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的合山煤矿

唐 �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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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抗战时期的特殊形势, 使广西省政府与中国银行联合投资

扩建合山煤矿。由于市场的扩大,广西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以及企业内部的

严格管理等原因,煤矿产量不断提高, 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从

桂南战役开始,合山煤矿成为日军破坏的重要目标之一, 遭受了重大的财产

损失。日本投降时,新桂系集团所具有的实力使合山煤矿没有被� 劫收 , 生

产迅速得以恢复。

关键词 � 抗战时期 � 合山煤矿

抗日战争时期, 合山煤矿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

能源,从而有利地支持了反法西斯战争。日本侵略者一直将其作

为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使其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通过

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中国抗战经济的认识。

一

合山煤矿位于广西中部的合山市。民国时期属迁江县管辖。

20世纪初,此矿被发现,绅商纷纷集资开采。因生产方式落后, 运

输困难, 不敷成本, 均以失败而告终。1932年, 陆川籍人士吕春

、李楚凡分别以同福、同德公司的名义,向广西省政府请领开采

合山煤矿,次年合股组成�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聘周响晨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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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办理处于北泗圩。全部资本仅为粤钞数万元。适因柳(州)

迁(江)公路筑成,公司自修一段 6公里公路与其衔接, 购 10余部

2�5吨油渣、木炭汽车运煤。虽有所获利,但因股本有限, 周转困

难,无法发展。为此,吕春 、李楚凡等决定增加股本, 修筑运煤铁

路,将煤从矿场直接运到来宾大湾,转装船外运,减少生产成本, 扩

大生产经营规模,争取更大的利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

系集团为了实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的政治目标,大力推进经济

建设,扶持合山煤矿的发展。担保该公司向香港鲁麟洋行订购铁

道材料以及机车、煤卡等。共值港币 70万余元。又令广西银行贷

款粤钞 20万元,派梁士梓为监理驻矿督导。1936 年 5月, 鉴于公

司业务范围日广,需进一步扩大股本, 便与商方协议增至粤钞 200

万元。其中, 商方认股 120 万元, 官方认股 80 万元。不久, 西南

�六一运动 爆发,两广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商方所认股本仅交数万

元,而铁路建设工程已启动,政府只得出面维持。11月,合山煤矿

股份公司改组为�两合公司 ,决定增加股本至粤钞 360万元。派

曾其新、伍哲夫、罗君雄、黄绍枢、梁士梓、周响晨、黄宗儒、阮英裕、

谭惠泉等 9人为理事会理事, 以曾其新兼经理,伍哲夫、罗君雄兼

副经理。另由有限责任股东会选举罗云甫、廖百芳、伍君望、黄世

光、黄河沣等 5人为监察人。公司本部设于白鹤隘。1937年七七

事变发生。广西出兵抗日,军费开支浩大。同时, 国防用煤量不断

上升。当时,煤矿在铁路修筑及开矿设备的购置、安装等方面已耗

资 190余万,官方投资和贷款共 100多万元, 合计近 300 万元, 仍

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公司董事会不得不向中国银行求援。适逢

宋子文到桂林视察, 李宗仁等与之面议。征得其同意, 决定中国银

行与广西省政府合资接办,改组成立�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 股
本扩大到 440万元。具体构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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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38年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统计

投 � 资 � 者 股 � � 数 占总股份%

中国银行 22000 50

广西省政府 17405 39� 567
广西银行 1891 4�299

迁江县政府 500 1�227
私人( 292 人) 2193 4�984

� � 资料来源:∀合山矿务局历史档案#(民国部分) , 藏合山矿务局。

1938年 7月 1日,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曾其

新为董事长,邝兆安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郭象豫为协理兼副总工

程师。下设秘书、总务、工务、营运、会计、出纳、材料及柳州办事处

等机构。生产单位分合山、河里两矿场。

宋子文是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其控制的中国银行势力渗入

合山煤矿对企业的发展是否有利? 众所周知, 股份公司制是近代

从西方引进的。它对加速资本集中, 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起

了重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 股份公司的成立, 使�生产规模

惊人地扩大了, 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 合山煤矿

从私人开采转向股份制经营, 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是毋庸

置疑的。问题在于, 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结合是否损害地方政

府和绅商的利益? 按照传统的看法, 抗日战争是四大家族官僚资

本极度膨胀的时期。他们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 通过经济统制等

途径, 吞并各地的民营或者省营企业。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 在

战争形势下,国家官僚资本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保证民族资本的

生存与发展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我认为,开展战争时期国家官僚

资本作用问题的学术讨论,形成正确的理论认识固然很重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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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则是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即尽可能把每一个企业的历

史搞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对国家官僚资本的作用进行总的

分析与评价。

把握合山煤矿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之间的关系, 必须注意以

下几点:

(一)从前述中可知, 合山煤矿是在抗战爆发后,在无法按计划

筹集到建铁路及购置开矿设备的情况下,由李宗仁主动出面联系

宋子文的中国银行而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并不存在着四大家族

官僚资本对该企业强迫统制。

(二)中国银行虽占有 50%的股份,在常务董事中占有 1/ 3, 但

在企业的管理方面, 却给了广西省政府较大的权力。除会计课长

由其委派外,董事会董事长仍是广西省政府的代表,且可由广西省

建设厅厅长充任,其余机构要职也由企业的原任人员担当。

(三)公司的投资比例一直没有改变,即便是在企业获利很多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四)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与广西省政府合资接办合山煤矿时,

对私人股份的处理是�或退或作新股 。∃ 也就是说, 让其按自己

的意愿进行选择。另外, 还规定由广西省政府对私股进行处理。

煤矿当时正处于扩建之时,投资不可能立即得回报,退股会使绅商

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应当看到, 1938 年通货膨胀的现象尚未严

重,这种损失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事实上,当时不少私人股东把自

己的投资认作了新股。据统计, 2139份私股中,吕春 占 144股,

周响晨 44股,李楚凡 28股,李宗仁 12股, 4人合计 228股 % ,其余

965股分别由 288人认购, 平均每人为 4 股。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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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这些股份全都保留, 说明他们对企业是有信心的。当然, 必须

指出,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私人股东除李楚凡参与第一届董

事会外,其余股东已无从过问公司的事务。因为私人资本在公司

的力量很弱小。

抗战时期的合山煤矿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四大家族与

广西省政府联合创办及经营是有背景的。1925年以李宗仁、白崇

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统一了广西后, 制定并贯彻实施�三自 (自
卫、自治、自给)和�三寓 (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 迅

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29年 1月, 蒋介石以裁兵建设为名, 削

弱非嫡系的地方实力派, 引起新桂系集团的强烈不满, 蒋桂战争因

此而爆发。战后,进一步加剧了广西割据的局势。接着新桂系利

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出抗日救国, 逼蒋抗战的旗号,并联络广

东等地的军阀与蒋介石对抗。但是, 新桂系集团也不愿意对抗发

展下去,因此也通过各种形式,向蒋介石伸出橄榄枝。蒋介石在内

忧外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对势力较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也不得不

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1936年 9月 17 日, 经中间爱国人士的斡

旋,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广州相会, 双方互为妥协, 缓解了矛盾。∃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组建起来的。宋子

文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之所以向公司投入资金, 在与广西省政府合

作的过程中之所以照顾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同时, 以李宗仁为代表

的广西省政府之所以让四大家族的势力渗入到合山煤矿, 并让其

控制部分权力, 实际上是其斗争调合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反映。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把西南和西北作为大后方加以重点建

设。合山蕴藏有丰富的煤,并有较好的开采基础, 加以位于湘桂铁

路旁, 战略地位比较重要,加强对合山煤矿的开采,不论对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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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着很大的意义。所以,中国银行和广

西省政府等扩大对合山煤矿的投资, 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进行

开采,应当说也是受当时国家的经济建设方略影响的一种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建设并非临时应对之举,

而是有较长期的计划。1943年 5月 16 日, 股东会议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正, 规定�本公司营业年限定为三十年, 自民国二十七年九

月十六日起计算,期满得依法呈请主管机关延长之 。∃ 这说明建

设合山煤矿不仅符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而且在经营的过程

中取得了成效, 所以双方才有长期共同营业的基础。

二

合山煤矿在抗日战争中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

根据公司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决定,从 1938年 9月至 1939

年底为工程建设时期,在此期间, 继承前公司的工作,同时扩大生

产规模,建筑铁路,提高运输能力。因受桂南战役的影响, 未能依

期完成。1941年轻便铁路全线筑成, 并与湘桂铁路衔接, 运输能

力大为增强。同时, 由沿海内迁至桂林、柳州一带的工厂对煤的需

求量也逐渐增大,使合山煤矿的产销日旺。豫湘桂战役爆发之际,

湖南各矿均因战事疏散,生产停顿,而湘桂、黔桂铁路的军事运输

却异常繁忙,民众及物质的疏散亦刻不容缓, 燃料需求量随之突

出,合山煤矿的生产及销售量因此而进一步提高。总计从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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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4 年冬, 合山煤矿共产煤 247145吨, 运煤 251645吨,销煤

219872吨,详见表 2。

表 2:合山煤矿 1938 & 1944年产运销数量统计 � (单位:吨)

年份 产量 运输量 销售量 备 � � 注

1938 2779 8248 505
接收前公司存煤 16700 吨,不列入产煤栏内。

运出数中水运 7078吨, 陆运 1170 吨。

1939 3816 10552 3683 水运 5599 吨, 陆运 4953 吨。

1940 3271 12920 7162 水运 5443 吨, 陆运 7477 吨。

1941 21333 24620 9587
水运 9348 吨, 陆运 15272 吨, 本年磅盈 2462

吨已列入产量栏内。

1942 42060 40416 42145
水运 5899 吨, 陆运 34518 吨。本年磅盈 2373

吨已列入产量栏内。

1943 94220 79889 83290 水运 7679 吨, 陆运 72210 吨。

1944 79666 75000 73500 水运 721 吨,陆运 42904 吨。11 月 6 日停工。

合计 247145 251645 219872
1� 产煤加接收存煤共计为 263845 吨。
2� 历年煤场及各站厂自用为 41773 吨。

3� 尚结存 2200吨。

� � 资料来源:合山煤矿公司总管理处编: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十周

年纪念特刊# , 第 15 & 16 页,柳州三民印务局,柳州光华印刷厂 1948 年。

从表 2可知,抗战期间,合山煤矿的产量和销售量都在迅速提

高,若以 1939年的产量作为比照系, 则 1941 年的产量约为 1939

年的 5�59倍, 1942年约为 11�02倍, 1943年约为 24�69倍, 1944

年约为 20�88 倍。同样, 若以 1939年的销售量作为比照系, 则

1940年的销售量约 1939年的 1�94倍, 1941年约为 2�6倍, 1942

年约为 11�44倍, 1943年约为 22�61倍, 1944年约为 19�96倍。
在当时大后方的煤矿中, 合山煤矿的产量和销售量的增长率是较

高的。关于这一点, 只要与当时大后方设备最先进, 技术水平最

高,规模最大的四川天府煤矿作一比较就会看得很清楚。1939

年,该矿的产量为 71434 吨, 1940 年为 107173 吨, 1941 年为

168879吨, 1942年为 222287吨, 1943 年为 352131吨, 1944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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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954吨, 1945年为 451681吨。若以 1939 年为比照系, 则该矿

1940年的产量约为 1939年的 1�5倍, 1941年约为 2�36倍, 1942

年约为 3�11 倍, 1943 年约为 4�93 倍, 1944 年约为 5�32倍, 1945

年约为 6�32 倍; 该矿的销售量, 1939 年为 49682 吨, 1940 年为

93042吨, 1941 年为 140290吨, 1942 年为 192410 吨, 1943 年为

302060吨, 1944年为 350942吨, 1945年为 389394吨。若以 1939

年为比照系,则 1940年的销售量约为 1939 的 1�87倍, 1941年约

为 2�82倍, 1942年约为 3�87倍, 1943年约为 6�08倍, 1944年约

为 7�06倍。1945年约为 7�84倍。∃ 显然, 就绝对数来说, 合山煤

矿的产量和销售量都无法与天府煤矿相比,但是,就增长率而言,

合山煤矿的产量和销售量却较天府煤矿为高。如果再将合山煤矿

的产量与资源委员会所属煤矿以及广西各煤矿的产量作一比较,

对此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先见表 3、表 4。

表 3: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所属煤矿总产量统计 � (单位: 吨)

年别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产量 20000 559000264000413000686000969000 1110000 1133000 1077000

� � 资料来源:据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统计。

表 4:抗战时期广西各煤矿总产量统计 � (单位:吨)

年别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产量 23225 31685 33800 35882 71957 92321 128993 93337 3229

� � 资料来源: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广西历年产煤量及其增减情形# , 1948

年。1944 年产量系 1& 8 月数字: 1945 年产量系 9 & 12 月数字。

合山煤矿的产量在资源委员会所属煤矿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

1938年不到 1% ; 1939年和 1940年为 1%; 1941年约为 3% ; 1942

年约为 4%; 1943年约为 8% ; 1944年约为 7%。在广西煤矿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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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占的比重: 1938年约为 9%; 1939年约为 11% ; 1940 年约为

9%; 1941年约为 30%; 1942年约为 46%; 1943年约为 73% ; 1944

年约为 85% ;这就是说, 合山煤矿的产量在资源委员会所属煤矿

总产量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加大,而在广西煤矿产量中所占的比重

增大则更为明显。

合山煤矿在抗战时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地位日益提高是

有具体原因的:

(一)西南地区尤其是广西煤矿市场的迅速扩大为合山煤矿的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抗战爆发前共有公营工厂 11家, 民营工

厂 54家。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工厂纷纷内迁,加上社会经济迅

速发展,使广西工业盛极一时。至 1943年,各种工厂已达 287家,

资本 7000余万元。其中公营企业 45家,民营企业 242家。分布

在桂林的 123家,柳州和梧州的各 65家, 其余各县的 33家。∃ 近

代工厂大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 煤炭是蒸汽机的主要燃料。随着

工厂的迅速增加,对煤矿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地增加。1937年湘桂

铁路动工修筑, 1939 年建成通车。因战争局势的影响, 有些路段

建好后又被破坏。1942 年, 湘桂铁路能营运的为 440公里, 有机

车106辆,牵引总数为 1366 吨,。客车 169辆, 载客容积为 9885

人;货车 1127辆,载重量为 33122吨。% 黔桂铁路于 1939年开始

修筑,全长 660公里, 1941年部分路段投入营运,有机车 60 辆, 牵

引力总数为 849吨; 客车 43辆,载客容量 2859人;货车 668辆, 载

重量为 21370吨。∋ 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的修筑及通车, 使煤的

需求量进一步增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合山煤矿加快了其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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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步伐。

(二)广西当时相对好的社会环境为合山煤矿的发展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新桂系集团统治广西后, 为了实现�建设广西, 复兴中

国 的主张,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 
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基层;在军事上, 除加强

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所谓�全省皆兵 ; 在经济上, 农

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的进步也比

较明显。特别是雷沛鸿从广西实际出发, 推行以�救亡 、�救贫 、

�救愚 为目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使它取得了�模范省 的美名。抗战爆发后, 广

西的这种社会环境, 为大后方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合

山煤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广西省政府、广西银行和迁江县政

府分别投资 17405 股、1891股和 500 股, 这些资金是维持煤矿生

产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国银行投入的 22000股, 不用于购置生产

设备及技术,而是拿到香港广西银行购置美金 50万元作为周转

金。∃ 如果广西当时没有经济实力, 就不可能与中国银行合作投

资合山煤矿,合山煤矿的生产就不可能迅速地得到发展。煤矿在

生产和销售中要依靠大量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职员和工人。广西

当时的文化教育,为合山煤矿提供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据

该矿老工人回忆,当时到合山煤矿工作的大都是桂东南地区各县

的青壮年,他们大都接受过一些国民基础教育。在使用机器生产

的部门,工人的文化程度更高些。合山矿区与来宾县和上林县交

界处,过去较为荒僻,土匪山贼常出没于此。广西实行�三自 、�三

寓 政策后,匪患得以平定, 社会治安逐渐好转。合山煤矿股份有

限公司从成立到 1944年底沦陷前,一直有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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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企业的生产销售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在抗战的后期, 军运的特殊需要使合山煤矿产量不断增

加。1943年 1月 6日,驻桂林烟煤临时调节委员会主任李济深致

电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 ((查产煤数额攸关军事交通与各工

厂需要((尽量增加职工督促生产, 以应急需。 ∃ 公司职工激于

民族大义, 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不畏艰难困苦,奋力工作, 1944

年,红河水暴涨,大隆井被淹,公司立即赶到里兰矿场和嘉巴岭矿

场,修筑思光至里兰铁路支线。仅 3个月, 矿场就开始出煤, 铁路

通车。为确保军民运输, 第四战区官邸、交通部、经济部燃料供应

处及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当局均派员来合山洽商, 驻矿督促抢运煤

炭。在战争迫近,风声鹤唳的情况中, 公司员工仍不计个人安危,

昼夜产运煤炭, 直至 11月 6日矿场沦陷为止。正因为如此, 合山

煤矿才能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做出重大的贡献。抗战

胜利后,经广西省政府陈报,国民政府批准,合山煤矿刘席珍等 12

人获抗日战争胜利奖章, 杨成等 17人获国民政府社会部和全国工

作竞赛委员会颁发的奖章和奖状。%

(四)经营者针对实际所采取的经营方针和建立的良好的合作

关系,使企业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抗战时期, 由于形势常常发

生重大变化,煤矿与外界的联系难以正常维持,生产所需要的一些

条件也难以依靠外地提供, 因此, 公司决定, � 以自筹自给、自营自

治为方针,对业务以一面建设一面生产为主旨,总期争取时间对动

力燃料之迫切需要作一份贡献, 藉以支持抗战之伟业 。∋ 同时,

鉴于公司由广西省政府与中国银行合办, 精诚团结十分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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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经营管理方面双方都以维持民族利益为原则, 力谋共同发

展。虽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等职位的人选不断变

化,但是广西政府和中国银行的合作关系一直较好。公司大都处

于盈利状态。例如, 1942年盈利 90�08万元。1943年盈利 82�9
万元。∃ 这些成效反过来又支持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者的合

作关系。1948年公司成立 10 周年之际, 双方对抗战时期经营的

方针和合作都一致给予了肯定。%

(五)严格内部管理, 是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能在战争形势

下不断发展的组织及制度保证。公司成立时, 就制定了一系列严

格、具体的规章制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组织章程#、∀合山煤矿股
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组织章程#、∀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布告全

体工友上下工规则#、∀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须知#等。∋ 这

些章程、规则,对公司的性质, 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各生产部门或组

织的权限、职责,职工应遵守的纪律等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例

如事务管理,规定各工场、办事处、车站、学校, �每年度开始, 由总

管理处秉承董事会指示之方针, 制定本年度业务计划及预算。送

会核定后,督促各部门遵照执行。至年度终结,由各部门将执行经

过编造业务报告及决算,送总管处审核,汇编呈会。故各项设施,

皆有计划、有预算、有考核、有改进, 盖即行政三联制之运用也 。

又如财务管理, 规定�凡账目之登记,支付单据之审核, 悉依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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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材料、物品之收发、保管、登账,分别规定应办手续,及各项表

册,按月造报送核,依期盘存。公司财产设专员登记, 各部门财产

增减, 须按月填报送核入账 。∃ 再如, 人事管理规定工人到矿都

要填写学徒志愿书, 学习期限为一年,对于传授人�有服从忠实勤
勉之义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由公司开除并追缴损失赔偿

费: 1�反抗正当之教导者; 2� 有偷窃行为或不良嗜好屡戒不改者;

3�屡次违反公司规定者; 4�无故旷工至一星期以上者 。对一些
重要的工种,如矿警,还要找可靠的人担任保人。% 正是靠这种严

格的管理, 使企业的运作能较快进入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 产生

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满足战时大后方地区生产及生活的需要, 合

山煤矿根据�全国工作竞赛委员会 的要求,在全矿开展了工作竞

赛活动,探索既减少时间和生产成本, 又能增加产量的途径及方

法。对于生产积极性高, 工作成绩大的职工, 除增加工资和奖金

外,还呈报中央有关部门, 对其进行表彰。例如, 1943年, 大隆矿

场采煤工郑新龙创造了每日采煤 0�7095吨, 合山矿场的采煤工温

焕星、乔玉洪、黄成金、杨金邦、张德新、温雨三创造了每日采煤 1

吨,较平时增加 10%以上(最多达 43%)的优异成绩, 获得全国工

作竞赛委员会颁发的奖章和奖状。∋ 这一措施, 也为煤矿生产的

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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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抗战时期, 合山煤矿尽管经营良好, 得到较快发展, 但也受战

火波及而遭受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一)桂南战役时所受损失。

1939年 10月,日军在钦(州)防(城)登陆,攻陷南宁, 进占高

峰坳、昆仑关等重要据点, 迁江受到严重威胁。为抗击日军的进

犯,广西绥靖主任公署下令于 11月在迁江赶搭浮桥,以利部队渡

河,所有架桥用的器材均取自合山煤矿。煤矿损失 6000余元。根

据绥靖公署的指令, 煤矿公司董事会于 12月 1日开会决定疏散员

工,除发足本月份薪资外, 并加发一个月薪资, 以作路费。矿警队

则发给 3个月薪资, 使其能安心留守,公司因此加重了负担。1940

年初, 日军攻陷宾阳、上林, 战况再度告紧, 合山煤矿被迫停止生

产。第四战区司令部训令国军部队在红河沿岸构筑工事, 煤矿的

铁板、钢材、木材、水泥、锄头、铲子等器材工具拨给军队使用,物资

损失额在当时( 1940年)共约 4�2万余元。此外,总工程师邝兆安

1939年由香港购置了一批机器设备,准备安装在大隆矿场及其附

属机构,以进一步提高其生产能力。10月间运抵同登。因桂南会

战,交通断绝,无法运回,后为日寇掠去。计有蒸汽起重机、水泵、

船机、绞煤机、铅管、机器配件等, 共值港币 18022�05 元及越币
456�03元。∃

(二)被日机空袭所遭受的损失。

合山煤矿公司地处偏僻, 但是,由于它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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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源基地, 加上在 1939年 & 1940年的桂南战役中, 桂林行营、

第四战区长官部先后设于扶济村白鹤隘,外国军事顾问团也驻于

此。因此, 这里成为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总计抗战时期合

山煤矿被日机轰炸 7次, 所造成的损失见表 5。

表 5:抗战时期合山煤矿被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情况统计
时 � � 间 地 � � 点 损失情况

1939 年 8 月 迁江通讯处
茅厂全部被毁, 所有存放的材料家具等全

部损失

1939 年 11 月 21 日河里车站 炸毁煤卡 15 辆

1940 年 4 月 26 日 白鹤隘
炸毁客卡 1 辆, 煤卡 2 辆, 机厂锅炉房、修

车厂、办公室一带房屋均损坏

1940 年 7 月 7 日 白鹤隘
总经理室、协理室、医务所、庶务室等被震

坏 ,消防器具存放室全毁

1940 年 7 月 8 日 白鹤隘 出纳库房中弹倒塌,附近住宅有所损伤

1940 年 7 月 8 日 合 � 山 炸死工眷数人

1940 年 8 月 1 日 河里车站 无损失

� � 资料来源:合山煤矿公司总管理处编: ∀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十周

年纪念特刊# , 第 18 页, 柳州三民印务局,柳州光华印刷厂 1948 年。

另据同盟社香港 1939年 11月 7日电, �日本空军六次轰炸桂

省各地,即一队于是日上午空袭桂省迁江凡三次, 猛炸军事设施

((使蒙极大损失。 ∃ 对照表 5可以发现, 同盟社报道的这次轰

炸并未包括其中。这说明, 合山煤矿对空袭所造成的损失的统计

只限于煤矿本身。但因为迁江地区是合山煤矿的所在地, 所以这

里被日军飞机不断空袭,影响了煤矿的生产。另外, 如前所述, 当

地的许多军事工事都是用合山煤矿的器材建造的,其被炸毁,实际

上也会给合山煤矿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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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4年各矿场沦陷经过及物质损失。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8月

间,日军进入桂境,逼迫柳州, 情况紧急,公司人员被迫疏散。

9 & 10月间,公司下令白鹤隘员工疏散至新圩, 共有 30 家,

250余人。11月间, 再从新圩紧急疏散至龙麟、龙珠、水冲、弄初各

屯,笨重公物,因无役搬运, 则封存圩上蓝恒泰油房内, 派警看守。

是年未经决算之账单,及现金、契据、药品等,则责成各主管人员,

准备随时携同疏散。根据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指示,公司派人将白

鹤隘、河里一带的轻便铁道破坏, 以免资敌。同时破坏彩村、古瓦

等桥, 折收电话线。公司的送煤船主要集中于白鹤隘,计有汽船 2

艘,煤船 11艘。原拟驶至红河上游隐藏, 因奉广西省政府令协助

疏散大湾物质而未能转移。后煤船沉于来宾水落出将军桥 3艘,

凿沉于白鹤隘 2艘, 沉于溯河 4艘,搁于石龙岸上待修,后不见踪

影 2艘。名为诚信号的 1艘汽船于 11 月 10日由大隆上驶溯河,

将 4艘驳船拖离后, 向新圩进发, 被日军追击, 沉于新圩上游大勒

喉滩底,另 1艘名为顺发鸿的汽船驶到金叙岸边搁浅。

公司的里兰矿场于 1944年 11月 6日奉令停工, 员工及眷属

疏散至忻城县属的北陇、龙养村等处,部分矿警及职员共 20 余人

负责留守。该矿场所存物资,约占全公司总数 80% , 分别堆存于

河边及车站两材料室。广东钦廉师管区司令部被服一批, 亦堆存

于车站材料室内。后来均陷入日军之手。

合山矿场、宜山矿场、桂林办事处、柳州办事处、石龙办事处等

生产或管理机构在疏散的过程中, 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

11月 3日,日军由红河南岸渡河,占领了里兰, 15日又占领了

合山矿场。打死公司办事员杨 廷等人。大肆抢掠职工及民众的

财物。强迫煤矿职工开工生产, 共在合山矿场强� 买 煤 4200 余

吨。同时,还大肆掠夺或破坏公司的财物。据历史文献记载,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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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矿场, �公司器材, 及迁江县政府之存盐, 均告损失不赀 ;白鹤

隘: �机厂存放之器材及各处房屋之木板铁料,皆被折毁一空,仅余

四壁而矣 ;大隆矿场: �所有房屋之窗框、门扇、楼板、楼梯及铁器

铁枝等,均被撬折取去,锅炉发电机等皆遭破坏 ; 宜山矿场: �所有
公私财物器材, 均被搜劫净尽,即埋藏地下者,亦被搜掘一空,只剩

下锅炉数个而已 。在合山煤矿沦陷期间,矿工与当地民众组成抗

日自卫队, 抗击日军, 破坏湘桂铁路柳(州)来(宾)段, 给日军以沉

重打击。1945年 5 月 18 日日军被迫撤离合山, 煤矿得以光复。

日军占领合山煤矿不到半年的时间, 但造成的财产直接损失却非

常严重。

1945年, 广西省政府第 772 次委员会决定, 拨 243 万元 (国

币)作为调查费用, 从各厅处抽调雷方伯等 8人为调查专员, 调查

地区共 80个县市局,除少数县因损失较轻,采用通讯调查外,其余

地区均由调查员亲自前往调查。合山煤矿因是重要的沦陷区, 所

以为调查的重点之一。8月底各调查员分别出发, 到 11月陆续调

查完毕回到桂林,带回大量调查资料。11月 6日成立广西抗战损

失调查统计整理委员会, 专门负责整理各地上报的损失调查资料。

资料整理的方法是, 先将各调查表交审核员审核, 然后将经审核无

误的各类损失表分类编写, 并计算损失价值, 再交统计组分析、综

合,编制出统计表。∃ 可见,调查工作是慎重有效的。值得注意的

是, 1946年广西省公布的抗战矿业损失调查资料共有两份, 一份

为∀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 其中关于合山煤矿的损失为

330380万元, 另一份为∀广西省抗战损失概况及请求救济统计

& & & 矿业部分#,其中关于合山煤矿的损失为 352万元。这是合山

煤矿在整个抗战时期损失额的统计(上述统计的只是煤矿 194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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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沦陷时的损失)。造成统计数出现差额的原因, 是前者以

调查时的实际币值为标准,而后者则以 1937年战前的国币值为标

准。从遭受损失的地区和比例来看,两份调查材料是一致的,即都

认定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遭受损失的地区为合山、大隆、里兰、

宜山等矿场,损失资产占原总资产的 80%。另外, 还必须指出, 合

山煤矿所遭受的损失在整个矿业中是比较严重的。抗战期间矿业

中遭受损失的公营企业除了合山煤矿外,还有平桂矿务局、中渡炼

铁厂、上林金矿等, 其中上林金矿的损失达 100% , 其原资产总数

为50万元(战前国币, 下同)。损失的绝对数比合山煤矿小; 中渡

炼铁厂和合山煤矿一样, 损失的比例为 80% , 但中渡炼铁厂的原

资产总数为 400万元,合山煤矿为 440万元,所以从绝对数来看,

中渡炼铁厂也小于合山煤矿; 平桂矿务局原资产总额为 1500 万

元,损失 600万元, 损失比为 40%。从损失的绝对数来看要大于

合山煤矿,但其所受损失的比例却只有合山煤矿的一半。再就整

个煤矿业来论, 抗战期间,广西的 60家煤矿厂(场)中, 遭受损失的

达 54家,原有总资产 741万(战前国币)元, 损失资产数为 518�7
万元, 占原资产的 70%。∃ 合山煤矿的损失约占了整个广西煤矿

损失额的 67�9%。
上述统计的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直接的财产损失并不全

面,还有不少财产损失尚未统计在内。例如,在沦陷期间, 日军从

合山嘉巴岭等地强� 买 煤 4200 余吨, 名义上付给所谓的工资

7000余万元储币,但是应当知道,储币是汪伪政权所发行的货币,

根本没有或者很少有发行准备金,完全靠武力维持这些货币的所

谓�信用 , 在市面上基本上不能用,如同废纸一般。因此, 这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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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吨煤实际是被日军抢走的, 应视为合山煤矿直接财产损失的一

部分。按 1945年 1月西南地区市场的平均价格计算, 这些煤价值

12700万元。∃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知,合山煤矿因日军的侵略而导

致停产,而被迫进行疏散,这些损失也是很严重的。其数额也没有

反映在上述统计中。另外, 合山煤矿的 2000名职工因日军的侵

略, 90%被迫失业。% 这种损失根本无法估算。因此,上述统计所

列举的实际上只是合山煤矿在抗战时期的部分财产损失。但从这

些事实中,我们对战争的危害已经不难理解。

合山煤矿的损失之所以如此惨重,当然主要由于它既是战时

大后方的重要能源基地之一, 又是桂南战役中国军指挥地之一, 因

此,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破坏的重要目标。如果再进一步探究, 会

发现它所受战争的危害时间相对来说是较长的,受打击、破坏的次

数也较多。桂南战役从 1939年底一直持续到 1940年上半年。这

期间,迁江合山地区都是中日双方争夺的中心。虽然日军这次没

有占领合山煤矿,但是, 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略, 帮助中国军队构筑

防御工事,合山煤矿不得不大量拆卸自己的物质器材和设备。同

时,为避免资敌,一些设备还不得不自毁。日军飞机的频繁轰炸,

不仅使企业无法正常采煤, 而且许多厂房、设备被毁坏, 丧失了生

产能力。豫湘桂战役爆发,使煤矿受到进一步的损失。可以说, 在

抗战的中期和后期, 合山煤矿就一直被战争所摧残, 在这种情况

下,它的损失只能不断加剧。另外,还应当看到,合山沦陷后,煤矿

的职工大都被迫逃离。日军因兵力有限,无法对煤矿实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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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加上正值其败亡前夕, 对中国的仇视及报复情绪进一步蔓

延,因此, 他们除了对煤矿进行掠夺外, 还指使纵容土匪进行劫掠。

特别是在下隆矿场和宜山矿场, 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一些汉奸

卖身投敌,为虎作伥,也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四

1945年 5月 18日, 入侵合山的日军被迫撤离, 煤矿光复。6

月 16 日, 协理梁士梓从向都返抵合山矿场, 主持矿务。6月 20

日,广西省政府从百色急电合山煤矿,要求尽快恢复生产。但是当

时公司的经济状况异常拮据, 不得不一再裁员,减轻负担。职工每

天仅发米 2斤及菜金数十元(当时的国币) , 勉强度日。后几经磋

商,向广西银行借款 550万元,同时申请四行贷款,获 1亿元,并将

历年的存煤出售给湘桂铁路局,从而筹集到复工所需要的基本资

金。1946年 4月合山矿场复工。5月,修复了被日军破坏的矿井

设施,恢复出煤。9月 20日,合山轻便铁路全线修复通车, 产量逐

渐提高, 1948年 1 & 6月出产量已达 2571900吨。%

众所周知,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大肆掠夺胜利果实。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都借�接收 敌伪财产为由, 以权谋私, 中

饱私囊,使许多企业�雪上加霜 。1945年 5月 19日, 一批土匪在

日军撤退时,洗劫了合山矿场的财物。21日, 当他们准备再对合

山矿场施暴时, 被及时赶到的自卫团队和国民党别动队驱散。而

在接收合山煤矿的过程中, 基本上没有出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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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权利的现象。相反, 广西省政府与中国银行之间仍能保持较

好的合作关系。当合山煤矿复工急需贷款时, 中国银行给予了实

质上的支持。∃ 煤矿仍按过去所制定的有关办法进行管理, 利益

仍按股份进行分配。不久在德绩岭一带发现新的煤层, 公司于

1948年 5月 8 日在桂林召开三届八次董监联席会, 决定开发此

矿,并命名为�东矿 。次年 5 月东矿铁路支线动工修筑, 11 月峻

工。% 这说明, 合山煤矿的发展惯性并未因抗战的结束而停止。

当然, 也必须承认,新桂系集团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 是使

合山煤矿的接收没有变成�劫收 的又一重要因素。李宗仁、白崇

禧等在抗战中的建树,使其影响日益扩大。战后在对广西沦陷区

敌伪财产接收时,这种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公司在战后由广西北

流人梁士梓担任总经理,应该说与这种影响有一定联系。另外还

要看到,合山煤矿的光复是 1945年 5月, 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早 3个多月。这时,国民政府尚未做出在全国开展接收敌伪财

产的决定,各地方政权对本地的企业有较大的管辖权, 特别是由于

合山煤矿本身又是广西省政府与中国银行联合举办的,因此,日军

撤离后,公司依靠本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很快接管了煤矿。当国

民政府下令开始接收敌伪财产时, 合山煤矿已经有了明确的归属,

并开始了恢复生产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劫接 引起的灾难。正确

把握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合山煤矿的发展历程。

(作者唐凌, 1955 年生,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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