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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是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午夜前不久的

黑暗中开始的。

而那个 1937 年的夜晚， 几乎所有的记载

都提到，“这是一个和煦的夏夜，空气中有粮食

的香气。 ”

在 1937年 7月 7日这一天，对于这场战事

的最终来临， 蒋介石已经从 1931 年“9·18 事

变”的猝不及防变得无比确信。

在政治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使他

在口头上答

应了抗日 ；

而 在 经 济

上， 他更加

意识到，财政部长宋子文,正在使这个庞大的国

家迈进金融和税收统一这个环节，而利用重工

业和资源管理手段将会使他的政府能够应对

未来的战争。

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 进而推动重

工业发展，这就是 1937 年之前的中国经济的

明显脉络。 有专家后来指出，在那个特定的

历史时期，有些经济政策正在改变落后的中

国。

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20 世纪 30 年代的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 缓慢的发展过

程。 经过实施新的财政经济方针，1928 年至

1930年间，经济水平是上升的。 而 1931 年后，

经济状况恶化，经济水平下降。

于是，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

两改元令》，规定从 4月 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

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彻底废除从晚清

流通至今的银两。 然而，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

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

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受到严

重打击。

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

制，于 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 从此中国经济不

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

水平迅速恢复， 至 1936 年达到了民国时期最

高的经济水平。

战前“黄金十年”

本报记者 汪晓东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 年 10 月 21

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现属厦门市集

美区）。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

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成长于郑

成功抗清复明故垒的陈嘉庚， 一生为辛

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

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成立商会支援抗战

深受孙中山思想影响的陈嘉庚，于 1910 年加入同

盟会，并慷慨资助孙中山的事业。 1937 年“七七事变”之

后，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不同时

期简称南侨商会、南侨总会），并被推选为主席。 向华侨

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商会当时的首要任务。

仅 1939 年一年， 南侨商会就向祖国汇款 3.6 亿多

大洋（银元）。 1942年南洋沦陷，日军得知陈嘉庚是南侨

商会的主席和他在南洋华侨之中的威望时，开始劝说陈

嘉庚为日军效力，被他断然拒绝。陈嘉庚郑重声明：绝不

能和日军有任何合作，誓与外敌抗战到底！ 陈嘉庚由此

遭到日军的“通缉”。 为了不当俘虏，陈嘉庚组织募捐的

时候，总是随时携带一剂剧毒氰化钾，时刻准备为国家

和民族而牺牲。 在陈嘉庚的组织与号召下，1937—1945年 8

年中，南侨商会共捐献飞机 217 架、坦克 27 辆、救护车 1000

辆、大米 1 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年总数达

3000批以上，捐款共达 13亿多大洋。

抗战时期， 很多富家巨商们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资产

全部藏起来、转移或是迁资海外，陈嘉庚却把自己的大部分

资产全部拿出来支持抗战，带头募捐。

与汪精卫斗争，也是陈嘉庚“抗战”的重要内容。陈嘉庚早

年与汪精卫相识，两人私交甚好。1938年 10月武汉、广州相继

失守，相继传出汪精卫与日寇苟和之事。陈嘉庚遂以朋友的身

份询问是否属实，他怒斥道：我们乃民族之儿女，应团结一致

对抗外敌，怎么能轻易和谈言败！ 我们虽然武力比较弱，但是

我们不能在思想上摧毁自己！

寻求出路心向延安

1940 年陈嘉庚回国慰问考察，在重庆期间，大小宴会每

天都有，而且不止一次。

有一次，接待他赴宴的地方竟然是一座富丽堂皇极其奢华

的大官府邸， 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官邸。

遂后陈嘉庚便登报声明：“鉴于国难当头，任何浪费都与国家利

益不容。 ”由此他宣布：不管何方邀请，凡盛会一律不参加。

陈嘉庚看到重庆的国民党达官贵人花天酒地、 铺张浪费、

挥金如土的作风，很是不悦。 后来，他还将自己在重庆慰问考察

时， 将自己所看到的国民党官员铺张浪费大肆挥霍等情况，向

蒋介石作了汇报。

在重庆期间，中共中央领导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曾亲自拜

访陈嘉庚，向他赠送了延安的土特产还有三件陕北出产的羊皮

衣，并转达了毛泽东对他到延安考察的邀请。

陈嘉庚在延安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他一到延安，

就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他不但听其言更观

其行。 有一天毛泽东请陈嘉庚吃“党宴”，只有白菜、咸萝卜干，

外加一碗鸡汤。

所有这些，陈嘉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抗战意志坚定不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各入海口岸均被日军占领，大量的

军用和民用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来运输。 且不说公路的崎岖难

行，也不说日军的狂轰滥炸，单是熟练的司机和修理工（当时称“机

工”），国内当时就非常奇缺。

1939 年，南侨总会受国民政府委托，在南洋招募华侨机工，成

立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陈嘉庚明确说道，此次招募是为了

支援国家抗战，只管吃住和微薄的薪金，甚至什么都没有，要义务为

国家贡献。 他招募机工的广告一出，立即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报名踊跃。 经过严格筛选，3200 多人分批

回国，大都奋战在滇缅公路上，最后有 1000多人战死、受伤和失踪。

1940 年春，陈嘉庚亲自回国看望南侨机工，他看到这些南侨

机工驾驶汽车在敌机的轰炸之下， 用鲜血和生命护送着抗战所需

要的各种物资，赞美他们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为了培养更多的机工人才，陈嘉庚回到南洋后，从国外高薪聘

请技术工人，开办机工学校，准备继续为祖国服务，直到抗战的完

全胜利。

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接受政府邀请，回到北京定

居。1961 年 8 月 12日，陈嘉庚在京病逝。政府给予了陈嘉庚国葬的

隆重礼遇，治丧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总理担任，周恩来总理和朱德

委员长亲自执绋， 陈毅元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是一

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由于陈嘉庚对抗战和祖国的独特贡献，毛主

席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61 年陈嘉庚去世之后，把自己大部分资产捐献国家用做公

益、教育事业，他并没有给子女留下过多的财产。 为贯彻先辈对教

育事业的支持，“李氏基金会”负责人李成义（陈嘉庚外孙），向厦大

捐赠 1000 万元新币（约合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资助厦大医学

院和护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陈嘉庚：

华侨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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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红色”园区布局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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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北的 6月，阳光算不上炙热，但正午时

分让人的体感还是有点不适。 从北京一路向

西 300公里， 听到一个如雷贯耳的地名即是

平型关。

2015 年 6 月初，在山西繁峙县人大供职

的一位政府官员，带着《中国企业报》记者，来

到该县横涧乡桥儿沟村。她要介绍的，不仅是

当年声名远播的平型关大捷， 更要向我们推

荐今天的繁峙旅游。如今，在平型关战役主战

区之一的繁峙县， 依托红色旅游和自然景观

的一场经济会战，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70年前的绝地反击

桥儿沟村，地图上几乎找不到，但在这个

名叫“乔沟”的小地方，阳光被树枝撕裂成的

阴影，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年的刀光剑影。

站在乔沟沟底， 几乎在一瞬间就能理解

70 多年前 115 师师长林彪，为什么会把这里

选作“对日第一战”的战场———仅能勉强容一

辆汽车通过的土路，两边则是高达 20 米左右

的陡崖，沟内没有任何躲藏之处。

乔沟这条长 10 公里、 宽不足 10 米的峡

谷古道，西达雁门，东通京蓟。 蒙古骑兵正是

由此进入中原。 1930 年的那个时代，它是灵

丘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 也因此成为一千日

酋的绝地。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军全面侵华。 7 月

29 日、30 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为确立对

平、 津的占领， 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察哈尔兵

团，随即对拥有煤炭、钢铁等战略资源，并有

着强大战略支撑作用的山西展开进攻。

日军兵分两路， 试图围攻第二战区阎锡

山太原本部。 第一路，前出雁门关南下；第二

路，出兵浑源、灵丘，意图进占平型关抄断雁

门守军退路。事实上，在日军第一路的虚张声

势下， 国军在雁门关布下的重兵防守霎时成

为“马其诺防线”。与此同时，第二路板垣征四

郎带领的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前出浑源， 迅速

合围国民党 17 军第 84 师，在英勇抵抗后，84

师大部官兵壮烈殉国。 平型关亦危在旦夕。

9 月，有着“中国通”之称的板垣征四郎

狂妄地认为，在战斗部队突出部身后的 30公

里狭长地带， 不会出现中国军队的身影。 然

而， 刚刚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

十八集团军第 115师， 早已在繁峙大营镇潜

伏待命。

此前，面对华北日军的大举进犯，阎锡山

深感山西北部和东北部之压力，焦虑中，他不

得不请求毛泽东迅速驰援平型关守军。

115师先头部队 343旅，长途奔袭进驻繁

峙大营，平型关近在咫尺。 随后赶到的林彪、

聂荣臻仔细勘察地形后认为， 板垣身后连接

繁峙平型关和灵丘的瓶状地形， 是伏击日军

的绝佳地点。

沿着繁峙平型关村的山路， 蜿蜒不到 3

华里， 平型关会战的纪念馆便出现在灵丘一

方，村民指着碎石遍地的峡谷：这就是当年林

彪、 聂荣臻指挥 115师全歼板垣辎重部队的

地方。

“小的时候， 这里还能看到日本兵的钢

盔，也有日本人到这里谢罪。 ”村民告诉记者，

这是打败了中国 70 个师的‘板垣师团’首次

栽在中国军队手中， 也是平型关大捷整个作

战区域繁峙、灵丘人民的胜利。

又一场经济会战

平型关大捷， 成了“一场最好的政治动

员”。

红色根据地发展鼎盛时期， 最大的中央

苏区人口也只有 250 万人。除苏区人民外，全

国几亿人民对共产党了解甚少， 八路军在平

型关一战成名， 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

和八路军部队。

时任 686 团组织处股长， 后为《解放军

报》 首任总编辑的欧阳文回忆，“平型关一战

八路军、115 师一下打出名气了，战后我们到

晋南招兵， 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

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

就招了 3000 多人。 ”

这一战， 不仅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力量，多年后，为这个地方的“经济会战”积蓄

了能量。

眼下，不可否认，资源市场的疲软态势已

经影响到铁矿、金矿、钼矿被誉为“繁峙三宝”

的发展，由于相关产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

产品附加值低，缺乏竞争力，传统产业面临挑

战。

因此， 按照打造“一区一带十大产业园

区”的总体目标，繁峙整合辐射周边的旅游服

务园区。

繁峙县旅游服务园区为该地区的

深厚文化积淀， 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

提供配套资源。 有助于在旅游产业的

发展方面发挥得天

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旅游业将成为县域

经济又一战略制高点。

浮沱河， 发源于繁峙横涧乡桥儿沟村一

带，落差大，水流湍急，河水从山西高原一泻

千里， 东流汇入河北省献县臧桥与子牙河另

一支流。

“渡过浮沱河，日军进犯太原将再无天然

屏障，因此，当年，阎锡山为防止日军合围太

原，迅速退守至雁门关以内，忻口一线，以阻

击日军。 ”繁峙的这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溯

源浮沱河对研究平型关大捷和忻口会战有很

大的历史意义。

这位官员说，下一步，开发横涧乡桥儿沟

村探寻滹沱河发源地等红色旅游项目对新时

期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除此之外，繁峙平

型关等文物古迹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壮美，这

都是繁峙发起旅游业会战的战略方向。

上述官员透露， 目前， 领导班子正在筹

划，全员招商，旅游产业将成为繁峙经济发展

的主导方向。

而在今年 5月 6日，以“滹源明珠———繁

峙” 为主题的繁峙县文化旅游形象展在山西

省工艺美术大厦开幕， 繁峙向全社会推介繁

峙县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

“红色”园区发展绿色经济

事实上， 繁峙早已开始旅游产业战略布

局。

去年，忻州市政协主席张明成指出，政府

要加大对自然景观、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

在下一步发展中，首先要定位准确，坚持

保护和开发并重，深入挖掘历史意义、文化内

涵， 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打造精品旅游景

区；其次要强化景区管理，完善周边配套设施

建设，抓好周边的环境治理。通过宣传扩大知

名度，聚集人气，吸引更多的游客。 把文化旅

游产业打造成繁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新引擎。

据山西政府网消息， 由繁峙县旅游开发

服务中心承接， 繁峙已开始发布平型关红色

旅游景区招商，该景区包括平型关、毛主席路

居伯强纪念馆、岩山寺三个主要景点组成，占

地总面积 1500 亩，主要内容为：旅游专用公

路 30 公里，整修、公共卫生设施等配套。建成

后，预计年旅游收入 1000 万元人民币，利税

4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官员告诉记者， 繁峙县立足得天独

厚的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景观， 全力打造晋

北旅游基地，培育绿色增长极。

在把砂河镇打造为五台山“北服务区”的

同时，重点开发平型关等红色旅游景点，已经

开工的平型关一期工程投入 4598 万元修复

关楼、关城、两翼长城，并整合平型关村景点，

使其重现生机。

她说，这将是平型关大捷后又一次大规

模集结的经济会战。当然，旅游服务园区将成

为这场战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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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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