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学 研穷 2010．2． 

张雪岩 与抗战时期的节 约献金救国运动 

王京强 

[摘要) 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是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四川成都兴起并逐渐发展到遍及整个 

四川的一场爱国运动。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张雪岩参与发起了这场节约献金救 

国运动，通过 《田家半月报》和其他方式广泛宣传动员民众节约献金救国，组织 《田家半月 

报》的读者和基督教团体及社会各界民众开展募捐和献金。张雪岩在此运动中所做的工作对 

推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发展和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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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秋 ，作为世 界 反法 西斯 战 争重 要组 成 

部分的中华民族抗 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抗 战 

处在更为艰难的阶段。为 了慰劳前线抗 战的将 士 

和救 济 流 亡 到 大 后 方 的 难 民 ， 由号 称 “基 督 将 

军”的冯玉祥所倡导的节约献金救 国运动首先在 

成都 的 中国基 督 教 团体 中 兴起 ，随后 逐渐 发 展 为 

社会 各界参 与 的 爱 国运 动 。该运 动 几 乎遍 及 整个 

四川 ，持续长达 两年半 的时 间 (1942年 9月一 

1945年 2月)，在对抗 战的经济支援和 民众爱国 

热情 的调动方 面都发 挥 了积极而有 效 的作 用 。 

关 于节 约献金 救 国运 动 的学 术研 究 ，已有 一 

定成果 。① 这 些 成 果几 乎 均 是 围绕 着 该 运 动 的核 

心人 物冯玉祥 ，论 述 或评 价 其 在节 约 献 金救 国运 

动中的宣传活动及作用 ，常常忽略其他人物。然 

而 ，除 了冯 玉祥 之 外 ，还有 许 多 爱 国人 士 在此 运 

动 中做 出了不可磨 灭 的贡 献 ，发 挥 了重 要 的作 用 。 

由此，本文着重考察一位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爱 

国民主人 士 张雪 岩②在 节 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过 程 中 

① 主要有 《冯玉祥与四川献金运动》 (张中微，《文史杂志》1987年第4期)、《冯玉祥抗战时期发动爱国献金运动 

的特点》 (冯慧珠，《成都师专学报》1991年第 1期)、《冯玉祥为抗战募捐》 (罗先哲，《文史春秋》2001年第 4 

期)、《抗战后期冯玉祥发动的献金救国运动》(梁星亮，《民国春秋》2001年第 6期)、《冯玉祥赴小镇号召募捐 

抗 日》 (吕平 ，《世纪》2003年第 3期)、《冯玉祥小镇募捐》 (吕平，《红岩春秋》2003年第 4期)、《冯玉祥小 

镇募捐为抗 日》 (倪良端，《文史春秋》2004年第 2期)、《冯玉祥将军与内江三县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杨修 

武、甘德明，《四川档案》2005年第 3期)、 《日月并辉永存不朽——从冯玉祥的亲笔信看 自贡市的献金热潮》 

(沈涛，《四川档案》2005年第5期)、《抗战后期四川节约献金救国运动评述》(陈翔 ，《四川档案》2005年第 5 

期)、《试析自贡报纸在冯玉祥主持的第二次自贡节约献金运动中的作用》(黄宗凯，《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6 

年第2期)、《白沙镇 “献金”记》(庞国翔，《文史月刊》2008年第 l0期)等。 

② 张雪岩 (1901—1950)，山东潍坊人 ，基督教文字工作者，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他于 1930年9 

月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求学；1933年 6月，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工作，担任宗教教育干事；1934年 8月 1日， 

与孙恩三一起在济南齐鲁大学创办服务农民大众的报刊—— 《田家半月报》；1937年 8月中旬，赴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40年6月，获得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40年9月初，归国后直接抵达 

成都，继续编辑 《田家半月报》，并兼任齐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6年5月4日，参与创建九三学社；1949年 

9月 21日，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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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 情况 。 
一

、 参 与发 起和 宣传 献金 

1942年 8月初 ，国 民政府 军 事委 员会 副 委员 

长冯玉祥应邀到灌县夏令营 讲 话 ，9月初 的返程 

途中，顺道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与基督教会 的朋 

友 召 开 了一 个 座 谈 会 。 此 次 座 谈 会 主 要 讨 论 了 

“基 督徒 在抗 战 期 间应 当 做 什 么 ” 的 问 题 ，约 有 

20多人 参会 ， 《田家 半 月 报 》② 总编 辑 、齐 鲁 大 

学社 会 学系教 授 张雪岩 也在 出席之 列 。 

冯 玉祥在 会 上 作 了开 场 发 言 ，阐明其 个 人 对 

座谈 会所 谈 论 问题 的 观点 ： “日本 帝 国 主义 是 要 

亡 我们 的 国家 ，灭 亡 我们 的 民族 ，我 们 必须 不 分 

男女 老 幼 ，大家 都 携 起 手来 ，能 出力 的 出力 ，不 

能 出力 的可 以出 钱 。这样 齐 心 协 力 ，我们 才 能 打 

走 日本鬼 子 ，才 能 救 我们 的 国家 。若 是 不 管 这些 

事 ，光靠着上天堂 ，恐怕 国亡。能活着，也要进 

十八 层 地 狱 。当 亡 国奴 的人 ，永 远 不 配 上 天 堂 。 

现在国家正在危急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出钱出力。 

出力 是做 什 么 呢? 就 是 当兵 ，其 次 就是 出钱 。我 

们大 家若觉 得 上 帝 是在 我 们 顶 上 ，我们 想 着 怎样 

才能对 得住 国家 ，才 能对得住主持真理 的上帝 ， 

我们有 这 样 的感 觉 ，从 今 天 起 ，我们 有 儿 子 的就 

送他去 当兵 。不 然 ，我 们 就 每 天 ，每 个 星期 ，或 

是每个 月拿 出多少 钱 来 献 给 国家 ，我 们 叫个基 督 

徒 献金 会 ，也无 不可 。”̈  

这 一提议 得 到 与 会者 的积 极 支持 ，有 人 当场 

建议 座谈 会 结束 后 ，另 外 再 开 一个 会 专 门讨 论 基 

督徒节约献金救国的具体事宜。所以，在散会之 

前 ，他们 便 约定 了再 次 开会 的时 间 ，并决 定 由吴 

耀宗 (青 年会全 国协会 出版部 主任 )和张仕 章 

(青 年会 全 国协 会 文字干 事 ) 等人负 责筹备 工作 。 

按 照座谈 会上 的约定 ，冯玉 祥与基 督 教界人 士 

又连 续 开 会 ，商 讨 基 督 徒 献 金 救 国 的方 案 。 1942 

年 9月 19 日，节 约献 金 救 国会 议在 成 都基 督 教青 

年会 召 开 ，冯 玉 祥 与梅 贻 宝 、张 凌高 、宋 诚 之 、张雪 

岩 、任 子立 、吴 耀 宗 、谭 光 复 、邵镜 三 、张 伯怀 、王 俊 

贤、左 月清 、张仕 章 、陈 以诚 、徐 宝 谦 、戚 寿南 、邹 秉 

彝 、张克 襄 、蒋 翼振 、蔡葵 、杨少 荃 、胡敬伯 、陈裕 光 、 

曹钟 梁 、吴贻 芳 、朱 继 昌等 26名 在成 都 的基 督教 界 

知名 人 士 ，其 中包 括 教 会 大学 校 长 和教 授 、基 督 教 

文字工作者、全国性和四川地方性基督教会团体的 

负责人 ，集体发起在成都成立“中国基督徒节约献 

金救 国运 动分会 ”，其 中之 意是 要 将 总会 留到 重 庆 

设立 。会议推选左月清任主席 、张凌高任副主席 ， 

除了正副主席~-#1-，共设有三个组 ，每组有组长一 

人 ，分别是总务组组长任子立、文书组组长王俊贤 

和吴 耀宗 、宣传 组组 长 张雪 岩 。会 议 决议 “中国基 

督徒 节约 献 金救 国 运 动 成都 分 会 ”的会 址 设 置 于 

成都 青年会 内。 

对于发起 中国基督徒 节约献金运动 的原 因 ，会 

议所公布 的 “中 国基 督 徒 节 约献 金 运 动 缘起 ” 中 

写道：“当此抗战进入更惨烈更艰苦阶段之际，凡 

我 国民 自应再接再励 ，有钱 出钱 ，有力 出力 ，俾抗 

建大业早底 于成 。我辈基 督徒爱 国 ，向不 后人 ，对 

救 国工作 ，尤应有 积极 之表示 ，藉 彰牺牲爱 人之教 

旨于人 间 ，爰特集合 同道 ，签起节 约献金 运动 ，慰 

劳为吾人之 自由浴血牺牲之英勇将士，及为此而流 

亡之颠沛民众。基督牺牲无我之教义 ，或可藉此表 

彰于万一 ，俾吾人 良心获 慰，信心得 妥，凡我 同 

道 ，希能踊跃参 加 ，各 本 国家 兴亡 匹 夫有 责 之义 ， 

及滴 水成河集腋成裘之理 ，共起图之 。” 

同时，会议规定 了具体的献金办法 ：“ (一) 

凡参 加 本运 动 者 ，须 实 行 节 约 ，按 月 由进 款 中提 

出一 定数 目，送 交本 运 动 所 组织 之 委 员 会 ，作 为 

慰 劳前方将 士及 流 亡 民众 之用 。 (二 ) 本 运 动 在 

重 庆设总 会 ，各地 设 分 会 ，由当地 负责 基 督 徒 组 

织之 。 (三 ) 献 金 每 三 月 一 次 ，由各 地分 会 汇齐 

汇送 重庆 总会 转 呈 蒋 委 员 长 。 (四 ) 献 金 收 据 ， 

由各 地分会 自行 印发 ，收支 情 形 ，每 三 月公 布一 

次 。 (五 ) 所 有献 金 ，应 全 数送 呈 ，不得 移 作 其 

他用途，亦不得作任何开支。”H 

中 国基 督 徒 节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成 都 分会 成 立 

后 ，张雪岩凭 借其 多 年 从事 文 字 工 作 的经 验 承 担 

起 节约献 金救 国运 动 的宣 传 和 动员 任 务 ，充 分 利 

用 《田家 -T-月 报》 的舆 论 宣传 作 用 ， 向读 者 大 力 

报 道 、宣 传节 约献金 救 国运 动 的各方 面情况 。 

张雪 岩具有 强 烈 的 爱 国主 义 思 想 ，对 中 国基 

督徒 节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 极 为热 诚 ，他 趁 冯 玉 祥 在 

成都 期 间 ，和冯 玉 祥 进 行 过深 入 交 流 ，以便 于更 

有效 地推 动 节约 献 金救 国运 动 的发 展 。当时 ，冯 

玉祥 住在华 西协 合 大学 医 学 院教 授李 哲 士 (美 国 

人)家，张雪岩曾到李家与冯玉祥促膝而谈 ，一 

① 即 “四川省青年夏令营”，举办时间为 1942年7月 26日至 8月22日，营址设于灌县中山公园。 

② 《田家半月报》是一种面向农村发行的基督教报刊，于1934年8月1日在济南齐鲁大学创刊，先后在济南 (1934 

年 8月 一1937年 1O月)、长沙 (1937年 10月 一1938年 lO月)、成都 (1938年 1O月 一1944年 9月)、重庆 

(1944年9月一1946年7月)和北京 (1946年7月一1950年2月，1951年l1月一1957年 12月)五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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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来 ，就谈了很久。冯玉祥在 《蓉灌纪行》 中 

记载 了这次谈话 的具体情景 ：谈话 之余 ， “他 

(张雪岩)说要请我吃饭 ，我说不必 ，他说多年 

的老朋 友 ，你 来 到成 都 这个 地 方 ，应 当尽 一 点地 

主之谊 。他总说他在成都住 了好几年 ，他 以为我 

到成都 的一个客人 ，我说你要是真请我的话 ，今 

天不 得 闲 ，明 天早 晨 六 七 点 钟 ，你 买 两 根 油 条 ， 

两个烧 饼 ，咱们 在 一 起 吃 一下 ，就 算你 请 了我好 

不好 ?他说 干 脆 ，好 的很 !第二 天 一早 ，他 就用 

纸包 了油条 烧饼 来 ，我们在 一起一 面吃 ，一面说 ， 

一 面 笑 ，吃得 很痛 快 ，可是 钱 省 的 当不 少 。我们 

前方 ，在抗战 ，不论干什么 ，我们都应 当十分节 

约 ，剩 下来 的钱献 给 国家 ，这 才对 呢。张 先 生就 

是一 位真实 的实行 家 ，近 来 他对 于节 约献 金 救 国 

运动 ，更努力了，并且很有成效。” 

冯 玉祥另外又 以诗歌 的形式较 为 中肯地评 价张 

雪岩道 ：一位苦 斗士 ，生 活似 战线 ，美 国去 留学 ，艰苦 

把书念，不但品学高，更是爱国汉，创办好杂志，田家 

半月刊 ，为 民做 喉舌 ，为 国做宣 传 ，这 天来看 我 ，促膝 

详细谈 ，节约献金事 ，救国大宣传。【6 

为了使读者献 出的血汗款能够真正实现爱国 

救 国 目的 ，张雪 岩 和冯 玉 祥 在 李家 详谈 时就 商讨 

决定将 《田家半 月报》 读者 的救 国捐、寒衣捐、 

慰劳 将士 捐及 抚恤 流亡 民众 和难 童捐 等 ，按 时 汇 

给冯 玉祥 ，由他 直 接交 给 蒋介 石 ，再 由蒋 介 石根 

据 国 民政 府军 事委员 会讨论 指定献 金捐 款的用途 ， 

交托 给最 妥 当的人 去办理 。̈ 

张雪 岩在 《田家半月报 》 上对 献 金 捐款 的处 

理 方式 向读者 作 了简单 的说 明 之后 ，专 门~x,-J-；'-q玉 

祥代转捐款的义举表达了谢意，同时还呼吁读者 

继续献金 以慰劳过冬 的前线战士 ： “望各地读者 

踊跃献捐，以报 国家 ，尤其在这寒冷天气 ，为我 

们守土卫 国的将士，身上极感单薄呀 !望大家一 

致 起来 ，在 各地 各 乡 发起 献 金 运 动 ，慰 劳 冒寒 作 

战 的战士 ，早 将久 盼 的胜 利争 取到手 。” 

1942年 11月 初 ，张 雪 岩 将 读 者 的救 国献 金 

捐款凑 足 1千 元 ，汇 给 了冯 玉 祥 ，托 他 转呈 蒋 介 

石 。11月 中旬 ，张 雪 岩 便 收 到 了冯 玉 祥 的复 函， 

随即将复函内容刊登在 《田家半月报》上 ，使读 

者 清楚 明 了捐款 的去 向 ，即 是 由政府 负责 分 配给 

前 线 的部 队。 

雪岩先 生 惠鉴 ： 

手 书诵 悉 ，款 已转 呈 蒋委 员 长 ，不 日必 

有复示或收据也 ，俟收到后 ，当即奉上 ，请 

释廑 念 。先 生 登 高一 呼 ，使 献金 运 动得 以深 

入农村 ，厥功甚伟 ，钦佩钦佩，祥在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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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百万战 士 ，先 向 先 生致 最 深之 谢 意 ，特 此 

布复 ，并颂撰 安 。 

弟 冯玉祥敬 启 三一 ·十一 ·十一 · 

随后 ，张雪岩又陆续收到读者 的寒衣捐共 计二 

千余元，均全部汇寄给冯玉祥。1943年 1月，张雪 

岩再次接到冯玉祥 的回信 ，信 中同时附寄 了蒋 介石 

的一件墨 宝 ，题 “三 军 挟纩 ” 四个 大 字 ，并 书有 

“田家半 月 刊 读 者 献 金 捐赠 前 方 将 士 寒 衣 题 字 嘉 

美” 等 。张雪 岩认 为这 是 《田家 半 月报 》 全 体 读 

者的光荣 ，所 以特意报道给各地 的读 者 ，他相 信读 

者得到这个好消息之后 ，一定会非 常高兴 ，也 一定 

能够因此而更加踊跃地为国家出力出钱，争取抗战 

的最后 胜利 ，争取 民族 的最 大 光荣 。【l 由此 可 见 ， 

张雪岩在宣传 动 员 《田家 半 月报 》 的读 者参 加 节 

约献金救 国运动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 

二 、主 持献金分 会 

1942年 12月 ，冯 玉祥 在 重 庆成 立 了 “中 国 

基督 徒 节 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 总 会 ”。1943年 2月 ， 

中国基督徒 节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会 成 都 分会 的主 席 

左月清因为另有要务在身 ，便召集会议商讨继任 

人选 的问题 ，经 过讨 论 协 商 ，参 会 代 表 一致 推举 

张雪 岩担任 ，希望 他 能够 继 续利 用 其 从 事文 字 出 

版工作的优势 ，对该运动再做大力宣传 ，在 已取 

得的卓著成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 

张雪 岩成 为 中国基督 徒 节约 献 金救 国运 动 会 

成都 分会 的 主席 后 ，深 感 肩 负 的责 任重 大 ，更 为 

积极地通过 《田家半月报》 多次呼吁读者响应节 

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 。1943年 7月 1 日，张 雪 岩 在 

《田家半月报 》 上发 表 《基督 徒节 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一文 ，分析了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与一 

般募 捐献金 运动 的不 同 ： 

(一 ) 本运 动 的献金 办法 ，是 采取 按 月 

捐 款 ，直 至抗 战胜 利 为止 ，这 样 做 可 以 刻 刻 

激发起 人 民的 爱国心 。 

(二 ) 永 久 性 的 献 金 习 惯 一 旦 养 成 后 ， 

会使人不觉得捐款国家是件苦事。 

(三 )普及 平 民，可收 聚 沙成塔 之 效， 

与其他 募捐之 专 以 少数 士绅 和 工厂行 号 为 对 

象者 ，意义显 有 不 同。而且 日积 月 累，真 会 

使 每 月的捐款像 雪 团一样 ，越 滚越 大。 

(四)个人节约下来的金钱，拿来献给 国 

家，不作无谓浪费，就不致刺激物价上涨，所 

以这种 运动 。从 战时经济的立场上来讲 ，实是 

最有意义，也是对于国家最有实惠的举动。 

本运 动除 了有 上 述 四个 理 由不 同 于一般  

的募捐献金运动外，还有三个特点为一般募 



 

捐运 动所 无 ， 即是 ： 

(一 )所 收 捐 款 直接 由总会 会 长 冯 玉 祥 

先 生 负责献给 蒋委 员长 ，专作 慰 劳前方将 士 ， 

荣誉 军人 和救 济苦难 同胞 之 用。 

(二 ) 所 收 捐 款 不 开 支 分 文 ，无 论 写 信 ， 

喝 茶 ，打 电报 ，跑路 坐 车 等 费 用 ，都 由发 起 

人 自掏腰 包 ，真 正做 到 涓 滴归公 的地步 。 

(三 ) 完 全 出 于 自动 ，不 加 一 点 勉 强 ， 

每 月每人 一 毛 不 算 少，一 万 不 算 多 ，全 由个 

人度 财 量力 ，报 效 国家。 

张雪 岩希 望通 过 比较 两 种献 金 运 动 ，突 显 当 

时基 督徒 节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 的重要 性 ，鼓 励 包 括 

基督徒在 内的全 国民众积极参与到献金运动 中。 

该文 接着 还说 明 了基 督 徒 节 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 的发 

展情 况 和作 用 ： “基 督 徒节 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 ，因 

为有这 些 好 处 ，所 以一 经 发 动 ，便得 着 各 界 爱 国 

同胞 的响应 ，献 金数 目，固是一 月 比一月增加 ， 

而且献 金 方式 ，也 由-e0-~ 的在 薪金 收入 中的节约 ， 

发展到x,J婚丧喜庆的节约 ，重庆方面便有好几位 

先生把准备 花在结婚 ，做 寿，开 吊等上面 的钱 ， 

几 千几 万 的献 给国家 ，如 此看来 ，这 种献金 运动 ， 

不但可以养成我们节约 的美德 ，加强我们爱国的 

心志 ，同时在无 形 中也改 良了我们 社 会 上 一些 不 

好 的奢 靡风 气 ，实在 是一举 数得 ，再好 没有 !” 

由基督 徒发 起 的节 约献 金 救 国运动 ，很 快 得 

到社会 各 界 的 响应 ，激 发 了民众 的爱 国热情 ，震 

动 了整 个大后 ；h-。 1943年 10月 14 日，为 了扩 大 

节 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 的 影 响 ，冯 玉 祥 将 在 重 庆 的 

“中 国基 督 徒 节 约 献 金 救 国 运 动 总 会 ” 更 名 为 

“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随之 ，其他 

各 地 区也相继 成立 对应 的节 约献金 救 国运动分 会 。 

11月 8日起 ，冯 玉祥 从 重 庆 出发 ，历 经川 东 、川 

南、川I西 ，先后到 四川省 20多个市县，广泛宣传 

动员 大后 方 的 民众 参加 节 约 献 金 救 国运 动 ，这 一 

运动发展到后来规模之大 、范围之广、献金之多、 

情绪 之激越 ，实为古 今所 罕见 。ll 3】 

1943年 12月 24 日，冯 玉 祥 再 次 抵 达 成 都 。 

在冯玉祥到达成都之前 ，张雪岩作为成都市基督 

徒 节约 献金运 动 分 会 的会 长 ，竭尽 全 力 做 好相 关 

筹 备 T作 ，希望 能 够 动员 成 都 市社 会 各 界 一起 响 

应 这个 争取 抗 战 胜 利 的救 国运 动 。 同时 ，他也 为 

冯 玉祥 拟定 了该 运 动 的发展 计 划 ，以便 于 在全 国 

各 地推 广 ，达 到发 动 全 国民众 的力 量 、促 进抗 战 

的胜利和争取 国际外交 的地位的 目的。【1 冯玉祥 

到达成都后 ，协助四川I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成立 

了 “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 国运动 ”四川I省分会和 

成都分会 ，张雪 岩当选为两分会理事 ，更加深入 

地推 进大后 方 四川 的节 约献 金救 国运 动发展 。 

1944年 1月 l7 日，成 都 市 各 界 民众 节 约 献 

金救 国大会 在少 城 公 园举 行 。大会 主席 台上 悬 挂 

“中国国 民节 约献 金救 国运 动 成都 分 会 献金 大 会 ” 

的红布白字横匾，插有三十几个同盟国家的国旗 ， 

右边 是 “献 金收 款处 ” 的捐 款 箱 。来 自全 市 各界 

的民众 团体代表达 两万多人 ， 虽然 现场的踊跃 

情形 超乎 寻常 ，但 是 ，参加 献金 的各界 都有 组织 、 

有秩序 ，每 队都 张 旗 击鼓 并 燃 放 鞭炮 ，各 队献 金 

均 以食 盒 盛 之 ，二 人 抬 一 盒 ，献 金 以红 纸 封 好 ， 

交到献 金 台 ，由银 行 给 予 收据 ，当 日的献 金 总额 

有一千余万元。【l 其 中，张雪岩所 主持 的成都市 

基督徒 节约 献金分 会献 金金额 达 530784元 。 

中央 日报记者唐贤龙对这次成都各界 民众节 

约献金 救 国大 会 记载 道 ： “昨 天 早上 还不 到九 点 

钟 ，当太 阳尚躲 在 云端 里 的时 候 ，少 城 公 园里 的 

体育场上 ，便挤满 了各色各样 的人群 ，有气字轩 

昂的军人，有文质彬彬 的学生 ，有大腹便便 的银 

行家 ，有穷苦辛劳的工人 ，有花 枝招展 的仕 女 ， 

有头发斑 白的老太 婆，有天真烂 漫的小孩子 ，甚 

至连一向修心学道的和尚道士们 ，也都精神抖擞 

的挤 在那 儿 ，一 阵一 阵 的都 涌 向那 一 块 广 场 。赶 

往那 里献 金去 !”” 

张 雪岩 根 据 亲身 参 与节 约献 金 救 国 运动 的经 

历 ，高度赞扬了民众积极参与节约献 金救 国运动 

的爱 国精神 ： “中国老 百 姓 的 知识 水 准低 ，国 家 

观念 极轻 微 ，民族 意 识 很 淡 薄 ，在 好 些 中 国人 的 

脑经 中 ，似乎 这 是定 论 ，毫 无 可 疑 。但 最近 国 民 

节约 献金救 国运 动 的展 开 ，给 了上 面 的定 论 一个 

肯定而确切的否定 。中国民众的爱 国热诚和 民族 

意识 ，由这 个 运 动 中得 到 了很 好 的测 验 ，其 自动 

踊跃 献金之 热烈情 况 ，诚为从 来未 有 。这种 表现 ， 

不仅可以去疑去惑 ，更可洗刷耻辱增强 自尊 自信 

的心念，其意义的确重大”。“ 他还分析和评价 了 

国 民节约献金 救 国运动 的意义 所在 ： 

一

、 新社会 关 系的界 定。冯玉祥将 军以两 

手十指的顺序 阐释 中国 以亲情 为重 的 旧观 念 ， 

和 以国家为重的新思 想。这是 社会 学重新界 定 

社会 关 系的-,xp譬 ，尤其 列举抗 战救亡和 转弱 为 

强的实际例证 ，最足启发人 心 。藉这运 动改 变 

了民族 的思想 ，转移 了社会 的风 气，其 对 国家 

民族贡献之 大 。是不可 言喻 的 。 

二 、爱 国观 念 的培 养 。 这 个 运 动 不 是 一 

时的 。乃是 配 合 长期 抗 战 的 需要 按 月长 期 献 

金 直至胜 利 到手 方 才 罢休 的 ，藉 此 可 以涤 除 

· 】87 · 



 

五 分钟 热 血 的耻 辱 并 深 深 培 养 爱 国的 情 绪 ， 运动是整 个节 约献 金救 国运 动 的最 初形 态 和 重要 

同时更 可澈底 实现 有钱 出钱 的救 亡 的大 国策 。 组成部分 ，成 为后来 全 民参 与 的 “中 国 国 民节约 

现代 化 的新 民气藉 此 培 育 出来 ，踏 上 民主 大 献金救 国运动 ” 的前奏 曲。中 国基督 徒 节 约献 金 

路 ，奠 定 宪政之基 ，其 功 匪小 ! 救 国运 动 的兴起 源 于 “在抗 战 时期 基督 徒 应 当做 

三、鼓励 士 气。⋯ ⋯ 什么 ” 的 问 题 ，也 就 是 基 督 徒 应 如 何 爱 国 的 问 

四 、一 新 国际视 听。盟 国的政 府和 人 们 题 。张雪 岩有 着 强烈 的爱 国主 义 思想 ，在 节 约献 

听 了 中国民众 节约 献金 的热 烈情 况 ，定 必叹 金救 国座谈会 上 ，积极 支 持 发起 中 国基 督徒 节 约 

服 敬佩 ，敌 国 闻之 ， 亦必 惊破 贼 胆 ，结 果是 献金 救国运 动。 

提 高 了中国 的 国际地 位 ，加 强 了我 们 的 外 交 其 次 ，在中 国基督 徒 节 约献 金救 国运 动 会成 

力量。所以美国大使馆驻蓉代表史梯芬先生 都分会成立后，张雪岩担任该分会宣传组的组长 ， 

说 ，中国民众对献金救 国是如此热烈，友邦 负责节约献金救 国运动 的宣传工作。他充分利用 

闻之必倍增敬佩 ，这是 中国历 史的光荣，也 其主编的 《田家半月报》舆论阵地 ，将节约献金 

是 中国民治的表 现 。 救 国运 动 的进 展 情 况和 相 关信 息 及 时报 道 、介绍 

五、新史页的创述。⋯⋯ 给读者，动员广大读者参加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此外 ，与 节约 献金 救 国运 动相 关 ，张 雪 岩参 最后 ，从 1943年 2月起 ，张雪 岩作 为 中国基 

加 了 由天 主教 和基 督 教两 团体 联合 成 立 的慰 劳救 督徒 节约献 金救 国运 动会 成都 分 会 的 主席 ，对 该 

济 动员 委员会 的征募 活 动 。慰 劳救 济 动 员委 员 会 运 动承担起 组 织 的 责 任 。在 组 织 《田 家半 月报 》 

除了将两 批慰 劳 车辆 携 带许 多 慰 劳 品运 到前 线 之 的读者献 金 的同时 ，另 外在 成 都 发动 其 他基 督 教 

外 ，在 1945年 1月 ，又开始 推动征 募工作 ，希 望 团体共 同组织 各种 募 捐会 和献 金 会 ，并 密 切 配合 

能通过 多方征 募早 收 良效 ，征募 队共分 有 80多个 后来成立 的 中国 国民节 约 献金 救 国运 动会 四川分 

大队 ，冯玉祥和 于斌主教 为总队长，张雪岩担任 会和成都分会的工作，使得献金的范 围扩大、献 

田家大队队长 。【2 金的数额增多 ，推动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发展 ， 

三、小 结 在募捐献金的物质方面和调动民众爱国热情 的精 

从节约献金救 国运动 的发起到结束 ，张雪岩 神方面都有效地支援了抗战。 

自始 至终地 参加 了这 场运 动 ，在 不 同 阶段 担 当着 概 而言 之 ，在 抗 战时期 的节 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 

不同的任务 。 中，张雪岩既是一位发起者，又是一位宣传者 ， 

首先 ，张雪 岩 与基 督 教 界其 他 爱 国人 士 一道 还 是一位组 织者 ，对 节 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 的发 展 与 

集体 发起 了 中国 基督 徒 节 约献 金 救 国运 动 ，这个 抗 战救 国做 出 了积 极 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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