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述略

李军晓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以下简称办事处) 的历

史, 至今鲜为人知, 本文拟对此作一述略。

一　办事处的成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国沿海口岸相继被日军占领, 香港成了中

国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在此形势下, 1937 年 12 月 27 日, 中共中

央长江局讨论了中央关于加强华侨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的指示,

提出香港是“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 应加强党在那里

的工作。旋即派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香港公开活

动。①

　　鉴于香港特殊而复杂的政治环境, 为便于办事处顺利开展工

作, 周恩来在武汉特地当面告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八路军在敌后

英勇作战, 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 赢得广大侨胞的钦佩, 纷纷援

助款项、医药和其它物资, 可是没有机构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

港设立一个办事处。我们不公开挂牌, 办事处是秘密的, 将不妨碍

英国 (对中日战争)的中立地位, 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这个要求得

到应允。②1938 年 1 月, 办事处正式成立, 廖承志为主任, 潘汉年协

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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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选派廖、潘二人赴港组建并领导办事处是中共中央和周

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廖承志时任中共南方局委员, 中共广东省委

委员。他出身革命世家, 有广泛的海外联系,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

广泛国外生活经验的领导人”①, 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工作和上层统

战的诸多优越条件。潘汉年长期战斗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谙熟

中共统战政策, 斗争经验丰富, 是公认的“统战专家”和卓越的地下

工作领导人。两人联袂赴港, 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香港工作的高度

重视。

　　办事处是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机构。遵照周恩来的指示, 不公开

挂出办事处的招牌, 而是采用粤华公司的名义, 以经营茶叶作掩

护。其工作机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 18 号 2 楼的一间大房子里,

房门上方悬挂“粤华公司”的横匾。办公室用屏风隔成内外两间, 外

面是工作人员的办公桌, 里间是会客室。廖、潘二人常在这里会见

各方人士, 海外侨领、华侨或港澳社团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

等。② 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也曾来到这里, 对办事处的工作

进行指导。

　　为适应香港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 办事处严格按照秘密工作

的要求来运行, 机构尽可能精练、高效。廖、潘二人是代表, 连贯是

办事处公开的负责人, 总揽各项日常工作。下设交通、联络 (包括电

台)、宣传、侨务等部门, 各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各自工作的特点和需

要, 分别在香港、九龙的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工作点, 平常不能随

便到办事处去。连贯则主要通过地下交通, 同各部门工作点保持密

切的联系。据查证, 先后派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李默农 (李少

石 )、梁上苑、潘柱 (潘静安)、罗雁子 (罗理实)、张淑芳 (女)、冯劲

持、杜埃、余明 (女)、钟路 (女)、高直 (女, 即李玉明)、张唯一、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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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李静 (女)、阿新 (陈永生)等。他们除少数是从中央部门调来

担任交通和组织工作的, 其他大多是当地和广州的中共组织选调

而来的。

　　日本侵占中国领土, 显然损害了英、美在华的传统利益, 因而

英、美执行援华制日政策。办事处正是在此背景下设立的。廖承志、

潘汉年利用英日矛盾逐步激化和香港民众抗日情绪持续高涨的有

利形势, 带领办事处人员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掀起香港抗日救亡

运动的新高潮。

二　卓有成效的工作

　　办事处成立伊始, 就把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募

捐和接收、转运海外捐赠的款项和物资作为首要任务。当时, 敌后

抗日战场已经开辟, 八路军伤员增加, 医药奇缺, 财力匮乏, 物力补

充困难。而由于国民党和华侨所在地当局的限制和阻挠, 使得海外

华侨和港澳人士与中共联系困难, 银行也不愿接收捐赠给八路军、

新四军的款项。为扭转这种局面, 办事处决定通过间接方式展开此

项工作。一是以宋庆龄发起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去做,

廖承志担任“保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宋庆龄在海外华侨中享

有崇高威望, 海外侨胞都以能得到其亲笔签名或印章而引以为荣,

办事处在给捐赠者的复信中都有“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签

署, 而“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救援物资, 亦大多由办事处

设法转送。① 二是通过廖承志的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

邓文钊兄弟, 把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收汇款的地点, 海外华

侨可以把捐款直接汇交华比银行廖承志收, 手续非常简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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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办事处的积极工作下, 华侨和港澳同胞开展的“援八”、“援

四”、“援冯 (白驹)”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仅在 1938 年, 办事处以周

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名义 3 次联名致函海外, 吁请侨胞援

助八路军将士, 均得到热烈响应, 取得显著成绩。1938 年冬, 办事

处收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计有 130 箱, 由水运经淡水、惠州、老隆

运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再转运到延安。①1939 年 10 月, 办事处收

到南美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以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 20 辆卡车和

两辆轿车。这些物资都被转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② 后来, 东江

游击队派人在香港开办运输公司, 专门秘密转运办事处接收的大

批捐献物资。无疑, 这些援助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战胜敌伪顽的

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 办事处还动员、输送了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

员回国参战。仅 1938 年和 1939 两年间, 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参战的

便达 600 多人, 其中有不少是新四军和八路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

材, 如司机、医生、护士等。③

　　办事处还推动和支持成立了众多的回乡服务团。服务团是华

侨及港澳同胞直接献身祖国抗战的一个主要形式, 其中组织规模

和所起作用及影响最大的是: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东团)、琼崖华

侨回乡服务团 (琼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 (会宁团)、香港学赈会

回国服务团 (港学团)等。各团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廖承

志、潘汉年、连贯经常会见各团负责人, 共同商讨救乡计划。1938

年底,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团成立后, 廖承志派韩托夫、文竞

平、张翼等人到服务团帮助训练, 为服务团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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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论持久战”、“战地救护”等课程。① 对东团和琼团, 办事处也

多有帮助和指示。

　　廖承志、潘汉年领导办事处运用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 坦诚布

公, 广交朋友。两位侨领陈嘉庚和司徒美堂, 和办事处都有密切关

系。1940 年, 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国内各地慰问视察, 并

到延安参观访问, 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他目睹了国民党

的贪污腐败, 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中心在延安, 救中国者非共产党莫

属。返南洋后, 他向侨胞如实介绍所见所闻。这不但引起国民党当

局的恐慌和不满, 亦为英殖民当局所不容, 他们在华侨中策动反

陈, 企图动摇其侨领地位。当陈处境困难时, 办事处给予大力支持,

除发动广大侨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外, 还请示中共中央, 以毛泽

东、朱德名义致电陈嘉庚, 以示鼓励。同时, 廖承志还建议中共中央

并周恩来:“以后凡同情我党的海外侨胞, 我们不必把他们公开宣

传, 以免妨碍他们的活动。”② 这充分体现了办事处对华侨的理解

和支持。经过这场风波, 陈嘉庚更加坚定对中共的信任, 对办事处

的工作更是积极支持。当他得知《华商报》的印刷出版遇到困难时,

便派得力助手赴港, 开办有利印刷公司, 专门承印《华商报》, 使其

一直坚持出版至香港沦陷。③ 司徒美堂也于 1941 年冬经办事处安

排在重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 转变了对共产党的

看法, 积极动员在美华侨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八路军、新四军。

　　办事处对爱国银行家邓文钊的统战工作也很成功。邓文钊是

廖承志的表妹夫, 出身于香港名门, 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硕士。

他早年就有民族主义思想, 后来在廖的影响和帮助下, 爱国热忱日

益提高, 感到要救国救民, 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不顾自己

的身家财产, 甘冒风险, 毅然接受办事处的委托, 以自己任职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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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银行和自己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

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1941 年,《华商报》创刊, 他负责经理部,

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对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 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延

伸。办事处密切配合“保盟”, 广泛联系国际人士, 巩固和扩大国际

反法西斯战线, 争取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有不少著名的外国医

生和进步人士, 如马海德、柯棣华、巴苏、伊文思等, 就是通过办事

处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工作或访问的。

　　对华南的抗日武装斗争, 办事处始终予以高度重视。早在办事

处成立之初, 它就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 协助中共地方党开展敌后

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如向地方党转送中共南方局的有关文件和

指示, 协助沟通地方党和海外的联系, 协助地方党培训干部, 同国

民党当局交涉营救被捕人员等。

　　广州沦陷后, 办事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

开拓游击区”①的指示。廖承志在港多次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

(海员工作委员会) 负责人曾生、吴有恒等研究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问题, 决定: 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和积极分

子, 回惠阳县坪山建立惠宝工委, 组织人民抗日武装。② 不久, 以曾

生为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

抗日游击大队先后成立。办事处在人力、物资上大力支援这两支队

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游击队的被服、军鞋和药品大部分是经办

事处发动华侨、港澳同胞捐献的。经办事处组织输送到东江参加武

装斗争的人员也在千人以上。③ 在斗争中, 两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

大, 成为华南抗日敌后战场三大主力之一——东江纵队的骨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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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办事处也十分关心孤悬敌后的琼崖抗日武装斗争。廖承志亲

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

判工作。在该部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后, 办事处在 1939 年 8 月和

1940 年夏先后购买 3 台收发报机和电台送给独立总队, 并帮助沟

通根据地中共组织与党中央、南方局的联系。① 办事处还十分重视

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经常给予指示。1941 年初, 廖承志在听取

琼侨回乡服务团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建立根据地, 除了重视

地理条件外, 更重要的是群众基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指示:

“在抗日反顽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② 冯白驹接受了廖承

志的建议, 大力发动群众参加根据地的建设, 使琼崖抗日根据地不

断发展。

　　办事处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是推动并领导香港的抗战文化运

动。遵照周恩来关于“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的战略性指示, 为

在香港建立文化宣传基地, 办事处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

苦心经营”。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上海、南京相继失陷, 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和

文化界人士先后南下赴港, 加强了香港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力量。办

事处不失时机地通过文化界领域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 创办或复

办了一批抗日刊物, 如办事处主办的《华侨通讯》、茅盾主编的《文

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

呼声》、“保盟”主编的《新闻通讯》等等。这些刊物积极宣传抗战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给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带来了生机。1938 年,

香港曾掀起抗战宣传和为祖国内地募捐筹款高潮, 特别是“八一

三”献金运动, 在办事处领导下取得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 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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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转引自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上) , 载《广东党史资料》第 21 辑,
第 193 页。

张奋:《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忆琼侨回乡服务团》, 见《琼岛星火》第 13 辑。
琼崖武装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19 页。



“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的好评。①

　　广州沦陷后, 香港成为一块暂免战火的“孤岛”。然其时, 汪精

卫叛国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英法为维护自身

利益积极谋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

与倒退的斗争, 反映到各个领域。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为适

应变化了的形势, 争取时局好转, 办事处一方面先后派出王任叔、

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人到纽约、东南亚等地创办华侨

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 以打破新闻封锁, 戳穿国民党

顽固派的欺骗宣传; 另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方法, 将香港新成立

的进步文化团体, 去掉“抗敌”“抗日”字样, 创办或复办的报刊则尽

量采用纯文艺、纯知识的名称, 以免刺激港英当局和日伪顽。前者

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

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业余联谊社等, 后者如《东江》、《耕耘》、

《文艺周刊》、《世界知识》、《戏剧与电影》等。办事处正是依靠这些

进步群众文化团体和刊物, 宣传党的方针、主张, 培养和团结进步

青年, 配合和支援祖国内地的斗争。

　　由于采取上述方针和措施, 香港的文化宣传活动逐步展开。新

闻方面, 办事处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于 1939 年 4

月成立“香港中国新闻学院”, 培养了一批适应战时需要的新闻工

作者, 创办了中国新闻通讯社。戏剧方面, 金山、王莹率领的上海救

亡演剧二队于 1939 年初抵港, 改名中国救亡剧团, 在办事处的支

持下, 在港演出半年多, 剧目有《台儿庄之春》、《放下你的鞭子》等。

根据廖承志、潘汉年的指示, 该剧团同年下半年移往南洋一带演

出。此外, 欧阳予倩率领的中华剧社, 唐槐秋率领的中国旅行剧团,

也先后来港演出。电影方面, 司徒慧敏、蔡楚生等人同香港电影工

作者合作, 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最后关头》等一

批抗日影片。出版方面, 办事处通过“保盟”和新文化书店等进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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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书店, 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等著作, 并用英文向国外发行。在重庆出版的中共刊物

《群众》也由重庆寄运纸型到港, 经办事处翻印发行。经过如此卓有

成效的工作, 办事处团结了广大文化工作者, 初步在文化、新闻、出

版、戏剧、电影、歌咏各界占领了宣传阵地, 使香港成为华南抗战文

化运动的主要据点之一。

　　1941 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 中共南方局安排了大批不堪忍受

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文化人来到香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

办事处廖承志, 就如何接待文化人, 建立文化工作领导机构, 领导

和团结各界人士, 开展统战工作, 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问题作了一

系列指示。办事处审时度势, 认为中共在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

际意义的文化宣传基地的时机已经到来。1941 年 5 月, 廖承志根

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成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

绳、张友渔 5 人组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 负责领导香港的

文化宣传工作。并设立了由夏衍、胡绳、张友渔分别负责的文艺、学

术、新闻、妇女、国际问题座谈会。中共香港文委通过这些座谈会,

组织领导文化人开展及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文委成立后, 办事处更加强了中共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和对

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 使抗战以来香港文化宣传事业发

展到高潮。仅仅在 1941 年间, 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

《华商报》、茅盾主编的《笔谈》、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端木蕻

良、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文学》、梁漱溟、萨空了、俞颂华主持的《光

明报》等进步报刊先后创刊。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

刊。这些刊物与 1941 年前在港出版的其它进步刊物, 成为抗战时

期香港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华商报》作为中共领导的

统一战线性质的大型报纸, 坚持团结、民主、进步, 反对倒退、分裂、

投降的方针, 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

争, 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个有力阵地, 被誉为“四十年代高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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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① 此外, 文委相继改组、成

立了一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机构, 推动了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

乐、国际政治军事评论等活动的迅猛发展, 使香港成为盛极一时,

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

三　“秘密大营救”

　　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 太平洋战

争爆发, 随即香港陷落。日军千方百计搜捕在港的爱国抗日人士,

滞港的民主人士与文化人的处境十分危险。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十

分关心他们的命运。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于 12 月 8 日、9 日先

后两次致电廖承志等: 要不惜任何代价, 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 抢救

出这批民主人士与文化界精英。办事处承担起这场史称“秘密大营

救”的特殊任务。

　　对港九的陷落, 办事处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日军来势之快, 港

英当局投降之速, 则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考虑到内地文化人来港

时间不长, 不通粤语, 社会关系不广, 应付战争环境有困难, 办事处

早在香港战役之初就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 把能找到的爱国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送至港岛, 一时找不到的, 立即通过交通

站通知他们转移, 在港人士则立即搬家隐蔽。② 同时, 办事处火速

派人与东江游击队曾生联系, 要他们组织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港岛

协助营救工作。

　　接到中央指示后, 办事处为协调各方统一行动, 及时联系上南

方局驻港代表刘少文及中共在港各方面负责人和中共南方工委副

书记张文彬并广东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干部, 先后在香港、惠阳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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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杨世兰等:《廖承志》, 前引书, 第 34 页。

杨奇:《一个新的课题——纪念〈华商报〉五十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载《羊城晚报》,
1991 年 12 月 13 日。



多次会议, 共同研究营救计划。会议由廖承志、张文彬召集, 林平、

梁广、梁鸿钧、连贯、刘少文、乔冠华、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与会。

会议决定全力以赴, 坚决完成中共中央给予的任务。为此部署如

下: 香港方面的撤退工作由刘少文负责, 办事处机要秘书潘静安协

助; 从香港撤退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部队负责; 从惠州至老隆

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前东特委负责; 从老隆至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

由后东特委负责; 到达韶关以后由南方局和粤北省委安排。整个抢

救工作由廖承志统一指挥, 连贯驻老隆负责与部队、前东和后东特

委以及韶关党组织的联系工作, 乔冠华留韶关, 主持文化人向内地

疏散。①

　　在办事处周密组织和妥善安排下, 经过 3 个多月的紧张工作,

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 终于顺利撤出香

港, 安全返回内地。这些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包括何香凝、

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张友渔、胡绳、夏衍、黎澍、胡风、廖

沫沙、于伶、丁聪等。被营救出来的还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

家属, 如国民党驻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的夫人上官贤德。此外, 还营救了英、美、印度、丹麦、挪威、菲律宾

等国家的友好人士共 89 人。②

　　“秘密大营救”是办事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营救规模宏

大, 前后不下千人; 路途遥远, 行程万里, 足迹遍及 11 个省市; 成绩

显著, 所有人士无一伤亡,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胜利, 不仅

在国内, 而且在香港、海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得到国际舆论的

赞扬。

　　这次行动也给办事处划了个圆满的句号。在营救工作进行的

同时,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少数转入地下工作外, 大部分陆续撤

出, 历经 4 年风雨的办事处随之关闭。1942 年春夏之交, 南委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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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 廖承志于 5 月 30 日被捕, 中共在香港的活动暂告停顿。

　　综观办事处 4 年的战斗历程, 可以看出, 作为中共南方局的派

出机构, 以廖承志、潘汉年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

中央和南方局指示,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 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

政治环境, 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 对于支持国内抗战, 发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推动华南的抗日武装斗

争, 掀起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建立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功勋。办事处的历史是中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香港历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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