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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妇与中国工业合作化运动

陈龙娟

抗 日战争时期
,

中国曾出现过一场遍及 18 个省区的工业合作化运动 (简称
“

工合
”

运动)
。

这是一场经济救亡运动
,

它以工业生产为目标
,

采取合作化的方式
,

组织民众开展生产自救
,

对

于克服经济困难
,

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
,

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

当时曾被誉为
“

经济国防线
” 。

美国

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
、

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埃德加
·

斯诺和他的前妻海伦
·

斯诺曾积极倡

议
、

发起
、

促成
“

工合
”

的兴办
,

并热情撰文
,

向国际社会宣传
、

报道
“

工合
”

的事迹和精神
,

以寻求

国际的援助
,

对
“

工合
”

运动的蓬勃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一
、

斯诺夫妇首倡并积极推动了中国
“

工合
”

运动的兴起
。

“

七七
”

事变以后
,

口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
,

大片国土沦丧
,

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我国工

业遭到空前的毁灭和掠夺
。

到 1 9 3 8 年
,

全国纱厂损失 60 家
,

占 70 % 以上
,

敌 占区的煤矿
、

铁

矿
、

炼铁厂等都沦人敌手
。

国民党政府曾搞过工厂内迁
,

但由于它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及其官僚

机构的腐败无能
,

加之仓促被动
,

迁往内地的工厂很少
。

当时后方的工厂仅 34 1 家
,

机件 13 万

吨
,

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一部分因长途跋涉受到严重损失而失去了生产能力
,

这样便导致大量工

人失业
,

失业工人和大批难民纷纷从沿海涌人内地
,

使内地人口突然增加
。

由于 日寇占领了沿

海重要城市和交通线
,

对内地实行经济封锁
,

要从海外获得大量物资接济愈来愈困难
,

造成物

资相当匾乏
,

极为严重地影响着军民的抗战士气
。

因此
,

如何动员人力物力在后方重建工业
,

发

展生产
,

提供战时的军需民用
,

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
,

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
;
同时解

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的难民就业
,

安定后方秩序
,

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

正是在这种严

峻的形势下
,

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首先筹划
、

发起 了
“

工合
”

运动
。

1 9 3 7 年底
,

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
·

艾黎都在上海
,

他们亲眼目睹黄浦江两岸数英

里之内是一片废墟
,

许多只 日本货船载满抢劫来的机器和废铁不断地运回本国
,

从战略上破坏

中国的工业基地
,

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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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斯诺夫妇和艾黎在一起商讨这方面的问

题时
,

海伦
·

斯诺首先提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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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
。

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 !
’,

¹

显然
,

海伦的意思是要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化运动
,

斯诺表示同意这一看法
,

并对从事工业合

作社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

他们的建议得到了艾黎的积极赞同
,

于是
,

斯诺和艾黎拟定

了开展
“

工合
”

运动的初步计划
,

然后斯诺又把此计划交给他的朋友《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
·

本杰明
,

鲍威尔付印出版
,

随即在上海各界人士中间广为散发
,

引起 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极大兴

趣
。

在斯诺夫妇及艾黎等人的召集下
, 19 38 年 4 月 3 日

,

中国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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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
,

由梁士纯任该会主席
,

委员由上海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担任
。

斯诺等人及时起草了中国
“

工

合
”

的发展计划
,

提出要建立 3 万个工业合作委员会
,

使千百万人得以过上新的生活
,

并使工业

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
。

大家认为
,

要在全国范围开发组织 3 万个工业合作社
,

非取得国民党

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不可
,

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
,

即一定要是一个社会

团体
.

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
、

工人的积极性
,

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
。

于是斯

诺等人通过一位朋友
,

请求正要动身前往武汉的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
·

卡尔爵士把
“

工合
”

计

划带到武汉
,

转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
,

以求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拨给资金
。

6

月
,

《每 日先驱报》召斯诺去采访战事
,

因此斯诺又亲自来到武汉
,

往见卡尔爵士和蒋介石的私

人顾问端纳
,

通过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
、

宋美龄
、

孔祥熙等人对
“

工合
”

运动产生兴趣和关

注
,

并支持
“

工合
”

的兴办
。

在斯诺等人的奔波努力下
,

19 3 8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终于

在武汉正式成立
,

孔祥熙担任理事长
,

斯诺又极力推荐艾黎出任技术顾问
。

8 月 24 日
,

中国
“

工

合
”

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
,

从此
, “

工合
”

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
。

可

以说
,

没有海伦
·

斯诺的提议
,

没有斯诺的奔波发起
,

就没有
“

工合
”

的开始
。

关于这一点
,

斯诺

曾说
: “ ‘

工业合作
’

正如当今在全中国数以百计的自立的工场中实现的那样
,

首先是尼姆
·

韦

尔斯 (海伦
.

斯诺的笔名)的思想的产物
。

正是她首先使路易
.

艾黎对搞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

产生了兴趣
。

⋯⋯要不是由于她的新思想的合理性
,

和她那始终不渝的热情的天性
,

这一运动

就永远不会变成现实
。

⋯⋯她在发动这个伟大运动的创造性思想方面的作用⋯⋯激励了 (其他

人 ).
· ·

⋯她自己的不屈不挠而又毫不 自私的劳动和贡献
,

为别人作出了榜样
。 ”º 斯诺认为他们

之所以产生
“

工合
”

的想法
,

是从陕北 已建立起来的生产
、

消费等小型工业合作社中受到启迪

的
, 19 36 年

、 19 37 年斯诺夫妇曾先后访问过陕北
。

二
、

斯诺夫妇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中国
“

工合
”

运动做了大t 工作
。

中国
“

工合
”

运动的初步发展
,

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

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

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
。

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捐款和物质援助
,

推动
“

工合
”

运动进一步

健康发展
,

经宋庆龄倡议
, 19 3 9 年 1 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了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
,

宋庆龄任名誉主

席
。

这段时间斯诺暂时辞去了报社的职务来香港
,

担任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的委员
,

协助宋庆龄

做了出色的工作
。

香港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不久
,

又分别派人在马尼拉
、

纽约
、

伦敦成立
“

工合
”

推进委员会
,

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及
“

工合
”

对支持长期抗战的作用
,

从而推动了同情 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葬捐活动的开展
。

受

宋庆龄的派遣
,

斯诺夫妇首先积极奔赴马尼拉
,

在那里
,

他们同爱国华侨和反法西斯的菲律宾

人民进行了广泛的联系
。

通过他们的热情宣传和直接组织
, 19 39 年夏很快就成立了由一百多

人组成的
“

工合
”

菲律宾推进委员会
,

会员主要是国际朋友和旅菲华侨
,

由当时菲律宾总督夫人

塞尔亲自担任名誉主席
。

该会成立之初
,

当即筹募捐款 20 多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

作社
。

接着
,

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
,

一边从事写作
,

一边开展宜传工作
,

努力 向人们介绍
“

工合
”

运动的意义
,

此举深深激起了菲律宾友人和华侨对
“

工合
”

的热情
,

大家

纷纷慷慨解囊
。

海伦
·

斯诺曾把这个时候称为他们
“

播种芥菜籽
”

的时期
。

为了宜传
“

工合
” ,

斯

诺夫妇甚至耗尽了他们的个人积蓄
,

这正如斯诺所说
: “
现在

,

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

了
”

»
。

194 1 年 1 月
,

皖南事变发生
,

斯诺在香港获悉事变真相
,

立即发出专电
,

登刊在美国《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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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晚邮报》上
。

这沉重的一击
,

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
,

蒋介石下令取消斯诺的记者特权
。

2 月
,

斯

诺被迫离开了他生活了 13 年的中国回到 自己的家乡
,

继续为《纽约先驱论坛报》
、

《星期六晚邮

报》撰稿以维持生计
,

斯诺夫妇虽然生活不安定
,

又远在太平洋彼岸
,

仍然热情关注中国的
“

工

合
”

事业
。

为了得到美国政府对
“

工合
”

的支持
,

斯诺夫妇把好莱坞电影界一些知名人士组织起

来
,

成立 了一个专门委员会
,

委员会印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督促国民党政府重视
“

工

合
” ,

并由美国政府贷款 50 0 0 万美元专门用于工业合作化的业务
。

虽然这次活动未取得成功
,

但在美国扩大了
“

工合
”

的影响
。

1 94 2 年 2 月 24 日
,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会见斯诺
,

斯诺利

用这一机会
,

当面向罗斯福详细介绍了中国
“

工合
”

运动的作用
、

现状和意义
,

引起 了罗斯福总

统的极大兴趣
。

斯诺并请求罗斯福让蒋介石把美国贷款拨 2 0 0 0 万元给
“

工合
”
以解决

“

工合
”

的

财政困难
,

推动
“

工合
”

事业的发展
,

罗斯福仔细考虑后
,

认为不宜直接干预蒋介石怎样使用美

国给予的贷款
,

但他表示在给蒋介石去信时
,

要向蒋表明他个人对中国
“

工合
”

的强烈兴趣
,

并

要求得到一份
“

工介
”

发展情况的报告
。

1 9 4 4 年 5 月 26 日
,

斯诺再次渴见了罗斯福
,

罗说他已

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

而且在 1 9 4 3 年底的开罗会议上见到蒋介石夫妇时还当面问过
“

工合
”

的

发展情况
。

在罗斯福的干预下
,

一段时期内
,

国民党政府确实给过
“

工合
”

一些支持
,

这与斯诺夫

妇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号是有直接关系的
。

作为记者和作家
.

斯诺夫妇更主要的是经常为美
、

英国家的主要报刊写稿
,

同时
,

这个时期

斯诺发表了《为亚洲而战》
、

《方生之旅》即《我在中国的十三年》
,

海伦
·

斯诺发表 厂《中国的民

主建设》等著作
,

在这些通讯报道和著作中
,

斯诺夫妇对中国的抗战和
“

工合
”

工作都集 中作了

介绍和宣传
,

在国际上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
,

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许多国家和人民的

同情与支持
,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
“

工合
”

运动的广泛开展
。

据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 1 9 4 2 年 7 月统

计
, “

工合
”

在各地共设立 7 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和 72 个事务所
,

建立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

3 千个
、

社员 3 万多人
,

每月生产总值达 2 5 0 0 万元
,

生产数千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
。

这

样
,

从蒙古高原到云贵高地
,

从延河之滨到华北平原大半个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就出现了一条漫

长的工合线
。

虽然
“

工合
”

协会原来要建立 3 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

但
“

工合
”

运动无

疑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
,

及时生产了大批军需 民用物资
,

支持了长期抗战
,

同时它还

为日后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

三
、

斯诺夫妇推进了
“

工合
”

运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
。

斯诺夫妇认为
: “

除了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开办
‘

工合
’

外
,

还应该在共产党区域开办这样

的合作社
。 ”¼ “

工合
”

在发起组织之初
,

就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 19 38 年 7 月斯诺来

到武汉筹划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时
,

他首先拜见了周恩来
、

邓颖超
、

叶剑英
、

博古
、

项英等

中共领导人
,

向他们介绍 了
“

工合
”

的精神
,

并同他们一起研究
“

工合
”

的性质和人事安排
。

周恩

来认为在当时形势下
, “

工合
”

必须和国民党政权配合
,

注意保持社会团体的面貌
, “

工合
”

的主

要任务是促使蒋介石抗战
,

并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
“

工合
”

的支持
。

这些意见对后

来
“

工合
”

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影响
。

“

工合
”

协会成立之初
,

孔祥熙
、

宋子文等人曾给了一些支持
,

国民党政府还同意拨款 50 0

万元作为
“

工合
”

的开办基金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国民党政府对
“

工合
”

的限制越来越多
,

国统

区的
“

工合
”

运动处于极其艰难的状老
,

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认为
“

工合
”

有逃避阶级斗争
、

使

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
。

因此
,

对
“

工合
”

也抱怀疑态度
。

鉴于这种情况
,

斯诺于 19 38 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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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给毛泽东
,

对
“

工合
”

作了全面介绍
,

建议中共修改关于合作社的方针
,

使之与
“

工合
”

原则相

一致
,

并随信寄去一份
“

工合
”

的组织章程
。

毛泽东很重视斯诺的意见
,

并将斯诺的建议批转给

1 9 3 9 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
,

会议决定修改各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某些

规定
,

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
。

在毛泽东的积极支持下
,

1 9 3 9 年 4 月
,

西北 区延

安事务所成立
,

这是中国
“

工合
”

在解放区设立的第一个事务所
。

一年时间中
,

延安地区就办起

了新华造纸厂
、

桥儿沟化学厂
、

毛纺厂
、

自然科学院
、

技术学校
、

光华农场和 18 个供销合作社
,

后来
,

其他解放区也办起了
“

工合
” ,

到 1 9 4 6 年全解放区共办起各种合作社达 7 千多个
。 “

工

合
”

在解放 区得到迅速发展
,

对支援敌后抗 日根据地军 民持久抗战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延

安的
“

工合
”

机构还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地区总分会
。

19 3 9 年 9 月下旬
,

斯诺以
“

工合
”

国

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再次到延安访问
,

受到中共的热情欢迎
。

9 月 23 日毛泽东与斯诺

进行正式谈话
,

毛泽东高度赞扬
“

工合
”

运动
: “

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

为
,

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

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重要
,

而

且得到我们的军队
、

人民和政府的最热情的欢迎
。 ”½ 毛泽东还亲 自写了宣传

“

工合
”

运动的信

函
,

让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向海外广泛宣传
,

以争取较多的捐款援助
。

在斯诺夫妇的积极参与下
,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将寡集到的 2 0 0 0 多万元的资金和物资通过各种途径大部分都尽快地安全

地送到最急需的抗 日根据地
,

促进 了根据地
“

工合
”

事业的发展
,

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
,

争

取经济形势好转
,

粉碎顽固派的封锁
,

起 了很大的作用
。

路易
·

艾黎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曾深情地赞扬道
: “
不论埃德 (即斯诺 ) 在印

度
、

香港
、

菲律宾
,

还是在他 自己的祖国美国
,

他都是
‘

工合
’

的旗手
。

⋯ ⋯在整个战争年代
,

埃德

对
‘

工合
’

始终给予有力的支持
。 ”¾事实也正是如此

,

为了创办
“

工合
” ,

并使它走上发展的正

轨
,

斯诺夫妇的确做了很多工作
。

海伦
·

斯诺这样说过
: “

斯诺感到
,

帮助开办
‘

工合
’

比任何事

情都值得骄傲
,

当然我也不例外
。 ”

她又说
: “
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

争
。 ”¿ 这些话语足以说明两位国际友人为

“

工合
”

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

中国人民应该永世不

忘他们的功绩
。

注释
:

¹ » ¼¾¿ 《纪念埃德加
·

斯诺》
,

新华出版社 19 54 年 s 月版
,

第 14 、 22 7 、5 2 、 5一、 51 页
。

º 《旅华岁月—海伦
·

斯诺回 忆录》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 8 5 年 10 月版
,

第 294 页
。

¾《斯诺文集》I ,

新华出版社 29 5 4 年 s 月版
,

第 255 页
。

(本文作者 石油大学社科系 山东 25 7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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