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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杭战时期的
“

工合
”

运动 食

朱敏彦

“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 ,

简称
“
工合

”
运动

,

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
。

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
,

开展生产自救
,

克服

经济困难
,

支援长期抗战
,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当时曾有
“
经济国防线

” 之誉
。

宋庆龄 以她

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全力支持和积极促成工合的兴办
,

对工合运动的蓬勃开展作出了极其

重要的贡献
。

支持娜盆工业合作协会的设想
,

积极促进
“

工合
”

运动的兴办

中国工合的最初发起人是新西兰友人路易
·

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
·

斯诺及其夫人

尼姆
·

韦尔斯 (原名海伦
·

福斯特)
。

1 9 3 7年八
·

一三淞沪抗战后
,

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最

大的工业城市上海
。

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

斯诺夫妇和艾黎他们目睹
“
一只只 日

本的货船
,

已经载满了抢劫来的机器和废铁
,

准备运回他们的岛国
” , “

从战略上破坏中国

的工业基地
” ¹ 。

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
。

他 们 决 心 改 变 这 一状

况
,

经过多次商讨
,

产生了一个
“
可 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

、

难民的救济
、

劳工的训练与军

事动员
,

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

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
,

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
” º 合在一起

的工业合作社的方法
。

这一设想当即得到宋庆龄的赞同和支持
。

宋庆龄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
首先它能够

“吸收大批的难民
,

并且将

日本占领区内不事生产的难民救济所的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
” ,

发展中国的 中小 工 业 , 其

次
, “

能够维持经济稳定
,

能够维持内地市场
,

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
, ”

再次
“
能够利用

一切的失业工人
,
使我们的士兵获笼导衣食

,

并且免除饥荒
,

以及别种的经 济 不 稳 定
” , 另

外
,

这可是最重要的
, “

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
,

使口本对于占得城 市 丝 毫无利可

图
” À 。

为此
,

当艾黎
、

斯诺他们还在酝酿筹办工合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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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¼ 宋庆龄凭借了她的聪明的智慧及

无误的直觉
,

看到工业合作社可 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

分即民生主义¾ 。

在宋庆龄的支持和鼓励下
,

艾黎他们很快制订出一份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业

合作社的计划草案
,

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
“
星一聚餐会

”
上进行讨 论

,

专 门 加 以研

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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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奄

究
。

大家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
,

应取得国民政府的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

持
,

以便顺利进行
,

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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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宋庆龄对这一意见十分赞同
,

经她联系
,

取得了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援助
,

替工合筹划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
。

同时
,

也由于宋庆龄对工

合的支持和赞赏
,

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
·

柯尔爵士消除了曾一度有过的疑虑
,

表现出对开展

这一事业极大的热情和支持¹
。

这时
,

克拉克
·

柯尔大使正欲动身前往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武汉
,

艾黎他们便将组建工

业合作社的计划交给了克拉克
·

柯尔大使
,

托他转呈国民党政府
。

一到武汉
,

克拉克
·

柯尔

大使就将这一计划交给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顾问端呐
,

并向他们成功地介绍了这一设想
,

引

起他们少有的兴趣和关注
。

这时的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
,

为 了 利 用 工合将会在国内发生的

影响
,

在当时武汉地区浓厚的抗战气氛的推动下
,

再加上克拉克
·

柯尔
、

端呐和宋美龄等的

鼓动
,

最终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

并答应山国民政府拨给资金 500 万元
,

作为开办基

金
。

在宋庆龄的支持和促进下
,

经过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内抗日进步力址的共同努力
, 193a 年

8月5 日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
。 8月24 日

,

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 鸡打铁

社正式成立
,

这样
,

工合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发展起来
。

全力宜传
“
工合

”
的性质

、

作用
,

呼吁国内外人士支持中国
“工合

”

份

陈

中国工合开展之初
,

宋庆龄通过演讲
、

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 宣 传 工 合

的性质
、

作用
,

呼吁国际友人
、

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
、

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

业
。

正当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之时
, 8 月15 日,

宋庆龄便通过广播 演讲
,

向正在

关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
。

她揭露了 日本帝国主义毁 坏 和攫取 了 中国

75 %的新式工业
,

造成100 余万在业工人失业的罪恶行径后
,

指出
,

中国人民对此并 没 有失

望和Jd1 服
,

他们决心在战争中
,

要把被日本所毁坏的生产力重建起来
。 “我们打算在所有内

地
,

甚至在日本所占据的铁道两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
。

为要推动我们的人民广泛参加这

个共同斗争
,

为要使他们牺牲得有意义
,

并且使这个运动有充分的民主性质
, ‘

它是以合作社

的方式开展着的一一是政府与消费者共同经营的
” º 。

她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
,
尽

他们的最大力敬
,

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

为了争取更多的捐款
,

宋庆龄还多次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工合事业
。

19 39年5月 i

日
,

她在给全世界朋友的一封信中呼吁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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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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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往往是相 互的
。

中国工合

运动的开展支持着中国的长期抗战
,

这正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道义上和行动上的支援
。

因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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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着他们
。

而正

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
、

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
,

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
” 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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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合运动开展一年之际
,

1 9 3 9年12 月l。日
,

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推进社

名誉社长的身份
,

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
,

指出
:

,’l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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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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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的经济程度一定 迅 速 高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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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它的 目的是人类的复兴
,

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
” ¹

。

1940年4月
,

宋庆龄从香港来到四川
,

曾先后视察了重庆
、

成都等地的工业合 作社
。

当

她来到成都工合事务所
,

了解到该所成立虽然仅一年
,

却已扩展到50 多个生产合作社
,

十分

高兴
,

鼓励他们说
:
工合运动的开展

: “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
,

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
,

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
” ,

希望广大工合社员对孙中山的
“民生主义加以研究

,

傅总理遗

旨能普遍实行
” ¹ 。

宋庆龄还通过她领导的 福 利 组 织
“
保卫中国同盟

”
向海外援华机构和个人介绍中国工

合的情况
,

并呼吁
: “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并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的人们

,

你们应当关

注于中国工合
。

保卫中国同盟将代为接
J

受你们援助工合的基金
,

或者是给任何地区的专项捐

款
,

例如在日本占领的游击区里的
‘

战地工业
。 ’ ”

。

通过宋庆龄和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工合的介绍
,

呼吁海内外人士援助工合
,

使新生的进步的工合事业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进步人士所了解
,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

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
。

在194。年到19 41年
,

工会总会先后设立了西北区办事 处 ( 陕 西 宝

鸡 )
、

晋豫区办事处 ( 河南洛阳 )
、

东南区办事处 ( 江西技州 ) 、

浙皖区办 事 处 ( 浙 江 兰

溪 ) 、

湘桂区办事处 ( 广西桂林 )
、

滇黔区办事处 ( 云南昆明 ) 和 川 康 区 办事处 ( 四川重

庆 ) 等7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
。

这样
,

一条漫长的工合线
,

便一路从东南敌后的游 击 区直伸

入西南
、

西北大后方
,

从蒙古高原直至云南山地
,

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 现 在 四 川
、

西

康
、

云南
、

贵州
、

陕西
、

甘肃
、

宁夏
、

山西
、

绥远
、

河南
、

湖南
、

湖北
、

广东
、

广 西
、

江

西
、

福建
、

浙江
、

安徽等18 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
。

这种新生的工业以一 星期25 所的

速率出现
, “以致昨天的资料还没印出来就已经是陈旧

” ¼ 。

据不完全统计
,

到19 42年6月
,

工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为
:
西北区共建立325 个合作社, 4019名社员 , 西南区24 6个合作社

,

348 5名社员 , 东南区433个合作社
, 539 5名社员 , 川康区247个合作社

,
魂8 0 0名社员

, 云贵区

16 8沙合作社
, 249了名社员 , 浙皖区68 个合作社

, 8 74 名社员 , 晋豫区11 8个合 作社
, 1“10 名

社员
。

七个区共计159 5个合作社
, 226 8 0名社员¾

。

从事 着 纺 织
、

服 装
、

化 学
、

矿 冶
、

机

械
、

五金
、

土木
、

卷烟
、

制糖
、

印刷
、

燃料
、

手榴弹
、

军服
、

农具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

生产
。

工业种类共可分10 部分
,

计114 项
,

其中纺织最多
,

占34 %
、

化 学19 %
、

服 装12 %
、

矿冶10 %
、

土木 7 %
、

食品5%
、

机电3%
、

文化 3%
、

交通工具1% ,

其它杂项6 %¾
。

整个工

合每月生产总值达240 229 44元 ( 法币) ,

社员股金 56 45 555元
,

总会和银行贷款15 7 27 8 5 7元O
。

安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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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趁立
“

工合
”

国际委员会
,

努力争取国际进步力, 的级助

绝

令

早

几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
,

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从而也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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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也为了避免国

民政府的官僚
“
控制全部海外捐款

” , “
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

” ,

推动工合运动进一步健

康发展
,

经宋庆龄倡议
,

1 9 3 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
。

由于宋庆龄 的声望和影

响
,

香港地区的许多中外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

该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

香港

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
,

陈翰笙为秘书
,

陈乙明为司库
,

斯诺
、

艾黎
、

卡尔森
、

普律德等

国际友人和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以及宋之文
、

何东等20 多人为委员
。

工合 国际委员会成立后
,

宋庆龄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
,

使国外援华机构

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
。

艾黎曾说过
:
宋庆龄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

会主席
,

亦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
,

又是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
。

受宋庆龄的委派
,

斯诺夫妇
、

艾黎
、

普律德女士等国际友人分赴世界各地筹建各地工合促进委员会
。

斯诺同其

夫人尼姆奔赴马尼拉筹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
。

斯诺夫妇来到马尼拉之后
,

由于宋庆龄的声望
,

很快就成立起一百多人组成的工夺菲律

宾促进委员会
,

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
,

博雷博士为主席
,

了旦诺尔先生为

总干事
。

该会成立之初
,

当即筹募捐款20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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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胜地碧瑶
,

为了加强宜传工作
,

宋庆龄又 委 派艾 黎前往碧

瑶
,

协同斯诺夫妇开展宣传活动
。

艾黎抵达碧瑶后
,

多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

宣传工合运动

的意义
,

深深激起菲律宾友人和华侨的热情
,

纷纷慷慨解囊
,

艾黎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
,

就带回15 万元的捐款
。

普律德女士奔赴纽约
,

筹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
。

该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

主席
,

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
,

普律德女士担任秘书
,

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

人为委员
。

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
,

费城
、

波士顿
、

华盛顿
、

纽约等主

要城市都设有分会
。

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工合也十分关心
,

19 4 2年 2 月 2 4日
,

罗斯福在白宫接

见斯诺
,

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斯诺对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

作用和意义的介绍后
,

当即表示在

给蒋介石去信时
,

要向蒋介石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强烈兴趣
,

并要求得到一份工

合发展情况的报告
。

两年后
,

在1 9 4 3年 1 1月 的开罗会议 期间
,

罗斯福还专门向蒋介石 夫妇

问起工合的发展情况
。

¹

宋庆龄还派员赴伦敦
,

推进英国援助中国工合活动的开展
。

英国建立的援助中国工合组

织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
,

表示英国在战后仍希望同中国工合保持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

联系
。

该公司推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
,

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
、

国会议员

巴恩斯为主席
,

英国
《
新政治家和民主

》
杂志编辑吴德满女士为秘书

。

此外
,

米庆龄还派员到

新西兰
、

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工合促进机构
,

向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大量援助
。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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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
。

这样
,

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影

响
,

另一方面
,

也加强了中国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的联系
,

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

¹ 埃德加
·

斯诺
: 《红色中国杂记 》

.
《斯诺在中国 》

.

三联书店1. 8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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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
。

整个抗战期间
,

英国对工合的捐款约在10 万英镑

以上
,

美国约300 万美元
,

连同港澳
、

菲律宾
、

新西兰
、

澳大利亚各地在内
,

海外捐 款 总额

共计 是5 00 万美 元
。

¹ 从而
,

在资金
、

材料
、

设备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 动 的开

展
。

在宋庆龄的组织下
,

工合国际委员会与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共同举办了许多活动
,

筹集

募捐资金
,

援助工合事业
,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 41年7
、

8月间举行的持续两个月之久的
“
一

碗饭运动
” 。 “

一碗饭运动
”
最初是由旅美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发动的募

捐活动
,

后英国伦敦也曾举行过类似的活动
。

一

宋庆龄决定通过
“一碗饭运动

” ,

在香港地区

为工合举行大规模的募捐
。

18 41年 7月1日 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了规模盛大的
“
一碗饭运动” 开幕典礼

,

在

港的中外人士 150 余人出席
。

宋庆龄在开幕式上作了演讲
,

阐明了举办
“一碗饭运动” 的意

义
。

她指出
: “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

,

并且是要节饮节食
,

来表示牺

牲的意思
,

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
” , “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

,

而发扬民主精神

的表示
” , “

一碗饭运劝
,

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
,

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

及救济难民伤兵
,

这是巩固经济阵线
,

是生产救国
,

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
,

是最妥当的一

种救济事业
” ¹

。

开幕式上
,

宋庆龄捐献了她多年来一直珍藏着的孙中山生前喜爱的墨宝
、

文物和纪念品
,

当场义卖
。

许多银行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踊跃购卖
,

后来采取了拍卖的方

式
,
不多时这些珍品被争购一空

。

“

一碗饭运动
”

开展后
,

香港的许多饭店酒家茶室义卖炒饭
,

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认购饭

券
。

从爱国华商
、

名门闺秀到普通职员
、

】

店员
,

甚至贫寒的学生
,

以及在港的许多国际友人

包括香港当局的官员和军官兵士
,

也都热烈响应
,

踊跃认购
,

就连香港总督也表示赞助
。

一

时间
,

香港举城皆谈
“
一碗饭

” ,

以购卖这一
“
救国饭

” 、 “
救灾饭

”
为荣

。

在这场募捐活动

中
,

宋庆龄的名望是个极为重要的动因
,

当时有许多人就是为了能得到宋庆龄在捐款收据上

的亲笔签字而慷慨解囊的
。

这次义卖募捐活动
,

共募捐到22144元港币
, 6 15 元国币

,

英国娠华

会香港分会又补赠20 0 0多元港币
,

共凑足250 0 0元港币
。

这些钱款全部捐赠给中国工业合作

社
,
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

纷葬大t 资金
、

设备
、

物资
,

支橄和推动杭日根据地
“
工合

”
运动的发展

女

参

国民政府对工合的支持
,

主要局限在国统区
,

其拔给工合的经费
,
也几乎全部资助国统

区的工业合作社
。

据1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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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À 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

国民党政府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
,

对工合运动

也由支持到应付
,

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工合活动加以歧视和压制
。

但是
,

在宋庆龄

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努力下
,

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
,

解放区的工合运动终于冲破国民

党政府的阻挠
,

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
。

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西北区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欲汇交解放区
。

仅 1940 年初这一次
,

宋庆

户
¹ 卢广锦 : 《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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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令

龄就将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募得的10 万元捐款
,

提供给陕甘宁边区
,

用来发展边区的毛织工业

合作事业 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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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廖承志和唐

明照
,

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
。

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
,

促进了解放区的工

合事业的发展
,

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也由此不断增长
。

至19 42年 9月底
,

延安地 区已发 展

有41个工业合作社
,

共 10 41名社员
,

入股资金 已从一9 41年的 6 6 93一4元法币增加到34340 40元
。

工合每月的产量为
. 270 条羊毛毯

, 6 00 条棉毯
, 14493包色布

, 2466包 粗 布
, 1325双毛袜毛

鞋
, 150 0顶毛帽

, 325只羊毛袋
, 30 0 0 0条肥皂

, 157 9 6包牙粉
, 5250市斤面粉

, 140 0磅豆粉
,

6 0 0 0磅植物油
, 3558磅盐

, 257箱纯碱
, 605磅酒精

, 20 43磅粉 笔
, 5250瓶 墨 水

, 5 50 0 0 0张

纸º 。

工合的这些产品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
,

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
,

争

取经济形势好转
,

起了很大的作用
。

此外
,

解放区的工合还拥有一些铁矿
、

煤矿
、

制造厂
、

铁工厂
、

制药厂
、

运输站和油井等行业
。

据 19 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
,

在黄河以 北 的华北各

解放区先后建立 了包括40 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 0多个
。

这又有力地推动了解 放 区经

济建设的发展
。

工合国际委员会也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大批的棉军衣
、

棉坎肩
、

背包
、

军鞋等
。

1939

年
,

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 0万件棉衣
,

当时宝鸡
、

西安等地的纺织
、

服装工合组

织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
,

打包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 º 。

工合根据需要
,

必要时

还迁进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到解放区
。

一次艾黎受宋庆龄的委派
,

为开展工合工作到

延安
,

从毛泽东那儿了解到晋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
,

就想方设法
,

从晋

东南迁一个炼铁合作社到晋西北
,

帮助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
。

对于宋庆龄领导下

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给予解放区的大力相助
,

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
,

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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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
,

将是不可估量

的
” 。

他深信
,

只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坚持中国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
, “

毫无疑问
,

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
,

取得最后胜利的
” ¼ 。

宋庆龄对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西军也给予很大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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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此
,

艾黎多次奔波于浙江金华和安徽电溪一带
,

筹建工合浙皖

区办事处
,

经过艾黎他们的努力
, 1939年春

,

在距皖南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兰溪建立了工合浙

皖区办事处
。

这为把工合办到新四军驻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战
,

工合浙皖

区办事处主动同新四军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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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蔚文和蒋传源等前往工合工作
。

为了把工合直接办到新四 军 驻 地 去
, 1939年10

月
,

工合在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径县茂林镇办起了径太 ( 径县和太平县 ) 事务所
,

尔后的7
、

8个月 中就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
、

制碱
、

制鞋
、

缝纫
、

烧炭
、

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
,

在这些合作社中还有残废军人组织的雨具合作社
。

合作社生产的产品
,

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

需之用
。

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应新四军印刷《抗敌报
》和印文件之用

,

从而打破了敌人

对新四军重重的经济封锁¾
。

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力量
,

宋庆

魄
¹ 《新华日报》

.

19 40年2月24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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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还先后两次委派艾黎亲自到皖南新四军驻地
,

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

工合在皖

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

受到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大力赞赏
。

叶挺曾专门寄信给宋庆龄领导的

工合国际委员会
,

感谢工合在皖南组织合作社
,

高度评价了工合对新四军的有力支援
,

赞誉
“
皖南工业合作社给予我们重要的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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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
” ¹

。

为此
,

叶挺认为工合在皖南开 展 的 这 一切活

动
,

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长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

增强了部队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
。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
,

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工 合 运 动 的开

展
。

由于工合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很大的帮助
,
由于工合中的中外进步人士宣传坚持团结

、

加强统一战线
,

这都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
,

他们诬陷
、

迫害工合中的进步力量
。

1942

年
,

国民党就曾以
“
与共产党共同搞阴谋

” 、 “
帮助新四军

”

等名义
,

解除了艾黎长期担任

的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
。

对此
,

宋庆龄坚决回击国民党方面对工合的迫害
。

一方面她排除种

种千扰
,

努力安排那些受到国民党打击的进步人士如艾黎等到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 , 另一方

面
,

抵住种种压力
,

撰文介绍工 合事业
,

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工合事业取得的成就
,

驳斥了国

民党顽固派强加于工合的种种诬陷
,

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进步力量对工合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

坚持开展工合运动
。

总之
,

宋庆龄为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作出的功绩

是无与伦比的
,

是举世卓著的
。

徽

谁

上接第 6 页 )

忽然自立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

需要有教师及家长的正确引导
,

教师的职

务就是
“
教人学做主人

” ,

进行
“
主人的教育

” ,

让学生过
a 主人的生活

” º 。

同时
,

作为

教师或家长
,

要教儿童自立立人
,

首先自己就得自立主人 , 要教儿童自助助人
,

首先自己就得

自助助人
,

那么在这些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下
,

学生自治定能施行
,

自我教育的精神定能养成
。

陶行知先生一生从事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

提出了多种切合我国实情的教 育 思 想
,

采用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主张
,

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都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

而其中尤以学生自治为最
。

今天
,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

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
,

已成了教育界普遍关注的一大课题
。

在此基础上
,

让

我们一起学习陶行知先生关于学生自治的有关论述
,

无疑对深入进行教育改革
,、

培养学生的

非智力因素带来一定的启迪
。

¹ 路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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