“工合”运动，“工

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

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

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

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

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

利可图。”并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

年，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援

和帮助“工合”运动。

1939 年 5 月 1 日，宋庆龄在

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专门

提及“工合”运动，呼吁他们“支援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

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

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

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

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

一条新的道路”。1939 年 12 月 10

日，在“工合”运动开展一年之际，

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协会国际委员

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 ZBW

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

之意义》的演讲，她指出“中国工

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

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

改善”。并强调“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是生产者自身的运动，同时也

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

和 经 济 的 立 场 上

说，它是无价之宝。

由于这种扩大的组

织，人民的生活程

度一定迅速高涨。

此外，中国工业合

作 运 动 更 可 以 消

除 东 方 劳 力 廉 贱

的传统陋弊。单此

一点，便足裨益世

界不浅”。在同年

发 表 的 另 一 篇 文

章《我们两年抗战

的 趋 势 和 意 义》

中，宋庆龄也提到

了“工合”运动的意

义，“现在我们在最

近的‘工合’运动中

建 立 了 游 击 区 工

业。这个运动的根

本目标是保存国内

在 战 时 的 生 产 活

动，并补给我们瘫

痪的工业。但是与

此同时，我们有机会改善成千上

万中国工人的生存和工作条件，

包括战争难民和残疾军人。”并强

调“在帮助我们‘工合’运动的同

时，也帮助我们建设未来新的中

国”。

宋庆龄还通过她领导的保盟

向海内外的援华机构和个人宣传

“工合”运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值得每个中国的朋友的帮助，捐

给他们的每一元钱都会使更多的

人得到工作，会加强中国的经济

支柱，会帮助实现全国抗日建国

的口号。合作社也值得所有只关

注救济战灾难民的人道主义机构

的考虑，难民们被组织起来进入

合作社后，就不再是社会的包袱

了。”与此同时，保盟还通过举办

“一碗饭运动”“嘉年华会暨工合

展览会”等活动募集资金，援助

“工合”事业。在宋庆龄及保盟的

积极呼吁和宣传下，“工合”运动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据统计，1937

年到 1942 年，海外华侨捐款达 7

亿多元，购买爱国公债 11 亿元，

汇款回国 55 亿元。保盟在截至

1940 年 2 月 29 日的年度收支报

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支出是用于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其中港币 3

万多元，国币近 6 万元。从 1938

年 8 月，卢广绵在陕西宝鸡建立

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到 1941 年

10 月，工合工作区域推进至 16 个

省区，设立合作社近 2000 所，动

员 15 万失业工人、荣誉军人及难

民直接或间接参加战时生产，每

月生产总额逾 24 万元，产品种类

达百十余种，举凡军需民用，几已

大致具备。1942 年底，工业合作社

发展到鼎盛时期，达 3000 多个。

1938 年 8 月 23 日，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

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图

为 1939 年《今日中国》杂志刊登的演讲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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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运动在抗日革命根据地

“工合”运动筹建之初，便得

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在武汉，周恩

来曾多次听取路易·艾黎关于“工

合”的情况汇报并给予鼓励，他还

专门提醒路易·艾黎，希望他能够

寻求国民党抗日派支持，并且将

某些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

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

以防止“工合”组织成为一个官僚

机构。博古也经常帮助路易·艾黎

制定政策，正是在他的建议下，路

易·艾黎不顾国民党的反对，设法

将 3 座棉纺厂和 60 座其它工厂，

连同工人迁到西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

命根据地，“工合”运动受到了极

大的欢迎。1939 年 3 月，路易·艾

黎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

见。毛泽东对“工合”运动十分关

心和支持，并同意在延安设立一

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4

月，“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9 月

25 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工合”国

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我赞成以

合作社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

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

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

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

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

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

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

迎。”

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合”运

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

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工合”延安

事务所成立时，起初从重庆国民

政府获得了 一笔微不足 道的 拨

款，1500 元供办公开支，两万元作

为贷款用。“这是由政府控制的中

国工业合作社和给予边区合作社

的 第一笔也是 最后一笔财 政援

助。”根据 1940 年初的调查，解放

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

六分之一，所得贷款仅占四百分

之一。进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

党由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更是

对抗 日革命根据 地进行包围 封

锁，歧视和压制“工合”的发展。这

一时期，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

积极伸出援手。在他们的支持下，

抗日革命根据地“工合”冲破国民

党的阻挠，蓬勃发展起来，从而有

力地支援了中共抗战。

1940 年初，斯诺夫妇在菲律

宾马尼拉筹集到的 10 万元款项，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直接提供给

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毛织

工业合作事业。2 月，宋庆龄通过

保盟拨款给西北“工合”办事处，

成立织毯合作社，生产的毯子供

应国际和平医院各部门，还支援

他们生产绷带布、脱脂棉、担架用

帆布以及棉外衣。12 月，宋庆龄在

给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普赖斯的

信中，还专门解释援助“工合”运

动时经费的分配问题，“关于经由

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所募的款项，我们运用同样的

原则。我们尽量特别支持前线及

游击地区，尽可能地将特别指定

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款项用在

‘游击单位’及前线地区的特别计

划。”宋庆龄还安排“工合”国际委

员会的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银

行，通过廖承志和邓文钊，将由海

外筹集到的 100 多万元，直接汇

1939 年，路易·艾黎（左一）与“工合”延安事务所成员在窑洞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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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延安，避开国民党的截留。到

1942 年 9 月底，延安工合总部下

属有 41 个工业合作社，共 1041

名成员，入股资金由 1941 年的

669314 元增加到 3434040 元。“工

合”发展的种类更为齐全，涉及纺

织、服装、化学、油料、酒精、墨水、

纸张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

产。直接为八路军服务的“工合”

延安军需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同

类工厂之一。

宋庆龄除了支持陕甘宁革命

根据地发展“工合”运动外，对于

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

了很大的帮助。她多次嘱托艾黎

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

业合作社。1939 年春，浙皖“工合”

事务所成立，皖南游击区的工业

合作社也相继成立。10 月，在新四

军的驻地泾 县茂林镇成 立泾太

“工合”事务所，“工合”在新四军

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

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在之后的

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在茂林地区

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

纫、竹器、雨具等十几个合作社。

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新四

军军需之用。在浙皖“工合”事务

所成立不久，新四军军长叶挺致

信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

会，表示感谢，“皖南工业合作中

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

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

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

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

手中。藉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

商品的入侵，使自给自足情况能

够实现。皖南 全体居民得 以受

益。”在信中，叶挺也希望能够获

得“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进一步帮

助，“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

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

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

我们自己的基地。”根据 1941 年 3

月的统计，各地先后建立各种合

作社 66 个，社员 660 人，每月生

产物资价值达 30 万元，有力地支

援了新四军的抗战活动。

此外，“工合”国际委员会也

经常采用委托承制军需用品的办

法，用以帮助根据地的“工合”运

动。1939 年，宋庆龄曾委托西北

“工合”承制 10 万件棉衣，由宝

鸡、西安地方的纺织和服装合作

社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后打包

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同年，“工合”响应宋庆龄的号召，

接 受 了 生 产 100 万 条 军 毯 的 任

务，开展“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

方战士”的运动，西北“工合”承担

了其中的 80%，并于 1940 年如期

完成生产任务。

“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区尽

管缺少资金和技术，时常还缺乏

原料，而且运输条件差，但是‘工

合’却在 那里获得了 惊人的 成

绩。”1942 年陕北边区的“工合”每

月可以生产 30 万块肥皂，16796

袋 牙 粉、3250 斤 面 粉、605 磅 酒

精、5250 瓶墨水、55 万多张纸以

及其它日用品和军需用品。这一

切成绩的取得，除了中共对于“工

合”运动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宋

庆龄及 其保盟对于 革命根据 地

“工合”的援助。也正是由于抗日

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工合”运动

的开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活动有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责任编辑：贾茹）

工业合作社成员在制作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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