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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
“

工合
”

运动的关系

谢荣斌 张全省

(宝鸡文理学院 )

摘 要 抗 日战争 时期的
“工合 ” 运 动

,

自始至终得到 中国共产 党人 的 支 持
、

指

导
、

帮助
,

在国民党统治 区和 共产 党领 导的解放区迅速发展
,

取得 了重要成果对
,

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敌后 军 民杭 日斗争 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工合 ” 运 动 发展 的历 史

,

就是与 中国

共产 党相互 支持
,

共同推 动
,

积极合作的历 史
。

关键饲 杭 日战争 中国共产 党 工合运 动

抗 日战争开始后
,

在同情中国 的国际友人埃德加
·

斯诺夫妇
、

路易
·

艾黎
、

英国驻

华大使克拉克
·

科尔及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
、

萨空了
、

徐新六等人 的倡导和 推 动

下
,

随着 1 9 3 8年 8月 5 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 口的正式成立
,

国 民党统治 区和共产党领

导的敌后抗 日根据地
,

掀起了一场以争取国际援助为重要 途径
,

以创办工业合作社为主

要形式
,

以组织难 民开展生产 自救
,

支援抗 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工业合作运 动 即
“
工合

”
运动

。

这场酝酿于上海
,

形成于武汉
,

结果于宝鸡及全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救亡

运动
,

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共产党人 的支持
、

指导
、

帮助
,

对抗 日战争的坚持
、

发展及最

后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

首先
,

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支持
“工合 ”

事业并帮助其制定发展政策
,

是
“
工合

”
运

动沿着正确方 向发展的重要保证
。

中国共产党人对
“
工合

”
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

出积极的态度
。

1 9 3 8年 5 月
, “

工合
”
倡导者埃德加

·

斯诺和上海银行行长徐新六将起

草好的
“工合 ”

发展规划送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汉 口时
,

首先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

恩来
,

立即得到周恩来的积极支持
。

这年六月初
,

起草
“
工合

”
计划 的召集人路易

·

艾

黎到汉 口后又找到周恩来和博古
。

当路易
·

艾黎和埃德加
·

斯诺就着手成立的 “工合
”

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和周恩来商 量时
,

周恩来明确指出
:
在当时 的政治 形 势

下
, “

工合
” 一定要同国 民党政权配合

,

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
,

使
“工合 ”

成

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
。

关于参加
“工合 ”

组织 的领导 成员
,

周恩来认为
,

最好能吸收在

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爱国 民主人士
,

这样可使
“
工合

”
不致发展成一个官僚机构

。

周 恩

来的这些建议
,

对艾黎推荐
“
工合

” 总会的领导班子有很大的启发
。 “

工 合
”
工作开始

之际
,

困难重重
,

问题很多
,

周恩来总是鼓励艾黎克服困难和阻力
,

将
“
工合

”
工作进

行下去
。

博古也多次主动看望艾黎
,

和他研究有关问题
,

帮助其制定政 策
,

并向艾黎明

确指出
: “

工 合
” 的主要任务必须是发展生产 以促使蒋介石抗战

,

不让他投降
。

尽可能



多地争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支持
。

因为 国民党特别对于来自美 国的任何事物都很敏感
。

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也一直鼓励和帮助艾黎
,
为推艾黎进

“

工合
”

献计献策
。

1 9 3 8年 8

月
,

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在汉 口成立时
,

中国共产党人林祖涵
、

董必武
、

邓颖超又欣然受

聘担任工合理事会理事
。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
,

帮助其制定政策
,

保证了
“

工合
”

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
,

使
“

工合
”

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解放区迅速发展起来
。

其次
,

中国共产党人对
“
工 合

”
工作的热情鼓励

,

具体指导
,

是
“
工合

”
运动克服

困难
,

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

共产党人对
“
工合

”
运动 的积 极支持

,

促使路易
.

艾黎进

一 步密切和共产党人 的关系
。

1 9 3 9年至 1 9 4 1年
,

为拓展
“
工合

”
工作

,

艾黎两次 到 延

安
。

第一次是参加延安
“
工 合

”
产品展览会

,

第二次是去榆林建立
“
工合

”
事务所

。

毛

泽东亲切接见了他
。

艾黎向毛泽东汇报了
“
工合

” 的发展情况
。

当时
, “

工合
” 问题很

多
,

经费短缺
,

发展 困难
,

而国民党官员还企图从中渔利
,

阻挠甚至破坏
。

毛泽东鼓励

艾黎坚持战斗下去
,

这 给艾黎 以极大的鼓舞
。

艾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
,

从延安

回到凤县双石铺后即下定决心
,

在柏 家坪创办了
“

培黎工艺学校
” 。

学校取名
“

培黎
” ,

一为

纪念曾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
,

在 中国长期从事教 育事业的美国友人约瑟夫
·

培黎
,

二是

取意
“
为黎明而培训

” 。

艾黎要把凤县双石铺作为
“工合 ” 的一个培训 中心

,

在努力为
“
工合

”
培训领导和技术骨干 的同时

,

也为未来的新 中国培养技术人才
。

为了进一步推

进
“
工合

”
事业发 展

,

支援长期抗战
,

毛泽东在 1 9 4 0年初时
,

特意从延安派 了刘鼎
、

陈

康伯
、

黎雪
、

赵一峰几位同志到 宝鸡和双石铺
,

帮助艾黎研究西北
“
工合

”
发展计划

。

这些 同志通过调查了解
“
工合

”
工作

,

向艾黎提出一定要依靠群众
,

坚持民主办社
,

同

时鉴于当时形 势
,

尤其是宝鸡
、

双石铺地处川陕甘交通要道
,

将来 日军西进
,

这里可作为

游击区的根据地
,

建议在 当地发 展一些重要 的基础工业
。

这些建议对艾黎及
“
工合

”
工

作启发很大
,

为西北
“
工合

”
运动发 展到一个新阶段指明了方向

。

西北
“
工合

” 随之建

立了当时在西北区唯一 的双石铺机器厂
,

不仅能制造织袜机
、

缝 纫机
、

织 背心机
、

机器

钢磨
,

还能制造手枪
、

步枪
,

如 日军西进撞关
,

将转为兵工厂
,

配合游击战争
。

1 9 4 3年

到 1 9 4 4年
,

周恩来
、

邓颖超从重庆往返延安
、

西安途 中
,

两次路过凤县双石铺
,

在 “
工

合
” 招待所居住停留时

,

又前往柏家坪艾黎住地
,

和他促膝交谈
,

共商
“
工合

”
发展大

计
,

对
“
工合

”
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

。

抗战后期
,

国民党反动派经常破坏各地
“
工会

”

运动
,

尤其在西北办事处
,

先后有 18 名
“
工合

”
妇女工作人员被捕到西安集中营

。

艾黎

和热心 “
工合

”
事业的乔 治

·

何克被 定为 亲共危险分子
,

培黎工艺学校受到特务监视和

破坏
,

艾黎感到
“
不可能再在秦岭 的双石铺工作下去了

” ,

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

1 9 4 4

年秋
,

经周恩来同意
,

艾黎将培黎工艺学校迁到甘肃山丹县
,

使
“
工合

” 的这个人才摇

蓝保存了下来
。

再次
,

中国共产党人 注重加强对
“
工合

”
工作及基层组织 的领导

,

是
“
工合

”
迅速

发展
,

取得 巨大成果的关键因素
。

1 9 3 8年 g月
, “

工合
”
运动 刚刚开始

,

中共陕西省 委

就派 地下党员郑长家到
“

工合
”
西北办事处宝鸡事务所当主任

,

地下党员柳文到事务所做

妇女工作
。

在
“
工合

” 的西北
、

西南
、

东南及后来成立的晋豫
、

浙皖等各地办事处及事

务所
,

大批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
,

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

比如共产党员孟用潜和孟受



曾受贺龙和叶挺指派在艾黎推荐下
,

分别担任了
“
工合

”
晋豫区和浙皖区办事处主任

。

在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对社 员的教育
,

妇女教育
,

过境伤兵的救护
,

组织社员努力生产
,

支援前线及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过程中
,

共产党员都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

从而使
“
工

合
”
运动不仅在十分艰苦 的条件下开展起来

,

而且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压迫阻挠

破坏
,

不断发展壮大
,

取得了重大成果
。

比如
“

工合
”

西北办事处
,

1 9 3 8年 8 月下旬成立

时
,

主任及同仁不过二三人
,

但到 1 9 4 0年就建立起宝鸡
、

西安
、

双石铺
、

凤翔
、

汉中
、

镇安
、

延安
、

兰州等事务所 17 个
,

造纸
、

铁器
、

机械
、

铸造
、

纺纱
、

制鞋等各种工业合

作社 5 57 个
。

后期更发展到拥有 20 0 0多个工业合作社
,

安置失业工人 20 多万人
。

以西 北
“
工合 ” 为主

,
一

各地
“

工合
”
抗战期间总共生产军毯 “不下五百万条

” ¹ 各种工业合作

社
,

不仅能生产一般的民用品
,

而且能生产手枪
、

步枪
、

手榴弹等军用产品
。

中国
”
工

合
”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 的先驱

” 。

它在支援国 民党正面战场抗日的同时
,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

新 四军及其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也给予了有力支援
。

第一
,

国统区的
“
工合

”
组织尽力为八路军

、

新四军生产和提供物资
,

解决了八路

军新四军的急需
。

19 3 9年
,

宋庆龄曾一次委托以宝鸡为中心 的西北
“
工合

”
承制棉衣10

万件
。

当时宝鸡
、

西安等地的纺织
、

服装
“
工合

”
战士

,

满怀抗 日激情
,

提出
“
赶制万

件棉衣
,

换取敌人万颗头颅
” 的口号

,

克服困难
,

夜以继 日地迅速赶制出来
,

打包运送

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

转运前方将士
。

同年西北
“
工合

”
为 响应宋庆龄为新 四军

伤病员捐赠
“
二万条毛毯运动

” ,

在 12 月又由宝鸡一地的 “
工合

”

迅速生产军毯 5万条
,

军大衣36 0 0 0件
,

送往前方
,

拯救了大批新四军伤病员的生命
。

国统区
“

工合
” 的及时援

助
,

解决了八路军和 新四军的当务之急
。

第二
, “

工合
” 总会还根据需要

,

在解放区设立工合事务所
,

并将一 些生产军需物

资的合作社迁到解放区
,

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
,

增强了敌后军民的战斗力
。 “

工合
”
组

织不仅努力为八路军
、

新四军提供急需物品
,

还 在解放区设立事务所
,

并对原有 四个地

区办事处进行调整
,

使
“
工合

”
能更好为解放区服务

。 19 39年初
,

西北
“
工 合

”
设立了

延安事务所
,

短短几个月
,

延安就建立了15 个工业 合作社
。

同年下半年
,

又在解放区设

立第二个工合事务所即晋东南事务所
,

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
“
工合

”
运动的发展

。 19 40

年到 19 41年
,

随着抗战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 “

工合
” 总会又对原有的四个办事处进

行了调整
,

增设了晋豫区
、

浙皖 区两个办事处
,

原西南区改为湘桂和滇黔两个区 办 事

处
。 “成立晋豫和浙皖两个区办事处的目的

,

主要是为了加强
“
工合

” 在解放区 的 工

作
” 。 º 这 两个 区办事处主任 由艾黎推荐的两名共产党员担任

。

同时
, “

工合
”
还根据

需要
,

将一些生产 军需物资的合作社迁 到 解 放区
。

比如 19 39年艾黎到延安
,

从毛泽东

那) L得知在晋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
,

就想方设法把晋东南的一个冶

铁合作社迁到那里
,

帮助八路军制造手榴弹等军需产品
。

对在华中坚持抗 日斗争的四新

军
, “

工合
”
同样给予极大帮助

。 “
工合

”
浙皖 区办事处利用距皖南新四军驻地较近的

有利条件
,

主动 同新四军联系
,

要求新 四军派人 参加
“
工合

”
工作

,

为此
,

新四军政治

部先后派了叶建明
,

侯尉文
、

蒋传源前往工作
。

使新 四军和
“

工合
”

的联系进一步密切
。

1 9 3 9年
,

他们更是在新四军根据地 中心径县茂林镇建立了径太 (径县和太平 县 ) 事 务



所
,

尔后七八个月中
,

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
、

制鞋
、

缝 纫
、

烧碱
,

竹器等十多个合

作社
。

生产 的产品主要供新四军急用
。

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新四军印 刷 《抗 敌

报》 和文件之用
,

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的重重经济封锁
,

使新四军在十分艰苦的条

件下坚持长期抗 日斗
一

争
。

第三
, “

工合
”
也积极为八路军

、

新四 军争取国际援助
。

当时国民党政府虽然拨给

工合总会一部分贷款基金
,

但绝大部分用在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
,

对解放区
“
工合

”
的

贷款
,

国 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加 以限制 阻挠
。 ,

1 9 3 9年底
,

由于设在重庆的
“
工 合

”
总会不

再提供援助
,

延安的工合组织几近破产
。

在此关键时 刻
,

设在香港的以宋庆龄为名誉主

席
,

以香港英国主教何明 华为主席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向解放区伸出援助之手
。

他们排

除国 民党 的干扰
,

以各种方式支援解放区
。

仅 19 4 0年初
,

这个委员会就把马尼拉
_

华侨的捐

款10 万元一次拨给陕甘宁边 区
“
工合

” ,

解决了边区
“
工合

”
发展的燃眉之 急

。

此后
,

边

区及敌后根据地 的
“

工合
”主要依靠工合国际促进委会员提供的国外援助的资金来维持

。

珍珠港事件之前
,

菲律宾和南洋华侨 筹集了 1 00 多万元支持边区的 “工合 ”
。

为防止 国

民党窃取捐赠中国
“
工合

” 的捐款
,

香港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责成该会执行秘书陈翰笙

经由上海银行
,

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延安交李富春
。 » 香港沦陷后

, ,

工合

国际委员会又经过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向延安及解放区转送了大批援款和器材
。

由于工

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
,

加上边区政府 的重视
,

解放区的
“
工合

”
事业蓬勃发展

,

工业合

作社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 19 4 0年

,

延安办起了新华造纸厂
,

桥儿沟化学厂
、

毛纺厂
,

自然科学院
,

技术学校和光华农场及 18 个供销合作社
。

到 19 42年9月底
,

延安地 区各 种

工业合作社已发 展到 41 个
,

社员达 10 4 1名
,

入股 资金已从1 94 1年 的6 6 9 314 元法币
,

增加

到了3 43 40 40元
。 “

工合
”
每月生产

:

羊 毛毯27 0条
,

棉毯60 0条
,

粗布2 46 6 包
,

毛袜 毛

鞋 132 5双
,

毛帽 15 0 0顶
,

肥皂3 0 0 0 0条
,

牙粉16 7 9 6包
,

面粉32 5 0市斤
,

豆粉 140 0 磅
,

酒精 6 05 磅
,

植物油6 0 0 0磅
,

盐 38 8 8磅
,

墨水 5 25。瓶
。 ¼ “工合 ” 的这些产品 丰 富 了

边区军民的需要
,

.

补充了公营经济的不足
,

缓解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
。

随着
“
工合

”

经营范围的扩大
,

边区
“
工合

”
有 了铁矿

,

煤矿
、

铁工厂
,

小机器制造厂
,

制药厂
,

运

输站和两个油井
。

而延安的
“
工合

”
机构亦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

,

拥有工人相 当

于中国其他地 区
“
工合

” 工人 的总合
。

直接为八路军服务的延安
“
工合

” 军需厂
,

成为

全国最大的工厂
。

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个抗 日根据地
“
工合

”
事业 的发展

,

对根据地经

济建设及敌后 军民坚持持久 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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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
,

将是不可估

量的
” 。

19 40年新 四军军长叶挺亦 曾专门写信给
“

工 合
”

国际委员会表示
: “

我们衷心感

谢你们经常捐赠和帮助皖南游击 区建立工业合作社
。 · ·

⋯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
以生产自救

。

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
,

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
。

因此我们能够抵挡

敌人货物之侵入
,

并有可能 自给自足
,

使皖南人民得到好处
。 ” ½ 这是对

“
工合

”
运动

在解放区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好评价和充分肯定
。

“
工合

”
运动发展的历史就 是与中国共产党互相支持

,

积极合作
,

共同推动 的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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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
,

儒家要人们在社会中
“
经世济民

” 、

实现自己
、

成就自己
,

在封建的让

会制度下
,

必然有为当时的生产关系服务
、

为自己争得显名并力图光宗耀祖的消极的一

面
。

但千百年来
,

儒家的教诲及身体力行却从根本的意义上积淀为中国人
、

特别是知识

分子强烈的忧国优 民的心态和历史的责任感
、

使命感
、

成就感
。

具体地说
,

儒家要人幻

关注他人
、

民众的幸福
。

要甚于关注个人的幸福
。

孔子 曾讲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任重而

道远
。

仁以为 己任
,

不 亦 重乎 ? 死而后 已
,

不亦远乎? ”  孟子也说
: “君子有终身

之忧
,

无一朝之患也
。

乃若所忧则有之
:
舜人也

,

我亦人也 , 舜为法于天下
。

可传于后

世
,

我由未免为乡人也 ! 是则可忧也
。

忧之如何 ? 如 舜而已矣
。

‘

” Á 这样一种不 怕 艰

难
、

忍辱负重
、

为人世造 福
、

死而后 巳的做人的教诲曾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志士广人所

践履
。

儒家的这种将个人的生命融汇在民众生命的海洋之中
,

并要人在其中立 德
,

立

功
、

立言而获得永恒与不朽的人生哲学
,

应该为现代的中国人所汲取和弘扬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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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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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二十四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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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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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张载 《正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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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东载《西铭》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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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0 页 )

史
。

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力 支持指导帮助是
“
工合

”
运动健康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

条件
,

而
“
工合

”
运动对敌后军 民的抗 日斗争亦给予了无私 巨大的援助

。 t’工合
”
运动

由国际友人倡导
,

中外进步人士共同推进
,

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国际援助
,

发展生 产 自

救
,

支援抗日战争
,

所 以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救亡运动
。

同时
, “

工合
”
的倡导者

、

组

织者
,

主张
“
坚决反对资本主义

,

反对
‘

人剥削人
,

人压迫人
, 的制度

” ,

希望开展工

合运动 以
“
建立平等 的经济

、

民主的政 治
” ¾ 。

因此
,

它也是一场要求抗 日民主政治的

社会改良运动
。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具有经济救亡和社会政治改良双重性质的 “工合冲

运动所以持支持的态度
,

主要是它产生在抗 日战争的特殊时期
,

它的开展有利于抗日熟
·

有利于社会进步
,

也有利于 改善人 民生活
。

抗 日战争时期的
“
工合

”
运动虽已 成为 历

史
,

但研究
“
工合

”
运动以及它与 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

,

对于我们借鉴
“
工合

” 的厉史

经验
,

争取和利 用外资
,

发展地区合作经济
,

搞好职业技术培训以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更好地坚持党 的领导
,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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