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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回国慰问视
察团”取道缅甸回国。其间，到延安访问了9天，这9天中
发生的故事，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1940年 3月和 12月，陈嘉庚两次途经仰光、做了两次

演讲，两次与侨胞互动。今年是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 110周
年及倡办集友银行80周年，我们试图还原当时发生的那些鲜
为人知的故事，帮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陈嘉庚团结奋斗、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爱国爱侨的赤子之心……

陈嘉庚访延安
王起鹍

海外800万华侨，都关注着南侨总会主
席陈嘉庚率领慰问视察团的行踪，关注着战
局的进展，关注着决定祖国未来命运的国共
两党的关系等问题。

当时的“中央社”几乎垄断了所有报
道，但华侨记者、作家张楚琨、高云览、黄
薇等不甘于沉默，不时有书信寄达海外，西
方通讯社也常发出一些零星的消息。特别是
有一条消息说，陈嘉庚到达成都时，蒋介石
以兼四川省主席的身份设宴招待，蒋问陈嘉
庚计划去哪里？陈答：“兰州、青海、宁
夏、西安。”蒋又问：“西安之后还去哪
里？”陈嘉庚说：“如果交通方便，也想去延
安。”

关于蒋介石的态度，有多种猜测。据缅
甸华侨陈福顺 （集美校友、1925年在仰光
陈嘉庚创办的公司任职、1950年创办仰光
集美小学） 在 《悼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
（1961 年 8 月） 一文中写道：（1940 年） 6
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事前蒋介石集团百
般刁难，多方阻挠，蒋介石当面对他说：

“共产党最会宣传，你会受骗。”嘉庚先生不
怕困难，答复蒋介石说：“我不怕宣传，谁
也骗不了我。”

在去延安的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不支
持，甚至命令部下搞了点小动作，但慑于陈
嘉庚在华侨中的崇高威望和其背后华侨财团
的巨大财力支持，他没有下令阻止陈嘉庚
成行。

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自认为陈嘉庚有
浓厚的正统观念，自从国府宣布抗战后，陈
嘉庚在海外表示“蒋委员长乃中国内外四万
万七千万同胞拥戴之唯一领袖，中国最高之
领袖”，并曾任“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
主席，与蒋私交也厚，常有函电往还。蒋一

向刚愎自用，觉得陈嘉庚去看看陕北割据的
政权，至少不致对“正统”的国民政府有根
本的动摇。

无论国内、海外还是西方，都非常关心
“南侨回国慰问视察团”的延安之行。陈嘉
庚5月31日进入延安地区后，关于他和慰
问视察团的报道，令海外侨胞耳目一新。

有一篇随行报道说，毛泽东请陈先生进
他办公的窑洞里，陈嘉庚举目张望，墙上挂
着地图，室内有大小不一的木椅和一条长板
凳，靠窗户摆着一张比小学生课桌稍大一点
的写字桌，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笔砚纸张和书
籍，他又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身上的粗布灰军
装，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这一切跟他在重庆
看到的那些达官贵人的豪华奢侈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请他吃饭的时候，只有一些时令蔬
菜和一味鸡汤，毛泽东说：“陈先生请多包
涵，我毛泽东没有钱，菜是自己种的，鸡是
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朱
德总司令和王明赶来作陪，陈嘉庚说这顿饭
吃得最愉快，有如老友聚会。

“南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在延安住了9
日，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女大
等，还与100多名南洋华侨子女和集美、厦
大两校出来的学生见面，同财政、司法官员
座谈，有一位银行行长曹菊如是福建龙岩
人，会说闽南话，免去了翻译之苦，他向陈
嘉庚详尽介绍了边区经济的自力更生情况。

分别之际，毛泽东向陈嘉庚表示两点：
一是请转告蒋委员长，共产党对国民党并无
恶意，衷心希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取得抗
战胜利。二是希望陈先生把延安的真实情况
告诉南洋侨胞。陈先生十分肯定地作了承
诺。在归途中，陈先生对秘书兼国语翻译李
铁民说：“中国之希望，竟然在延安。”

后来，海外各报刊载了7月25日陈嘉庚
先生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
邀，在大会上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
他在结束时兴奋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
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
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消息一传出，海内外
引起轰动，“中央社”透露蒋介石表示极度
失望……

显然，访问延安的9天时间，改变了陈
嘉庚的认识。曾任中国侨联副主席的王源兴
是陈嘉庚最重要的核心追随者之一，访问延
安时，他就站在陈嘉庚的身旁。1961年 8
月，他在《华侨爱国的好榜样》一文中写
道：1940年，国民党吴铁城到马来亚、印
尼等地活动，阴谋中伤中国共产党和八路
军，挑拨华侨之间的团结，陈老挺身而
出，仗义执言，和吴铁城进行了不调和的
斗争，在南侨总会的大会上，他不但拆穿
了吴铁城的阴谋，还把阻挠会议、破坏华
侨团结的国民党总领事高凌百逐出会场，使
侨胞们对当时祖国政治的大是大非，有了比
较明确的认识。

1946年秋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陈
嘉庚与王源兴在怡和轩三楼，一面谈话，一
面远眺新加坡的夜景。陈嘉庚忽然有所感触
地说：“毛主席这时才开始办公哩！”接着回
忆起抗战期间访问延安并和毛主席会见的情
况。虽然事隔多年，毛主席当时穿的什么衣
服，办公室内陈设是怎样的简单，连茶几上摆
设着几只不同款式的茶杯，也能如数家珍地一
一描述。他说，这一晚他和毛主席谈话，不知
不觉已经深夜两三点了。他怕妨碍毛主席白天
工作，对毛主席说，夜深了，该休息了，毛主
席告诉他，白天事情多些，不得不在晚上12
时以后才开始办公，经常如此。

陈老在重庆接触过许多达官显贵，目睹
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对比后来在延安看到
的一切，恰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怎能不教这
位满腔爱国热情的老人无限感慨！不过，他
老人家从此对国家前途更加乐观了。王源兴
回忆，当时陈老以坚定的语气说：“毛主席
是我们中国的救星！在历史上真是前无古
人！”经过这次谈话，我进一步了解到陈老
为何热爱毛主席，也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1940年 3月，陈嘉庚组织“南侨回国
慰劳团”从新加坡乘“丰庆轮”回国。途
经仰光时，由台湾当局驻仰光总领馆，救
灾总会、福建公司、广东公司等 16 个单
位，联合在缅甸华侨中学召开欢迎大会，
到会各界侨胞及集美校友600多人。

陈嘉庚于上午十时半莅会，他先参观
了华侨中学，并与参加大会的各界侨领和
集美校友合影留念。

仰光侨胞为表达对陈嘉庚的敬意，大
会之前，大家向陈嘉庚行一鞠躬礼。1940
年 3月 26日 《大公报》 的 《“南洋华侨的
团结运动”——记南侨回国慰劳团的组
织》一文记载了陈嘉庚崇高威望的由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南洋侨胞缺
乏组织，力量不能集中，以致所有的努
力，不能获得预期的成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的捐款成了抗
战经费的一大来源，但各华侨社团没有组
织，任何募款都是侨团各自为政，因此南
洋侨胞领袖们有建立侨胞组织、加强侨胞
团结的共识。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陈
嘉庚曾数次致电时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
长的孔祥熙，进行磋商沟通，决定在新加
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的代表大会，以便组
织一个健全的领导机构。

陈嘉庚的号召得到各界的赞同，1938
年 10 月 10 日召开南洋华侨代表大会。到
会代表218位，来自75个不同的商埠，代
表近 400 个不同团体，但他们的心是一致
的，到会者一致举起右手立信誓，拥护中
央，服从领袖。

经过七天的会议商榷，决定组织“南
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作为侨胞救
国工作的最高指导机构。侨胞从此有了统
一、健全的组织，自总会成立后，在陈嘉
庚的带领下，各项救国工作迅速发展，单
就捐款而论，便增加了一倍，自总会成立
至 1939年 12月底，共募得国币 2亿余元。
这就是在缅甸华侨中学召开的欢迎大会
上，到会各界侨胞及集美校友 600 多人集
体向陈嘉庚行鞠躬礼的原因。

随后，陈嘉庚向现场的 600 多位侨胞
发表演说，表明回国后将考察内地各省建
设实况，然后前赴各战区慰问前方军民，
并拟抽假回闽，省亲故乡父老。在国内逗
留的时间，当在一月以上。

陈嘉庚在谈到发起组织南侨回国慰劳
团的目的时曾表示：一则考察祖国后方各
项建设之需要，以作侨胞投资，支持建设
之根据；二则慰问前方为民族洒热血抛头
颅的千百万军民，以表达南洋百万侨胞的
热爱与关切。

陈嘉庚还谈到了自己数十年来对国内
教育事业的关心，特别谈到了厦门大学和
集美学校：“兄弟是一个侨商，没有学识，
有的只是钱，对国家没有好贡献，只有出
钱办学，自不景气后，兄弟能力仅是维持
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今后），就不能不
献给政府，改为国立，真所谓‘鹿头鼠
尾，做事不结尾’（注：此为闽南俗语），
太对不住社会国家。”

陈嘉庚特别谈到了去西北考虑的想法：

兄弟将亲赴西北，视察铁路公路，其
他山西，广西各战区，如交通许可，均欲
亲往一行。即第×路军 （注：八路军） 方
面亦想去看一看，不过这些是个人理想，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抗战以来，华侨捐款
达×万万零×百余万元，×××一区占总
数四十一巴仙 （注：41%），以该区华侨财
产论，与所出救国捐款之比数为百分之
二，实在微乎其微，大大对国家不住，希
望各属侨胞以后更要努力出钱，多寄家信。

陈嘉庚演讲两个多小时，听众没有一点
倦容，一字一句也不疏忽，大家报以热烈的
掌声。茶叙时，有到会缅甸侨胞曾和忠自动
认捐1000盾，作为制药厂开办经费，继起
认捐者很多，计共捐缅币10800盾。

1940 年 3 月 28 日 《大公报》 以题为
《仰光侨胞欢迎陈嘉庚大会，陈氏演说鼓励
侨胞输送将》作了详细报道：

领导全南洋一千一百余万华侨出钱出
力，贡献国家的陈嘉庚氏，这番因主持慰
劳团事宜及亲赴各省考察返国经仰。全缅
甸三十万华侨无不为陈氏的莅临感到兴
奋，竭诚欢迎，陈氏为社会国家服务的功
绩，未能尽述，抗战后，陈氏为国效劳，
鞠躬尽瘁，这次不辞旅途跋涉，亲履国
门，这种精神，叫人敬佩，难怪国内人
士，都在热烈准备欢迎。

“第××路军方面
亦想去看看”

1940 年 12 月 15 日，陈嘉庚结束回国慰劳
后，取道滇缅公路回新加坡。路经仰光时，缅甸
侨胞在福建观音亭 （庆福宫） 举行欢迎大会，缅
华各界有幸最早听他亲自报告一路的所闻所见，
陈嘉庚先生报告回国观感历时三小时，列举目睹
事实，揭穿蒋介石集团“抗战为名，反共为实”
的行径，痛快淋漓。

对于陈嘉庚从误解共产党到支持共产党的
思想转变，学者们做出过许多评论，这里仅
从陈嘉庚以及曾参加过南洋华侨筹赈活动的
侨领王源兴、陈福顺、徐四民的自述中找寻
答案。

缅 甸 华 侨 徐 四 民 （袓 籍 厦 门 ， 香 港 《镜
报》 创始人、缅甸侨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至第九
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与陈嘉庚结
成了忘年之交。1951 年、1957 年两次回国观光
时在集美受到陈嘉庚的热情接待。他回忆说：
1940年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举办的欢迎陈嘉
庚大会上，陈嘉庚介绍了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
延安团结一致打东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
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自己带来了
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一生。徐四民在回忆录
中称陈嘉庚缅甸之行“为南洋广大侨胞带来了光
明的消息”，“每一忆及，在我的心灵深处依旧涌
现一种景仰与感激之情”。

缅甸华侨陈福顺在 《悼爱国老人陈嘉庚先
生》（1961年8月） 一文中写道：“嘉庚先生访问
延安以后，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克服一切困
难，坚决领导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的伟大精神，表示无限的爱戴和拥护，断言共产
党和毛主席是中国的救星，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拥
护祖国团结抗战。同时到华中及福建等地考察，
并在各地据实报告延安的情况。”

《南侨回忆录》记录了陈嘉庚的这次演讲：

此次回国慰劳，始知中央政府诸要人，多野
心不正举动。在国内包围制造一党合污之政权；
在国外如香港则设党政机关，以笼络及欺蔽海外
华侨。……且政府公务员，概须党员。由是朋比
为奸，营私舞弊，上下争利。公然横行、无所忌
惮。凡党外人士稍一开口反对，则诬以共产重
罪。对舆论报纸钳制严厉。稍有正气之人，只有
敢怒不敢言。国内既无人敢呻吟，任其野心鱼
肉。余以南侨总会主席地位，代表千万侨众职
责，且身居海外非暴力可及，若缄口不言，不但
有负南侨委托，亦失自己人格。又自抗战以来，
逐月必有开会，亦有一月数次者，每次必依中央
规定仪式，宣读总理遗嘱，与誓词无异。至中央
政府及党部各机关每次开会及纪念周，亦莫不如
是。然考多年来，公务人员之举动，多背道而
驰，偏走极端，真所谓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
者也。

引致陈嘉庚如此大的愤慨，还因为他公平地
去了延安视察慰问，受到蒋介石百般阻挠，去了
回来又与蒋介石争吵。他在大会上说：“到本省五
十余天，历二十余县，绝未闻见一善政。而祸害
人民之事项，则指不胜属。”同时斩钉截铁地说，
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坚持抗战，一定
会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者，到会一千多名听众大受
感动。

陈嘉庚的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是对蒋介石
在海外华侨中的虚假威望的致命打击。从此以
后海外华侨特别是年青一代迅猛觉醒，不但日
益关怀祖国命运，更敢于奋起对祖国反动统治
势力作斗争。

1940年12月底，“南侨回国慰劳团”由国内
考察回南洋后，各种工作进行得倍加顺利，除积
极作国民外交外，有计划地指导侨胞向国内投
资，“南侨回国慰劳团”重点调查了西南、西北地
区，自由竞争的生产事业是什么、需要多少资
金？都详列成册，公告于侨胞，并设定了一年内
最低向国内投资的数额，一面劝说各地富商踊跃
认捐，一面采取分配办法，由各埠侨领分头宣
传，并负责予以切实保障，提高其投资的信心与
勇气。

后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继续从
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中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
服务团”，共 3000多人，从各个地区先后回到了
祖国，在抗战新阶段的艰巨行程上，做出了重要
贡献。

陈嘉庚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战、避难、解
放几个不同年代，经过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观察、
历练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性格和价
值观。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这股伟大的斗智、斗
勇，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他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无比崇敬，是当之
无愧的。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
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致公党厦
门市委原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

“中国的希望
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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