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寅初被囚息烽集中营往事
赵 蔷

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后 ， 爱 国 民 主 人

士、著名经济学家马

寅初看到国民党军政

要员贪污腐败、巧取

豪夺、纸醉金迷，他

敢 怒 敢 言 ， 在 演 讲

中、在文章中对蒋介

石国民党集团给予猛

烈抨击，直击国民党

政权及腐败官僚的要

害 ， 蒋 介 石 将 其 逮

捕，押送息烽集中营

被囚 8 个多月。

被囚期间，他不

向国民党当局弯腰低

头，继续把监狱当作

宣传正义和真理的场

所，傲骨铮铮、守真

为国，郭沫若赞其为

“ 蒸 不 烂 、 煮 不 熟 、

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

枚‘铜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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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舆论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

营救下，1942 年 8 月 24 日，国民党

当局终于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其软

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 5 号，下达了不

准写文章、不准演讲、不准授课的

“三条禁令”，直至 1944 年 12 月在一

次国民党参政会上经当局宣布，62

岁的马寅初才重获言论活动自由。

然而，国民党当局密令各校不准

聘请马寅初教书，各报不准登载他的

文章，想以此斩断他的经济来源。马

寅初写了 《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不可

分割》，送国民党 《中央日报》 被退

回，后送 《扫荡报》 同样被退回。马

寅初虽气愤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失

去了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马寅初一

家生活陷入窘境。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向 《新华日

报》 编辑许涤新作出指示：“马寅初

教授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

者，在他困难之时，我们必须想办法

给 予 支 持 ， 帮 助 他 渡 过 难 关 。” 随

即 ，《新 华 日 报》 派 记 者 采 访 马 寅

初 ， 并 在 1944 年 12 月 的 《新 华 日

报》 发表了 《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

不可分割》 一文，并支付给马寅初

最高稿费。此后，只要是马寅初送

去的稿件，《新华日报》 总是力求发

表并支付最高稿费，以缓解他的生

活困难。

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中，马寅

初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为老

百姓说话，真正理解自己，于是他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关 系 逐 渐 密 切 起 来 。

“被消失”多年的马寅初与中国共产

党同仇敌忾、同声共气，继续发表他

既犀利又充满激情的演讲，继续做一

名硬骨头的爱国民主斗士，他说“只

要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

走的！”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

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

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

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致

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

研员）

辗转囚禁
患难知真情决意跟党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

学家马寅初以专家的身份对中国战时经济进行考察，他

看到国民党军政要员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纸醉金迷，

全然不顾老百姓和前方战士的死活。他敢怒敢言，在演

讲中、在文章中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腐朽的经济政策和

权贵家族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给予猛烈抨击，马寅初

的正义举动直击国民党政权及腐败官僚的要害。

蒋介石先是想以软的一手将马寅初支走，想送他

去美考察，但马寅初严词拒绝：“在此国难当头，我

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接着又用高官厚禄收买

他，请他出任国民党当局财政部部长或中央银行总

裁，马寅初不为所动；1940 年中秋节之夜，马寅初

收到一封匿名信，信封里有一颗子弹头，还有一张写

着“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的！如果再演讲攻击政府，

将以手枪对待，特此警告”的字条，马寅初面对恫吓

毫无惧色。

1940 年 11 月 10 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到重

庆实验剧院演讲，他再次重炮猛轰发国难财的贪官污

吏：“如今是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

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

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

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要抗战，就要

这帮人拿出钱来。”事先听说有特务将在会场上对自

己下毒手，但他毫无惧色地声明：“为了真理，我不

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了女

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看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

黑 枪 的 ！ 我 的 讲 话 ， 就 算 是 对 他 们 留 下 的 一 份 遗

嘱。”马寅初的演讲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在场的特务见各界人士对马寅初如此尊敬与拥

护，深感众怒难犯，不敢贸然下手。

1940 年 11 月 2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预定”与

“注意栏”中，分别记有“马寅初之警告与监视”“对马

寅初之诽谤，应有制裁”。12月 6日马寅初被捕，蒋介

石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押解马寅初在宪兵司令

部，以此人被共党包围，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也。”

得知马寅初被捕后，重庆大学师生首先予以声

援，社会各界纷纷抗议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为掩人

耳目、平息众怒，减轻社会影响，12 月 8 日上午，国

民党当局安排马寅初回到重庆大学举行“话别会”。

在宪兵团长和便衣特务的监视下，马寅初在理学院礼

堂举行的大会上照样侃侃而谈，再次揭露权贵的丑恶

行径。办理完毕移交手续之后，马寅初在大操场与全

校师生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上数量众多的学生密密麻

麻、表情严肃地簇拥着马寅初，可以想象当时送别会

的气氛。

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 （情报组） 少将组长唐纵在

1940 年 12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寅初迭次公开演

讲，指责孔宋 （孔祥熙和宋子文） 利用抗战机会，大

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演说，甚博

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

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

乃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

会对孔不满情绪之煽动也。”

马寅初被押解到贵州息烽“休养”，国民党当局

对外宣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

经济情况，业已首途”，以混淆视听。

宁鸣而死
揭露高层腐败被囚

凡来到集中营的人员，必先在感化室关上一段日

子，摧其身、磨其志，再关押到别的监室。感化室原本

是庄园地主喂养牲畜的地方，地面潮湿，臭气熏天，高

度仅一米四，关押人员进去后不能坐，不能躺，只能在

里面低头弯腰行走，仿佛在认错。

身高 1.8 米的马寅初在低矮狭窄的感化室，吃喝

拉撒睡全在里面，外面还有四个特务看守，饱受肉体

和精神上的折磨。刚到感化室时，马寅初由于不熟悉

室内环境，头上不知被撞了多少包。后来他便在感化

室里练太极、蹲马步，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消磨时

间，头上的包也减少了。哪怕日子再难耐、再难熬，

也磨灭不了马寅初敢怒敢言的锐气，也无法让他向国

民党弯腰低头。

特务们碍于马寅初的社会影响力，不敢长时间采

取强硬措施。在感化室关押一段时间后，又将马寅初

关进其他监房。据息烽集中营幸存者、李济深的秘书

李任夫回忆，集中营修养人分四种类型：一般修养

人、优待修养人、工作修养人、特别优待修养人。马

寅初属“特别优待修养人”，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百步

之外的一间小屋中。其生活情况相对好些，但行动完

全被限制，且不准与外面接触。

狱警拿来纸笔，对马寅初说：“马先生，只要写

下同党国步调一致内容的悔过书，您随时都可以回

家。”马寅初想起息烽集中营设立关押“修养人”的

“忠孝仁义信爱和平”八大监房，笑道“息烽集中营

门口还差一副楹联，我给你们写一副贴上吧”，随即

铺纸提笔，一挥而就写下两行大字：“假忠孝仁义，

无信爱和平”。狱警威胁他：“您这样的态度，对您不

利的。”马寅初愤然道：“想让我和四大家族‘步调一

致’，休想！我姓马，好马不吃回头草！”

傲骨铮铮
不屈不挠的“铜豌豆”

在息烽集中营关押期间，马寅初曾作了一幅画

让狱警拿去上交。整幅画没有一个字，画上有一匹

弯着四条腿的瘦马，马背上坐着一只戴官帽的猴

子，四只蜜蜂围着猴子在飞。

画交上去的第二天，供应马寅初的饭菜变好

了，还换了干净的被子被单。马寅初提出要求：

“我要看书读报，我要有热水冷水洗澡。”狱警禀报

后也照办了，还为马寅初提供了历史方面的书籍和

国民党当局办的报纸。

狱警陈凤超向马寅初请教，为什么那幅画有这

么大的效果？画中的含义又是什么？马寅初说：那

只不过是在愤怒之中涂鸦而已，又让狱警说说他们

对画的看法。

陈凤超说：“我们的长官拿了这幅画，开始看

不懂，就问我。我说，这大概是马先生发怨气的

画，叫作‘一马奔驰四腿弯，猴骑蜂螫我被关’！

可是长官说不会是这样，他就凭画意去想，后来还

请教了他的老师，大概是想到一匹马上面有蜂有

猴，就说先生的画叫‘马上封喉’，说先生要绝

食！长官怕您绝食不好向上峰交差。于是，就改善

了伙食。”

马寅初又问：“我才不会绝食呢。再后来呢？”

陈凤超答道：“据说再后来就将这画交到上面

去了，上面怎样理解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想，上

面要我们改善对您的态度，可能是您把四条马腿画

弯了，是不是要我们向您弯腿啊？”

马寅初说：“我凭什么要你们弯腿？你们向人

民大众去弯腿弯腰就好了！你们现在不上前线抗击

日本鬼子，却在这里只吃粮不打仗，只能称为‘狗

腿子’，你们当‘马腿子’现在还不够资格！现在

国难当头，是中国人就应该站出来救国。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

见几个狱警默不作声听得认真，马寅初便向他

们解释了画中含义：“这幅画是过去文人梦想金榜

题名的一幅老画，画名是叫‘马上封侯’，不过并

不是‘喉咙’的‘喉’，而是‘侯王’的‘侯’。而

我画的意思是：如果说中国是一骏马，但却被‘四

大家族’敲骨吸髓！当权者置祖国利益而不顾，几

只苍蝇还在追腥逐臭——我原想画的是苍蝇，但是

我的功底差，画得不伦不类。也许正是如今当权者

的写照，看似蜜蜂，实则苍蝇！”

愤怒涂鸦
讽刺四大家族敲骨吸髓

马寅初心系国家民族命运，将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他把监狱当成学习和宣传正义、传播真理的场

所，把特务和宪兵作为争取的对象。

起初，马寅初只是试着给看守他的军统特务和

宪兵讲战时经济学，他们个个听得入神。继而，马

寅初又对他们讲开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

败和大发国难财的罪行，以及自己被蒋介石关押的

真正原因……

一名贵州籍的周狱警问他：“马先生，您坐牢

还坚持读书看报，有必要吗？”马寅初回答：“有

啊。你是贵州人吧？你们贵州有个了不起的人叫王

若飞，他坐牢被当局判处死刑后，还坚持学习。王

若飞说，我一天不死，就要学习。生命是有限的，

而知识是无限的。有人临死前吃饭说是要做‘饱死

鬼’，我就要做个读书的‘饱死鬼’！”他还向狱警

们说：“不管是谁，只要有优点，就可以学！你们

要学习王若飞。还要运用贵州的两个典故：一是黔

驴 技 穷 ， 二 是 夜 郎 自 大 。 现 在 国 难 当 头 ， 黔 之

‘驴’好比是‘四大家族’，你们这些小老虎可以咬

伤他，也可以咬死它！夜郎国好比是日本国，中国

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够打败它！”

马寅初的话让狱警们害怕又激动。狱警陈凤

超鼓起勇气说：“马先生，听说蒋委员长十分敬重

您，同是浙江人，您为什么不识抬举呢”。马寅初

说：“我和蒋介石不搭界！还有你这个浙江小老

乡，最好不跟国民党政权干，这个政权是没有出

路的！”

在马寅初的影响下，看管他的特务和宪兵对抗

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形势有所了解，对四大家族的所

作所为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对马寅初产生了同情，

并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在马寅初到集中营的三个月

以后，准许他看 《论语》《孟子》《资治通鉴》 等书

籍，也允许他给家里人写不封口的信。1941 年 3

月，遍寻马寅初踪迹不获的家人收到来信，方知他

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信中告知他被单独关

押，但可以看书，生活上有人照顾，身体很好，请

家人放心勿念。这样的内容可想而知是马寅初安慰

家人之言。从此，家里人也可以给马寅初写信，但

内容只限于家事，信件不能封口，而且要经过蒋介

石侍从室检查才能转送。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狱警陈凤超被马寅初的

演讲感化，决定不再当特务替蒋介石卖命，竟从息

烽逃走，跑回浙江建德县老家务农。1981 年 6 月 24

日，当北京大学为马寅初举行百岁寿辰庆祝会时，

64 岁的陈凤超从浙江省建德县安仁公社专程前来

北京看望马寅初。陈凤超感叹道：“我之所以能有

今天，完全是由于马老教育的结果。特再次表示衷

心的谢意，祝马老健康长寿！”

民主斗士
监狱亦是战场

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董必

武等人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营救。1940 年 12 月 9 日，经中共

地下党的策划和组织，重庆商学院

学生撰写 《陈情书》，准备送给国

民政府；酝酿草拟 《罢课宣言》，

准备采取罢课的方式声援。唐纵在

1940 年 12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 ：

“现在马寅初的案子，（促） 成了沙

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

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

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

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

争。在一个恐慌的社会，星星之

火，足以燎原的。”

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

重庆 《新华日报》 不能直接揭露马

寅初被捕真相，于是，中共中央另

辟蹊径，于 1940 年 12 月 29 日，在

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新中

华报》 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题

目为 《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

初氏》，社论开门见山写道：

本月十二日中央社消息称：立

法委员马寅初，率派赴前方研究经

济状况，业已首途等语纯属欺骗。

据蜀中确息，马寅初氏六日被宪兵

逮捕，囚禁卫戍总部。八日押送回家

取物，并至重庆大学话别。送行者千

余 人 ， 马 氏 慷 慨 陈 词 望 诸 生 努 力 为

国 ， 勿 以 己 为 念 ； 学 生 教 职 员 均 悲

愤莫名，群情大哗，宪兵无法制止，

乃迅速押解起行，放逐贵阳……近月

来，马氏对我国某些达官富贾不顾国

家民族利益，大发其国难财之行为，

曾大声疾呼，口诛笔伐，不遗余力！

全国各界人士莫不同声愤慨，一致抗

议 ， 同 时 坚 决 要 求 释 放 马 氏 ， 恢 复

马 氏 自 由 。 我 们 坚 决 拥 护 人 民 的 这

种 正 义 抗 议 ， 并 对 马 氏 寄 以 无 限 敬

意与慰问之忱。

1941 年 2 月 13 日，《新中华报》 摘

要发表马寅初 1940 年 11 月 24 日在重庆

经济研究社的演讲稿。1941 年 3 月 23

日，《新中华报》 又发表了 《马寅初教

授被捕经过》。《新中华报》 的报道向

社会公布了马寅初被国民政府逮捕的

事实，揭示了其被捕原因是抨击四大

家族发国难财的行为，从而达到激发

舆论、引起公众关注的目的，给国民

政府施加压力。在国民政府封锁马寅

初相关消息、其他报纸均不予报道的

情况下，唯有 《新中华报》 在中共辖

下毫无保留地道出真相。

同声愤慨
中共积极组织营救

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的逮

捕，声援这位被囚的民主斗士和可敬

的师长，1941 年 3 月 30 日，重庆大

学进步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别开生面

地为马寅初提前举办遥祝六十寿辰庆

祝活动 （马寅初的生日为农历五月初

九 ，“ 遥 祝 ” 暗 示 马 寅 初 已 不 在 重

庆，而是被押解去了外地）。

祝 寿 筹 备 会 成 立 后 就 在 《大 公

报》《新民报》 刊登广告：“本年欣逢

马院长寅初先生六十大庆，我校全体

同学，为崇德报功，敬老尊贤起见，

除将建亭购书以资纪念外，并订于三

月三十日午后二时，在本大学礼堂开

会庆祝……特此奉告。”

这是一个没有寿星的隆重的祝寿

大会。祝寿会举行那天，沈钧儒、邹

韬奋，《新华日报》、新华社等记者，

塔斯社驻渝记者及各阶层共数百人到

场为马寅初祝寿。寿堂中央有一横

匾，上书“明师永寿”四个金色大

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的

寿联由董必武撰拟并亲笔书写的“桃

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

有龟”，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和记

者鲁明、陆诒参加并送去这副红绸寿

联。寿联搭配妥帖，构思精巧，“坐

帐无鹤”，是说寿堂里缺少马寅初这

样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桃李满

天下的老寿星；“支床有龟”典故，

意指马寅初在狱中以琴书为伴，雅怀

逸志，高风亮节，必将如“龟之支

床，历久不移而流芳百世”。“有龟”

还是“有归”的谐音，指总有一天马

寅初会获得自由。新华日报社送的贺

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

见精神。”这也是马寅初一生追求真

理、正气傲骨、为民请命、不媚权贵

的真实写照。富于斗争策略的 《新华

日 报》 在 3 月 30 日 刊 登 《重 要 声

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

之 稿 二 篇 ， 奉 命 免 登 。” 发 不 出 正

文，但发出了选题；发不出新闻，但

发出了牵挂。

会上筹委会主席赵国恩提议集资

修建“寅初亭”，与会者强烈响应，并

请冯玉祥将军题写匾额。祝寿大会后

不久，“寅初亭”便在重庆大学的松林

坡前梅岭山上建成。“寅初亭”落成第

二年，亭中还挂出了马寅初老友黄炎

培为“寅初亭”写的一首诗：“顽龙经

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

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

1941 年 8 月 马 寅 初 被 转 到 江 西

上饶集中营关押 10 个月后，又被转

到福建，后又被转到广西桂林。

遥祝寿辰
特殊的救援斗争方式

青年马寅初青年马寅初

根据马寅初故事创作的讽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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