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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宋庆
龄在香港邀集中外人士发
起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救
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以下简称“保盟”）。“保
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的直
接领导下，从事筹募款项，
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
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
活动。同时，宋庆龄和“保
盟”还利用各种方式向世
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
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并着重介绍、宣传了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
力量所取得的伟大抗战业
绩，为争取各国人民和海
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持，吸
引和团结大批国际友人、
海外侨胞投身到世界反法
西斯斗争东方战线，发挥
了巨大作用。

1931 年 5 月，中共琼崖特委在
赤色女子军连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三团女子军
特务连”，由庞琼花任连长。女子
军特务连成立后，庞琼花即带领全
连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文化学
习，担负起保卫领导机关和看守犯
人的任务，还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
战，配合主力部队打仗。

当时，国民党琼崖乐万地区
“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倚仗手下
民团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经常对
苏区进犯。6 月，红三团决定将陈
贵苑民团诱入苏区腹地予以歼灭，
把诱敌深入的任务交给了庞琼花率
领的女子军特务连。

26 日早晨，红三团和赤卫队浩
浩荡荡向万宁县方向开拔，到达万
宁县的加任村后，就在密林中隐藏
起来，并于当天晚上在夜色的掩护
下，悄悄班师返回苏区，埋伏在沙
帽岭的峡谷山林中。陈贵苑在知道
红军主力已远去万宁县，苏区只有
女子军留守的消息后，以为偷袭苏
区时机终于来到了，于是带领几百
号民团人马，兵分两路杀气腾腾地
往苏区扑来。

敌军进入苏区后，就遭到女子
军的阻击。为了诱敌进入红军主力
的埋伏圈，女子军且战且退。陈贵
苑果然上当，竟不等另一路民团到

达，就贸然下令追击。
庞琼花指挥女子军将敌人引向大

部队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在
后面紧追不舍。当敌人被引入红军
主力的埋伏圈后，庞琼花指挥女子
军 回 身 发 起 反 攻 ， 顿 时 军 号 声 响
起，杀声震天，枪声震撼山谷。敌
军猝不及防，被击毙多人。直到此
时，陈贵苑才知中计。眼看伤亡惨
重，他不敢恋战，指挥团丁疯狂突
围，企图夺路而逃和另一路团丁取
得联系，却怎么也突不出红军的包
围圈。

不久，红军发起总攻，庞琼花
率领女子军战士当先冲入敌阵，活
捉了敌人的号兵，用枪顶住号兵的
头，命令他吹响撤退号，尚在顽抗
的敌人听到号声，顿时大乱，很快
被红军歼灭。正在路上的另一路团
丁听到沙帽岭枪声大作，根本不敢
前来救援，而是一溜烟逃回据点去
了。此次战斗，红军仅用 1 个小时
便击毙团丁百余人，俘 70 余人，缴
获长短枪 146 支和弹药、大米、鱼
虾等物资几十担。陈贵苑以下团丁
头 目 被 尽 数 活 捉 。 女 子 军 无 一
伤亡。

第二天晚上，红三团文艺宣传
队举行了隆重的祝捷晚会，慰问在
沙帽岭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女子军指
战员。

女子军建功沙帽岭
吴小龙

1945年5月，山东日伪军为阻止
八路军的夏季攻势，拼凑了3万余人
的兵力，以八路军鲁中、滨海抗日根
据地为重点，发起大规模“扫荡”。5
月5日，日军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吉
川资少将，率领日军一个大队400余
人及伪军600余人向沂源进犯。

6日，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奉命
返回鲁山，二团三营营长刘佐指挥部
队向石桥方向连夜前进。7日凌晨2
时许，二团三营侦察班在石桥附近发
现有伪军活动，立即向营长刘佐报
告，刘佐断定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
一面向团首长报告，一面派侦察班进
一步侦察敌情。不久，侦察班活捉了
敌人的一个便衣侦探，经审讯得知，
敌人并未发现二团的行动，仍继续向
石桥方向前进。刘佐得到报告后，认
为机不可失，应利用石桥一带的有利
地形打一个伏击战，于是和其他营领
导迅速制定了在石桥北山伏击敌人的
方案，并报请团领导批准。

刘佐率部赶到石桥，命令各连迅
速进入战斗位置。按照既定部署，5
时许，七连进至345.6高地南坡，八
连、九连进至北坡，1 个排担任警
戒，防敌迂回。

7日清晨，敌人缓缓进入三营的
伏击圈。前哨刚过，又有几十个骑马
的敌人进入石桥西北河滩的开阔地

带。刘佐断定这些是敌军指挥员，便一
声令下：“打！”由十几名特等射手组成
的突击班为先导，全营两挺重机枪、三
挺轻机枪和数百支步枪，顷刻间吐出了
长长的火舌，愤怒的子弹呼啸而出射向
敌人。骑在马上的敌人纷纷中弹落马，
受惊的战马横冲直撞，又撞伤踩踏了后
面不少敌人。一片混乱中，吉川资当场
中枪丧命。

在三营伏击成功后，团首长率领
一营、二营赶到战场，随即向敌人发
起猛攻。敌人不支，仓皇逃入石桥
村，企图依靠民房负隅顽抗，固守待
援。团首长在听取敌情报告后，随即
部署二营由石桥西南主攻，一营由石
桥东侧助攻，三营转为团预备队担任
石桥北侧警戒。黄昏时分，二营攻入
石桥村，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逐屋
逐户的争夺。激战中，县独立营、大
泉区中队前来参战，周围 10 多个村
的民兵和群众也积极配合。敌军残部
抵挡不住，又逃到公路以西一个小高
地和薛家官庄。经过 1 天的战斗，歼
灭日军 200 多人 （其中击毙日军旅团
长 1 名、大队长 1 名、中队长 2 名、
小队长 4名），毙伤伪军 400多人，缴
获战马62匹及大批枪支弹药。鉴于战
斗目的已经达到，二团领导随即命令
部队撤出战斗。战后，鲁中军区第二
团受到上级的通令嘉奖。

鲁中军区二团击毙日军少将
李仲

1943 年，日伪对共产党、新
四军领导的太 （湖） 滆 （湖） 抗日
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乡”。中共
太滆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积
极开展游击活动，主动出击，彻底
粉碎日伪的“清乡”企图和伪化活
动。据此，战斗在这一地区的新四
军十六旅独立二团对兵力作了适当
分散，和当地的武装密切配合，组
织短小精悍的短枪班，采取“外线
出击，内线坚持”的办法，在“清
乡”区内外穿插，灵活机动地打击
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当时，宜兴芳桥镇上驻有日军
1 个小队和伪军 1 个排，属和桥镇
日军管辖。1943 年 4 月，独立二团
侦察员掌握了芳桥磨盘山日伪驻军
的行动规律：该敌每月都要由磨盘
山出发，途经架弓山、李山，去和
桥领取给养和军用物资，上午去，
下午原路返回。

据此，中共太滆地委书记陈立
平和独立二团团长杨洪才研究制定
了一个对芳桥据点日伪军的“劫
道”计划，决定由二团二营的一个
连执行这项任务，并确定伏击地点
设在李山。李山东南约两里路有一
个五六户人家的自然村名叫旱沟
村，处于和桥至芳桥的大路北侧，
是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5 月 8 日，芳桥据点的日伪军
出发前往和桥领取军需物资，杨洪

才得到报告后，立即召集指战员进
行 战 斗 动 员 ， 详 细 交 代 了 战 斗 任
务。接着，杨洪才亲自率领 1 个排很
快来到了旱沟村。按照计划，杨洪
才带 1 个班和两挺机枪埋伏在村边的
竹园里，投弹组设伏在一个大土堆
上，连长张玉泉带两个班隐蔽在竹
园附近牛车棚的低凹处，大路两侧
也埋伏了几名战士。设伏完毕后，
据侦察员报告：芳桥据点的日伪军
携带军需物资从和桥出发了。杨洪
才立即命令战士做好战斗准备。

14 时左右，伪军在前，日军在
后，走进伏击圈。当敌人全部走进
伏击的火力网时，一声令下，各阵
地一齐开火，手榴弹也一个个飞进
敌阵，敌指挥官和机枪手首先被击
毙 ， 残 敌 企 图 躲 到 麦 田 里 负 隅 顽
抗，却遭到埋伏在道路两侧战士的
猛烈打击。见敌人阵脚大乱，杨洪
才立即命令隐蔽在牛车棚附近的战
士发起冲锋。

仅半小时，李山伏击战就胜利结
束了。这一仗全歼日伪军 20 人，其
中击毙日军 5 名、伪军 3 名，俘虏日
军 1 名、伪军数名，缴获机枪 1 挺、
步枪 20 支、左轮手枪 1 支、掷弹筒 1
具、指挥刀 1 把以及一批军用物资。
李山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伪
军的嚣张气焰，更加坚定了太滆抗
日根据地军民反“清乡”斗争的必
胜决心。

独立二团李山“劫道”歼敌
赵荫棠

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简称“工合”）于汉口正式成立，理事
会由国共两党要员、爱国民主人士组
成，宋庆龄出任名誉理事长，其宗旨是

“利用后方的丰富资源和从敌占区来
的难民建立规模不等的工业合作社，
生产工业和生活用品供给军需民用”。
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
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由于宋
庆龄的崇高威望，“工合”国际委员会
一成立，就获得了国际友人、海外华侨
的广泛支持。

宋庆龄对“工合”工作极为重
视。1941年 5月初，宋庆龄决定以
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的名
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

“工合”募捐，以扩大“工合”规模
救济难民伤兵支援前线。“保盟”在
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

宋庆龄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一碗饭运
动”委员会号召香港民众“用节约一碗
饭的精神以物力支援祖国抗战”，并规
定了募捐办法：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
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
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
炒饭一碗，发售餐券的所有收入全数赠
送给“工合”。

为推进“一碗饭运动”的积极展
开，“保盟”特别印制了各种精良的传
单和标语，高悬在港九码头、车站及娱
乐场所。由“保盟”资助创办的香港
《华商报》，为“一碗饭运动”提供了宣
传阵地，刊登了宋庆龄为“一碗饭运
动”所写的题词以及多篇由夏衍、张友
渔等著名文化人撰写的盛赞“一碗饭运
动”的文章。香港餐饮界同仁积极支持
这一爱国运动，踊跃报名参加，不但不
要求收回成本，而且还“竞相提高报效
的碗数”。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认销
餐券及代销餐券行动非常踊跃，很多海
外华侨也汇款到香港，认购餐券。

7月 1 日晚，“一碗饭运动”开幕
典礼如期举行，“保盟”领导、“工合”

代表以及救亡团体代表、文化界名人、
工商界领袖、港英政府官员等150余人
出席。随着宋庆龄乘车到达典礼现场，

“向孙夫人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掌声雷动。宋庆龄遂提前下车，向夹道
欢迎的人群含笑致意。晚8点整，典礼
开始，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对“一碗饭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她
说：“香港的‘一碗饭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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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的讲话获得了听众雷鸣
般的掌声。

会场主席台上摆着一批孙中山的墨
宝与纪念品，是宋庆龄捐赠给“一碗饭
运动”义卖的。当宣布义卖开始时，因
与会的各界代表积极争购，临时决定改
义卖为拍卖，虽如此，仍很快被抢购
一空。

8月1日，是“一碗饭运动”开展
的第一天。香港车站、码头、机场、大
街小巷、娱乐场所乃至汽车上到处可见

“一碗饭运动”的标语、宣传画上面写
着：“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多
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各认捐炒
饭的餐厅都装饰一新，门口挂着“爱国
之门”“欢迎来吃救国饭”的横幅；有
的还展出了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工
合”社员努力生产的图片。“保盟”中
央委员廖梦醒等到参加活动的各餐厅巡
视，表示感谢。中午，认购炒饭的各界
人士纷纷前往各餐厅持券就餐，称炒饭
为“爱国饭”“救国饭”。“一碗饭运
动”原计划举行三天，后应各界要求，
不少餐厅主动延期至8月底。

8 月底，“一碗饭运动”圆满结
束，共筹集款项港币 23128 元，国币
615元。这笔款项连同各团体、个人的
捐款，全部作为救济基金。9月1日傍
晚，“保盟”隆重举行“一碗饭运动”
结束、颁奖典礼，宋庆龄亲临主持，何
香凝及中外来宾、各社团代表共百余人
出席。

会上，何香凝发表演说，感谢宋庆
龄和中外各界人士对“一碗饭运动”的

“积极支持”、热心帮忙，同时强调：
“我国现在抗战正酣，国内同胞蒙难正
多，希望全港侨胞能够再接再厉，继续
加倍努力。”

宋庆龄亲自向在这个运动中作出较
大贡献的13家餐厅的代表颁赠了绣有
由她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4个字的
红缎锦旗，还向自始至终热诚赞助“一
碗饭运动”的多名餐厅拥有者赠送了孙
中山遗墨以资鼓励。

宋庆龄和“一碗饭运动”
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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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把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
办成向世界展示人民武装的重
要窗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
抗日根据地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对日
作战，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但
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这些战绩并不
为外界所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多处于偏远地区和敌
后，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则与国民
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军事
封锁与包围有关。当时，国民党顽
固派对新闻报道采取严密的检查制
度，外界无法获得中共领导下的人
民武装的真实信息。

鉴于此种情况，宋庆龄和她领
导的“保盟”意识到，“保卫中国同
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
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
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还“应该承
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
的职责”。

1938 年下半年，宋庆龄领导
“保盟”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保卫
中国同盟通讯》（简称《通讯》）。该
刊物专门向国际友人和华侨介绍保盟
的工作和物资需求，并将重点放在对
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介绍、宣传
上，积极致力于报道被封锁的敌后抗
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的真实情况。

《通讯》早期是一份油印本的英
文简报，邀请进步的外国记者贝特
兰、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从1939年4月1日起，《通讯》改为
铅印出版的英文双周刊，一直到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共出版了36
期。为了扩大在广大华侨、华人中
的影响力，1941年初还出版了中文
版，由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

宋庆龄曾回忆说，《通讯》的出版
发行，是为了“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
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
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
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此
外，我们揭露了那些贪污腐化背信弃
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
行种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
事业”。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宋庆龄指示“保盟”利用自己的出版
物，积极宣传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0年 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
了以切断日军交通命脉、打破敌人对
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主要任务的百团
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
焰，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
面战场。《通讯》第一时间对八路军开
展百团大战的情况进行报道：“八路军
在8月和9月的重大攻势中，攻占了华
北近50处重要据点，包括历来被称为

‘通向山西的门户’的娘子关，以及具
有战略地位的大段线路。这一振奋人
心的篇章，是对其他地区向日本人作
出的遗憾退让的有力补偿。”同年 11
月，《通讯》又详细报道了百团大战的
战况，列出了八路军在前三个星期内
取得的战果。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
八路军的战绩，还专门刊载了“华北
游击区域地区”示意图，显示八路军
所在的主要区域。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
尔逊在抗战初期曾不畏艰险，深入敌
后和正面战场，拜会了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认真考
察了人民军队的抗战，发现“在共产
党军队内有着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
的民主”。后来，他“以忠实地宣传中
国抗战，特别是中共及八路军抗战的
真相为头等大事”，又对新四军进行了
访问。《通讯》曾刊载卡尔逊反映新四
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地报告 《在长
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让世界进一
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

民的艰苦情况和不屈斗志，在国内外
引起了很大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通讯》还刊载八
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较的
文章，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大部
分中央军驻扎在后方，而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
出色地组织起游击战根据地。和其他
军队不同的是，这两支部队始终执行
了武装动员民众的方针，达到有组织
的团结抗日。别的中国军队只是把他
们自己视作职业士兵，这两支部队却
总是履行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拓
者和建设者的职责。这就是八路军、
新四军被称为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
先锋的原因。”

广邀国际友人撰稿，报道中
共的方针政策及人民武装的战果

《通讯》 还专门开设“战地报告”
栏目，邀请在华的国际友人如马海
德、路易·艾黎、白求恩、王安娜等
为 《通讯》 撰稿或提供文章，向世界
宣传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方针政策
及其战果。新西兰记者、作家詹姆
斯·贝特兰 1937 年来远东旅行研究，
同年由北平秘密前往延安，访问了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问
题 。 在 1938 年 至 1939 年 间 任 英 国
《每日先驱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驻
华特派员，此后应宋庆龄之邀，参加
保卫中国同盟，与爱泼斯坦共同负责

“保盟”的国际宣传，编辑出版 《通
讯》。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帮助下，贝特
兰多次深入抗战前线与后方，采写了
不少好文章，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
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武装的抗战业
绩，有部分战地报告文章就刊发在
《通讯》上，如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
告，《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
的行程》《同日本摊牌？》《纪念白求
恩》《日本在华北的进攻》等。宋庆龄

非常欣赏贝特兰写的文章，曾给他写
信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极了，读来令
人精神振奋，我非常欣赏。”并鼓励他
继续报道中国抗战。他还有数部关于
中国抗战的专著，如 《西安事变真
相》《华北前线》《战争阴影》 等，部
分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出版发行的。

通过演讲和信函等方式向世
界介绍、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

宋庆龄曾说：“我所发表的文字许
多是以国外读者为对象的。”宋庆龄先
后为 《通讯》 撰写了多篇文章和评
论，同时，她还通过演讲和信函等方
式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
活动，并为中共和人民武装争取外界
援助。1937 年 8月，宋庆龄发表文章
《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文中指出：“经
过十年内战，国内许多地方遭到摧
残，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
成了抗日的先锋。从最近访问红区的
《伦敦每日先锋报》 记者斯诺的文章，
我们知道了红区的真实情况，并且认
清了那些从来不敢走到所谓‘匪徒’
近旁去看看的人所作的宣传是多么荒
谬与虚伪。”

1937 年 9 月，八路军取得了平型
关大捷，这是中国军队在全面抗战爆
发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八路军
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0
月，宋庆龄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
中，特别提到此事，“过去的红军即现
在的第八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
正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
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宋庆龄也
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及，她向世界
呼吁：“我们为什么重点叙述边区？因
为它们应该比诸其他地区和军队优先
获得援助吗？不是。我们重点叙述游
击区是因为这些游击队面对的作战对
象，占在华日军的几乎一半，而最近
三年以来从未得到政府的援助，包括
军火、金钱和医疗物资。”

1943年，宋庆龄致信美国中国救
济联合委员会委员坎农，在信中提
到：“游击队在几乎没有武器和外界支
援的情况下，不仅在装备精良的占领
军的后方建立、保持和扩大了抵抗基
地 （这些基地总有一天会成为反攻的
前哨），他们还赢得了人民军队的光荣
称号，而这样的军队是绝不会扔下一
个伤员不管的。”

通过宋庆龄和“保盟”卓有成效的
宣传工作，各国人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了解，从而更加
广泛、更加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战。许多
国家都成立了援华会，积极支持、配合

“保盟”的工作，并通过“保盟”，向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提供了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的帮助，有力支援了
中国抗战。与此同时，宋庆龄和“保
盟”救济工作逐步扩大，与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援华团体
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
的联系。《通讯》和其他出版物的影响
不断扩大，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
升到2500册。

（作者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宋庆龄主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
蒋佳妮

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