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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大华侨心系祖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华侨奔赴

延安，团结奋战。在中共的领导下，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有组织地服务于抗战。在参

与边区革命实践中，延安侨联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群众团体，为边区

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探究抗战时期的延安侨联及其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可以为新时代下中国侨联组织结构的构建，侨务工作、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些许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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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的背景

“中国人民侨居外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至 20世纪三四

十年代，移居海外的华侨大约有 1400万人，强烈的爱国爱

乡思想是他们的本质特征[1]。”旅居国外的华侨由于备受帝

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爱国爱乡情感更加强烈。他们密

切关注国内战况，“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侨呼吁国内联

合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在海外组建了各种形

式的华侨救亡团体，大力支援祖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

反对投降，为维护统一战线而斗争，当国民党消极抗日、积

极反共时，华侨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到底。

1.1归侨报国奔赴延安

据统计，“抗战前后回国直接参加对日斗争的青年华侨

就达 6万多人次[2]”。华侨人力报效祖国，归国杀敌或参加

各种战时工作，身影遍布西南重镇重庆、滇缅公路、新四军

驻地和广东琼崖抗日根据地。许多华侨青年由于受中国共产

党真抗日的感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救国时报》

等作品与报纸的广泛宣传以及反对国民党的种种分裂、制造

混乱的做法，加之中共历来重视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因

此还有一批热血华侨青年跨越阻隔，冲破道道防线，直奔西

北边陲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中一部分是由海外回国，

直奔革命圣地；一部分是在国内求学同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奔

赴延安；还有一部分是抗战前已到达延安的早已参加革命的

归侨。为了更好地发挥在延华侨的优势，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华侨机构。

1.2中共对华侨统战工作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共自成立始就与华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曾多次得到华侨援助。由于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处境艰

难，遂无法深入侨务工作。“1935年 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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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

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出“一切不愿当亡

国奴的同胞们，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党各派各界各

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3]”，得到了爱国华侨热烈的回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逐渐稳定后，着手各项工作的恢复与开

展。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和策略方针，明确华侨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1936年 2月，

《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问答》等文件又

重申了吸引侨胞投资，发展国内实业的相关政策。1937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认为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应

加紧动员千百万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在香港

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毛泽东曾发出：“全

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

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4]”

的号召。此外，党中央的机关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

多次发表文章宣传对华侨的吸引、优待方案。

2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与发展

1938年是华侨奔赴延安为战时服务历史中高潮的一年，

仅五至八月的三个月内，就有七十八名华侨青年由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介绍前去延安。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归

侨有 600多人。

2.1前期准备与成立

来延华侨青年大多数被先安排进入位于看花宫（今陕西

省铜川市宜君县境内）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由是延安时期

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华侨组织—华侨联谊会在 1938年 12月于

看花宫成立。随战况的变化，赴延安的归国华侨数量不断增

长，“为团结动员各地侨胞参与祖国抗日战争及海外宣传工

作……发动侨胞的募捐，援助抗战，并研究华侨问题[5]”，

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于 1939年 7月 16日，在陕甘宁边区政

府交际科特举行大会，成立了驻延办事处。为筹建一个统一

的、更大规模的华侨团体，1940年 9月 5日，经党中央决定，

驻延办事处于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留延华侨的首次代表大会。

王明、洛甫、吴玉章等同来自新加坡、爪哇、英国、法国、

美国、印尼等国的华侨 170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宣布“延

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并通过章程。根据简章规定，延安

侨联的主要宗旨：一是加强对海外侨胞的宣传；二是组织华

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

2.2机构演变与发展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之时，会址设在延安的活动中

心—文化沟（今延安宝塔区大砭沟）的两个土窑洞内，是华

侨青年亲自动手挖掘而成。1942年春夏，延安华侨救国联合

会迁驻王家坪，办事机关就设在原军委机关合作社和军人俱

乐部所在的一排平房内。延安侨联体例上承南洋华侨回国服

务团驻延办事处。驻延办事处是以团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平日由干事会负责，干事会由五人组成，内一人任总干事，

下设秘书、经济、劝募和宣传四股。到 1942年 6月，为使

各地区的执委参加常委工作与便利各常委的工作经不断发

展完善，在延安侨联第三届执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讨论

了具体分工，推选出组织股、宣传研究股、经济建设股、文

化娱乐股等各股负责人[6]”。由一名侨联常委负责，并聘有

干事协助开展工作。侨联先后组建了延安华侨俱乐部、桃林

俱乐部、边区侨联分会、桥儿沟侨联分会和鲁艺分会等机构。

组织股宏观把控各分支及会员，配合边区形势，保证运

行轨道的正常。宣传研究股肩负对外宣传与研究海外情况的

职责，作为边区连结海外的传声筒。经济建设股是重中之重，

承担开办工厂、发展边区经济的紧迫要求。文化娱乐股则是

提升留延华侨幸福感、凝聚力的不可或缺一部分。除此外，

各地的侨联分会作为派出机构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3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历史贡献

延安侨联自成立后即受到了来自归侨的热烈拥护，每逢

侨联组织的活动，华侨便积极回应支持。作为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工作路线直接

影响着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和

理解，而延安侨联则是中共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和纽带。

3.1加强宣传团结，联结了边区内外通道

对外宣传研究方面，侨联所做工作卓有成效。诸如成立

研究小组，整理南洋华侨的初步材料；1941年 10月，东方

各族人民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时，侨联积极组织来自世

界各地的华侨参加大会，多名华侨代表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

员；通过写信、夹带、广播等各种途径向海外侨胞介绍边区

“三三制”的民主活动；1942年 2月，在日本南侵后，延安

侨联致电陈嘉庚先生，慰问遭遇苦难的南洋华侨；开展征文

活动，号召留延华侨写作“我的一日”；后又成立华侨通讯

采访小组，负责经常搜集华侨同志在边区的各种活动并广泛

报道等等。在宣传研究股领导下，华侨积极宣传边区的各项

建设成就，将在边区亲眼所见的事例传播出去，团结侨胞共

同抗日，打消了一些侨胞由于国民党反动宣传而产生的对共

产党的疑虑和误解，也提高了共产党在侨胞群体中的威信。

其组织股设立后，注重加强各分会工作，了解每个会员

生活情况；配合边区开展的整风运动，加紧各会员学习文件，

认真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检查，相互批评帮助等。这些都为

促使侨联形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众团体，方便其他各项工

作的展开做出重要贡献。

3.2开展多样活动，提升了团结华侨的软实力

文化娱乐股是专门负责开展华侨文体活动的一支。曾发

动归侨自制乐器，挑选音乐爱好者成立广东乐队，每周举行

音乐演奏晚会、在清凉山下举办游泳比赛、成立俱乐部、与

文联等其他单位开展交流活动，包括歌咏、球赛、座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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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内的活动。侨联的俱乐部多次成为华侨举办联欢会的

场所。华侨在增强情感交流之余，亦加强了时信息交流。如

1942年 12月，“留延荷印友人及荷印华侨为联络感情特于

华侨俱乐部开联欢会，到东方反法西斯常委阿利阿罕，华大

夫等卄余人，会中曾座谈如何研究荷印问题[7]”。同时，侨

联各分会也具备承担举行集合会餐并检讨工作的能力。鲁艺

分会于 1942年 8 月，集合新华化学厂、和平医院、野战医

院等处的侨友在鲁艺举行集合会餐，并检讨过去半年工作，

商讨今后研究工作，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强侨友们彼

此间的联系，切实从事研究海外工作。

侨联领导人注重关心留延华侨的心理，团结新华侨。主

任李介夫经常抽出时间同一些新来的华侨散步谈心，担心他

们思乡想家，邀请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谈心，使安心学习，争

取进步，增强华侨的归属感。除内部交流互动外，侨联亦组

织华侨青年深入延安，参与边区各种活动，形成良好互动。

组织华侨同志报名输血、春节期间慰问王家坪友军家属等。

这些不仅团结了边区华侨，更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

3.3组织实业救国，夯实了抗战的经济基础

延安侨联的宗旨之一即为组织归国华侨参与边区经济

建设与兴办各种企业。在参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延安

华侨救国联合会的经济建设股主抓华侨工厂业务。由其组织

开办的华侨毛织厂，到 1942年 6 月，资本已达百余万元；

又成立西北华侨实业公司，成立华侨制药厂，并使华侨工厂

配合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展生产竞赛，提高产量；发展纺织

女工，奖励妇女纺织，取得“四个月增加五倍”的不菲成绩。

在华侨工厂内推行的“赵占魁”运动，掀起生产热潮，仅弹

毛股生产，“十二天内完成六月份计划一半”为反对反动派

准备进攻边区，华侨纺织厂特前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全体

职工当场现金 3万余元并通过成立工人自卫军坚决保卫边区

[8]”等。华侨投资延安的方式一般是厂内职工通过认股集资，

利用边区的自然资源，开办加工厂，改善边区军民的物质生

活条件。华侨工厂带来的生产效益及吸引边区赋闲人员，尤

其是将妇女变为可使用的劳动力等方面，有利于缓解边区出

现的严重困难局面，改善边区风貌，努力实现边区新的财政

方针—“发展生产，准备自给”的要求。此外，华侨青年亦

慷慨解囊，不仅将边区政府每月发放的津贴退回，且将所带

盘缠及金银首饰无偿捐献政府，助力边区工厂发展。

侨联各分会、各俱乐部及各股的专门分工与具体落实，

使侨联这一中共领导下的华侨群众团体高效运作起来，充分

发挥了其独特作用。它既是中共领导下的一支抗日队伍的组

成部分，又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结论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作为在中共领导与边区政府支持

下的一个群众团体，自成立之后，设置了多个部门，分别负

责具体事物，不仅有主要的宣传研究股、经济建设股，还设

置了提升华侨边区生活幸福指数的文化娱乐股，组织架构完

善且契合实际。这也是其在团结留延华侨、宣传边区建设、

积极与海外侨胞联系和参与边区经济建设等方面能够持续

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综合来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推动了世界各国华侨的

抗日救亡运动，实现了其成立的目的与宗旨。同时，这一时

期，侨联在适应陕甘宁边区环境发展中不断改进、完善组织

建构，开展各项工作，服务于抗战大局。今日之中国正处于

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之中，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在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海内外华侨也在为中国的

繁荣富强添砖增瓦，各级侨联团体面对新时代下的新要求，

面对华侨华人更大范围的流动、更复杂的新情况，仍然可以

继承和弘扬抗战时期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作风，发挥

侨联机构的特殊作用，团结吸引更多的华侨为祖国的建设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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