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

金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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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抗战爆发后,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大都被日军控制,香港成为

战时中国最大的国际交通门户。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国民

党中央将原设在香港、澳门的基层组织� 港澳直属支部 提升为� 港澳总支

部 , 以期加强领导。但港澳总支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陷入党内人事纠

纷,并没有在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 国民党 � 党务 � 香港 � 朱家骅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状况, 以往学界鲜有研

究。! 笔者有幸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 中

查阅到 �香港党务 档案一卷,该卷档案相对集中呈现了太平洋战

争爆发前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发展状况。本文即以该卷档案为核

心,并参考国民党其他党务史料,对国民党港澳总支部成立到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党务问题予以疏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 港澳总支部的建立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之初, 即同海外华侨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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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党内设有海外党部。在国共合作时期, 国民党海外部一度

由中共党员彭泽民负责。国共分裂后, 1928年 4月, 国民党中常

会通过海外党员总清查登计办法,派员分赴海外从事宣慰及指导

党务, 其组织形态仍依照同盟会时代之成规, 分为总支部、支部及

分部三级。但在港澳因受殖民当局的限制, 国民党自改组后始终

无法公开活动, 港澳党务活动只能隶属于广东省党部。据 1931年

11月统计,海外总支部及直属支部共 40 个, 均无港澳支部。! 直

到 1934年国民党才在港澳正式设立直属支部。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负责港澳事务的机构较杂, 既

有外交部驻外领事机构,又有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教育部、国民

党组织部、宣传部和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等众多部门, 设有专职机

构负责指导监督港澳事务。此外, 国民政府兵工署、航空委员会、

中央信托局等也设有驻港机构,负责军用物资的采购。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 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几乎都被日本侵略者

控制。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交通门户, 无论是海外军火物资

的输入,还是内地农矿产品的输出都要经过香港转运。因而,香港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据亲赴港澳视查党务的罗翼群、

区芳蒲% 报告:

∀84∀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

% 罗翼群( 1889- 1967) ,广东兴宁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法战争。1924 年国民党

改组后出任广州大本营军法处长、兵站总监、军需总局局长。后赴日本。1931年

回国,先后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区芳浦( 1891- 1951) ,广

东南海人,早年投奔陈济棠,曾任第八路军政训部主任、广州市长、西南政务委员会

常委、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工作报告书∃ ( 1931年 11 月) ,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76 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78 年编印,第

204页。



抗战以来, 香港地位日形重要。侨港同胞数逾百万。雄

于资者富商巨贾、饶于力者技术专才、社会中坚、国中耆硕荟

萃于此,盛极一时,潜蓄力量至为丰厚。惟是分子复杂, 意向

纷歧, 各自为营,漫无中轴。依违之间, 端视吸引有如素丝随

熏成染。苟能及早运用党国力量, 收而纳之于抗战建国之一

途,无形之中蔚成党力, 效果所至,未可限量。敌方近亦有见

及此,正积极运用其怀柔政策,妄冀与我争取民众,广布谍网,

肆意活动。意志薄弱者流,最易堕其壳中,殊属可虑。夫城可

弃、土可焦,民众万不可失。此诚千钧一发之时也。故香港一

隅之在今日,就资源、力源之接济, 俨成重要之后方,而就政治

上我敌间之尖锐暗斗, 又隐同紧张之前线。故党力之及时运

用于香港, 在整个抗战方略中实占重要之成分。!

正是鉴于香港在战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在全面抗战

爆发后,即着手加强在香港的党务指导。1938年 4月, 国民党五

届四中全会通过�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案 , 首先对国民党中

央指导海外党务工作的组织机构作了较大调整, 取消海外党务计

划委员会, 改设海外部,负责海外党务及宣传事宜。% 海外部成立

后,立即开始加强驻港澳机构的设置,以期最大限度地调动香港的

人力、物力,并利用香港在战时的特殊地位,为抗战建国服务。

此时,国民党在香港、澳门设立的直属支部状况简直是形同虚

设。以香港支部为例, �经费原额每月国币七百元。嗣迭奉令节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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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94年编印,第

115、126页。

罗翼群、区芳蒲:#港澳党务视察报告∃ ( 1939年 3月 25日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 之� 香港党务 ,毛笔原件。以下均简称� 朱家骅档案 ,档

案号同为: 30- 3。



七折, 复九折发给。自去年( 1938年)九月份起, 每月仅得国币四

百五十元,折合港洋仅二百余元。以之支付租项、邮电等费尚虞不

足,遑论其他。是以该支部虽有良好计划, 亦无从按步推进, 形同

搁浅 。! 而澳门支部经费仅为 180元。%

为整顿港澳地区党务工作, 1939年 3月, 国民党海外部向中

常会提出#改进香港党务纲要∃, 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

充实组织机构, �将原香港、澳门两直属支部合并组织港澳总支部,

并参照省市现行制度,由中央特派大员一人为主任委员 ;二、增拨

经费。因港澳地区�党员自己养党目前确未易做到 ,故�拟请中央

按员拨给国币壹万元 , 并规定� 职员薪给及办公费不得超过百分

之四十,事业活动费不得少于百分之六十 。& #纲要∃经国民党中
常会审议通过, 唯一修改的是将经费减少为每月五千元。∋

1939年 5月 4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 120次会议通过#驻港澳

总支部组织条例∃; 18日,中常会第 121次会议通过吴铁城为驻港

澳总支部主任委员、高廷梓为书记长; 6月 15日,中常会 123次会

议决议派陈策、区芳浦、俞鸿钧、欧阳驹、简又文、陈剑如、陈素、高

廷梓为执行委员,下辖香港、九龙、澳门三个支部。同年底, 因广东

沿海地区大都沦陷,又将原广东省党部下辖的广州湾区党部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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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17次会议纪录∃ ( 1939年 3月

2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 25卷,第 77页。

#改进香港党务纲要∃ ( 1939年 3月)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

议录∃第 25卷,第 55- 58页。

#二十八年度中央经费每月支出(各级党部经费)预算表∃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 2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89页。

罗翼群、区芳蒲:#港澳党务视察报告∃ ( 1939年 3月 25日) , � 朱家骅档案 。



港澳总支部指导。!

二 � 港澳党务的人事纠纷

港澳总支部成立之初,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工作即陷于各种

人事纠纷之中。有研究指出:

战时国民党为谋对抗共产党与日伪组织在香港的活动

((建议以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取代侨委会及教育部的工

作,形成党部与行政部门的争权,当时侨委会委员长与海外部

长同是陈树人, 他在党部与行政部门工作重叠时, 只能设法划

分职权,以免互相冲突。经此纷争,陈树人的海外部长职务被

处事积极的吴铁城所取代,益加凸现陈树人与世无争的风格,

同时也强化国民党在港澳的动员力量。%

以上论述实是暗示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吴铁城与侨务委员会

委员长陈树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形成党部与行政部门的争权 现

象。但据笔者的考证,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陈树人的风格固然�与
世无争 ,由于他一人身兼党政两职, 均为港澳工作的直接上级主

管,本不易引起党政冲突。笔者认为其真实原因, 主要是来自港澳

总支部主任委员吴铁城与时任中央秘书长朱家骅之间的矛盾。一

方面吴铁城不甘屈就总支部主委一职; 另一方面, 朱家骅又极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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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总支部控制, 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之间的矛盾从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设置的秘密机构或许可以看出些端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由于国民党不能在香港公开党务活动, 因

此设有多处秘密机构,其中� 荣记行 和�西南图书印刷公司 当为
其重要据点。在笔者查阅到的研究成果中, 对这两处机构多有所

误解。有论者谓: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香港办事处应当就是荣记

行。 其主要依据是日本特务机构对国民党驻港机构所作的调查:

�荣记是以商业公司的组织作为伪装,从事情报搜集、对华侨的抗

日宣传等工作 ,而�西南图书印刷公司是国民政府的宣传书刊之

印刷所,受荣记之监督审查 。因此, 该论者以此判断国民党在香

港的�印刷所想必是西南图书印刷公司 。!

不过据陈立夫回忆: �吴铁城担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时, 也

兼指导闽、粤两省宣传工作的责任, 他以香港荣记行作为活动地

点。 �荣记行内设∗编译室+ 利用津贴款项, 招揽滞留香港的文化

人,派他们任委员,写些海外社论, 又出版一些定期刊物,每人薪水

100元。 % 从以上回忆分析, �荣记行 的工作内容更似� 驻港宣传

专员办事处 ,这与吴铁城初到香港时的身份是相符的。因而� 荣

记行 并非�港澳总支部 所在地。
1939年 5月 4日, 吴铁城到香港后曾致电时任中央秘书长的

朱家骅表示:

弟奉总裁密命来港主持党务, 指导一切, 另由中央常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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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次会议议决推派弟任驻港宣传专员,办理关于闽、粤两

省战区宣传事宜。此间办事处已于东日成立, 开始工作。印

刷公司及报纸亦正在积极筹备, 至迟月杪必可出版。港方党

务未能公开活动情形,兄所深知。在此情况之下, 对内推动并

无问题,而对外名义须预为假定, 以求适应环境, 庶可推行尽

利。此后对外如有必要时, 拟宣称中央政府及委员长驻港代

表,且以此间交通便利于接洽一切为词, 使港当局明了弟之任

务不专在香港一隅耳。!

此电可以清楚地看出吴铁城并不满足于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

一职, 他到港后首先成立的不是�港澳总支部 , 而是�驻港宣传专
员办事处 ,其最终目的是想做�中央政府及委员长驻港代表 。而

此时朱家骅还是希望借助吴铁城的力量,支持自己的亲信、新任港

澳总支部书记长高廷梓。为了扶植高廷梓, 朱家骅特意致电吴铁

城表示: �承示一节, 当即转陈。廷梓兄今日飞港襄助, 渠于新闻事

业尚有经验,对新办报纸当可有所效力也。 %

高廷梓( 1895- 1984) ,广东新会人, 1921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获博士学位。1926 年归国后加

入国民党, 先后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教授、教育部简任秘书兼社

会教育司司长。1938年任中央党部党务委员会秘书暨教育委员

会专门委员,多次在朱家骅领导下工作,为朱氏亲信。

5月 8日,高廷梓到港协助吴铁城工作。但他并没有获得吴

铁城授命创办国民党在香港机关报#国民日报∃的筹备工作。吴将
此工作交由陶百川负责, 由陶出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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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报在香港创刊。

据高廷梓到港后给朱家骅的报告称: �总支部对外名义决定为

∗西南图书印刷有限公司董事会+ 。 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国民党港

澳总支部的秘密据点为�西南图书印刷公司 ,而非�荣记行 。具

体负责总支部事务的高廷梓到港后, 因其商租的办公处原租客尚

未搬出,故�暂时仍借荣记为通讯及接洽处 。! 高廷梓的电报从

逻辑上清楚地解释出�荣记行 和�西南图书印刷公司 的关系。而

吴铁城之所以看中�荣记行 , 而非�西南图书印刷公司 ,主要因素

是前者为中宣部�驻港宣传专员办事处 , 后者则是海外部下辖的

香港总支部。

吴铁城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理由是,战前海外党务工作原由中

央海外部和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负责。抗战开始后,海外部和侨

委会对海外党务、文宣工作只予以原则性的指导, 实际决策权则在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尽管战时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的是隶属于

中宣部的国际宣传处,但中宣部却无权干涉其活动,实际事务均由

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其人事、经费均从军费项下开支。% 这也正

是吴铁城选择�荣记行 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从国民党中常会批准的港澳总支部的经费来看, 当高廷梓

向吴铁城报告经费不足时, �铁城先生以为原定经费国币五千元,

合港币二千七百元, 只可作为总支部及三个支部之行政经费,至事

业费应另行请款。事实上如照原来经费进行, 确是困难。以本港

情形之复杂,敌伪汉奸与异党活动之猖獗,二千七百元亦仅足以打

消敌伪之收买报纸及报馆主笔而已 。& 为此, 高廷梓重新拟定

∀90∀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

%

& #高廷梓致朱家骅函∃ ( 1939年 5月 22日) ,钢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李盈慧前揭文,见#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 447页。

#高廷梓致朱家骅函∃ ( 1939年 5月 22日) ,钢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总支部每月经费港币一万八千三百元 。但这在朱家骅看来, 经

费�似属太多,难获常会通过 ,而予以否决。! 而吴铁城在筹款方

面,另有渠道,他办#国民日报∃可以从军事委员会申请经费, 不仅

中宣部无权干涉,也可不受中常会的约束。

在港澳总支部成立之初,吴铁城与朱家骅之间在用人方面的

矛盾就已隐现出来。成立港澳总支部的动议, 最早是由海外部在

1939年 3月呈国民党中央#改进香港党务纲要∃中提出的,并立即

得到朱家骅的支持。朱家骅通过自己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

会迅速审议通过,并报请国民党中常会批准。%

中央党务委员会,是在 1938年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后成

立的新机构,主要负责掌理党务审议设计及总裁蒋介石或中常会

交办事宜,并联系各部处之工作。设主任委员,由秘书长朱家骅兼

任;委员 14至 20人,由蒋介石提经常务委员会通过任命, 并以各

部部长为当然委员。&

对于成立港澳总支部一事,吴铁城并没有异意,只是对总支部

人选问题有自己的主张。为此,他在赴港前亲笔致函朱家骅表示:

�香港总支部组织及人选问题,弟意俟到港后详查各方情况如何,

相宜再行电商。((总支部主任委员亦请暂缓提会, 候弟到达再

电告办理。 ∋ 吴铁城的目的是想等自己到香港了解情况后, 再行

组织班子,他并不以总支部主委一职为满足。但朱家骅对此不以

为然,另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朱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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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铁城致朱家骅函∃ ( 1939年 4月 17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 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94年编印,第

437页。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17次会议纪录∃ ( 1939年 3月

2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 25卷,第 6- 7页。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 ( 1939年 6月 1日) ,毛笔原件, � 朱家骅档案 。



不仅迅速成立了港澳总支部, 配备了全部执行委员,并复函吴铁城

解释道: �关于香港总支部组织已由海外部提出, 经党务委员会通

过。将来倘有高见, 当照提修正,并当商请树人先生照办。惟主任

委员一席,仍请屈就,以利工作。 !

朱家骅在促成港澳总支部成立之初,以�防止汉奸敌探活动 

为由 % , 还在总支部下特设调查统计室,由陈积中负责。调查统计

室既是港澳总支部的下辖机构,又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

计局(中统局) , 局长由朱家骅兼任。如此一来,陈积中可跨过总支

部和吴铁城直接向朱家骅汇报。而查中常会通过的#驻港澳总支

部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规定,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由 7-

9人组成,由主任委员主持会务; 执行委员会设书记长一人, 承主

任委员之命,处理日常事务;总支部下设组训、宣传、总务三科和侨

民指导委员会。& 该条例并无调查统计室这一机构设置。国民党

在海外直属支部广泛设立调统室, 是在 1940年五届七中全会以

后,由中央海外部统一部署,办理一切调查情报统计事宜。∋

由于朱家骅和吴铁城两人对港澳总支部的不同态度, 很快引

起内部矛盾,形成两派对立。一派是原港澳支部的老人, 以陈素、

周雍能为首,唯吴铁城马首是瞻。吴铁城在战前曾任广东省政府

主席, 而香港、澳门支部最初是隶属于广东省党部的。周雍能、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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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届七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 )) 海外党务工
作∃ ,第 254页。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20次会议议事日程∃ ( 1939年

5月 4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 25卷,第 342- 343

页。

#改进香港党务纲要∃ ( 1939年 3月)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

议录∃第 25卷,第 55- 58页。

#朱家骅复吴铁城函∃ ( 1939年 4月 19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素两人同庚( 1893年生) ,与吴铁城同为广东人。他们早年跟随孙

中山投身革命。北伐时, 周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科长,陈任

总政治部社会科长。抗战爆发时, 两人分别在香港、澳门直属支部

服务。陈还是新成立的港澳总支部首届执行委员,同吴铁城的历

史渊源更深。另一派以高廷梓、陈积中为首。他们时常跨过主任

委员吴铁城,直接向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报告或负责。这自然引起

吴铁城的不满。由此可见, 将此后的港澳党务纠纷视为吴铁城与

陈树人之间、意或�党部与行政部门的争权 , 似有不妥。另一个例

子是, 深得吴铁城信任的周雍能虽没有被朱家骅委以港澳总支部

执委,但仍被吴铁城委以总支部下辖的澳门支部主任, 同时兼任广

东省侨务处长, 一人身兼党政双职。!

从总支部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两年多来内部纠纷不断, 甚

至有人将�全体同志划分为新旧两派。前者以陈积中同志为首, 新

调港同志附之; 后者以陈素先生为首,原有在港澳同志附之, 以为

分划挑拨口实。基此新旧之中,不免时生猜忌 。% �新派 的陈积

中 7月 15日抵港,短短数日即以中统局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总支部

内成立调统室, 他 21日函告朱家骅: �职室现已成立,一切当秉钧

座意旨, 努力做去。 他还对尚在改组中的港澳总支部组织人事,

提出自己的意见: �职意党务工作应从健全本身机构着手, 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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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雍能:#三十五年来我与铁老∃ ,#吴铁城回忆录∃ ,台北,三民书局 1993年 3版,第

235页;另见沈云龙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 , 台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编印,第 150页。据周回忆: � 廿八年英国对德作战,国际情

势紧张,中央以香港地当要冲,派铁老驻港组织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联合港澳同胞,

并策动南洋华侨共救国难。 事实是港澳总支部成立于 1939年 5月,而英法对德宣

战则迟至当年 9月。



巩固后,始能谈到推进工作。故一面须从速改组支分部,加强组织

与领导,一面须视人力、物力之配备, 及斟酌当地情形, 定计划,

切实可行,庶无头重脚轻、大而无当之讥。 ! �头重脚轻 、�大而无

当 是否针对吴铁城兼任总支部主委一事,不得而知。但对陈积中

的表现,朱家骅深以为然,复函称赞到: �港室成立、积极工作各节,

至用嘉慰。党国艰危,惟希益矢奋勉为要。 %

由于有朱家骅的支持,故�新者以历史较短且寄重一方居于领
导地位 。& 吴铁城担任港澳总支部主委不满半年, 于同年 11 月

升任中央海外部长, 仍兼总支部主委,成为港澳总支部从中央到地

方的实际负责人。与此同时, 朱家骅则调任中组部部长。∋但此后

�新派 高廷梓等人仍时时、事事向中组部长朱家骅请示。1940 年

2月,高廷梓还致函朱表示: �此间工作每月均有报告, 每周亦有会

议录呈报。 , 这自然引起�老派 陈素等人的不满, 他们对� 书记

长高廷梓先生多所攻讦, 甚或取对立状态,致动轧掣肘,力量分散,

影响工作至钜 。此前, 陈积中因有朱家骅的支持,当调统室经费

不足, 总支部又无力支付时,常常得到中统局的额外补助。此后,

调统室向总支部申请正常经费时, 老派即以�本室经费有局补助为

词遭否决 。− 此时, 朱家骅不好再过分插手海外部事务, 只好复

电安慰牢骚满腹的高廷梓道: �委员制大都如此 , �港地一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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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 ( 1941年
8月 7日) ,毛笔原件, � 朱家骅档案 。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 ( 1940年 2月 23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 ,第 149- 150、138页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 ( 1941年

8月 7日) ,毛笔原件, � 朱家骅档案 。

#朱家骅复陈积中函∃ ( 1939年 8月 29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陈积中呈朱家骅函∃ ( 1939年 7月 21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均属重要,思想尤须注意。书记长有明定之职权, 宜以至公无私之

精神负责做去, 精诚团结, 化除一切成见。不求事事成于我, 只求

于党国有益,事事都可容忍, 劳怨在所不计。 ! 并告诫高: � 书记

长秉承主委襄助会务,不可只注重一部分工作;铁城先生当无此种

成见,恐有人中伤,万不可置信。 %

1941年 4月 2日, 吴铁城接任中央秘书长, 不再兼任港澳总

支部主任委员。总支部面临改组,内哄更加激烈。任职调统室的

朱学贤曾将内部纠纷情形呈报吴铁城, 希望吴能藉总支部改组之

时予以�相机调整,使海外党务能在实干中建立深厚基础 。但未

能得到吴的支持。& 而朱家骅因职务转移, 更是无能为力。在原

有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中, 掌握实权的是书记长高廷梓。但吴铁

城并没有选择高,而是推荐总支部执行委员资历最老的陈策代理,

并报经蒋介石同意, 再告之中组部长朱家骅。∋

与此同时, 老派人物乘高廷梓离港赴渝述职之机, 向他的书记

长职位发起挑战。高廷梓面对现实,只好请求辞去书记长一职, 并

向朱家骅诉苦道: �别后归来, 惟有缄默, 谨候中央意旨。此间人

事,似不免全部改组,缘陈素勾结澳门支部常务委员周雍能等乘弟

离港, 彼等即指使不肖份子破坏党员征求, 以图鼓动风潮, 而谋打

击。幸各同志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彼等乃告失败。关于书记长

一职,拟请就卢逮曾、林式增、王懋勤、陈剑如、李朴生、司徒优六同

志择一荐充。 ,

∀95∀

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

!

%

&

∋

,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 ( 1941年 4月 13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吴铁城致朱家骅函∃ ( 1941年 4月 19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 ( 1941年

8月 7日) ,毛笔原件, � 朱家骅档案 。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 ( 1940年 3月 19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 ( 1940年 3月 15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此时,朱家骅对港澳总支部的人事安排已无权干涉,他复函高

致歉道: �弟曾向各方设法 , 但�事与愿违,深为歉意。 �务希吾兄

体会时艰,毋再请辞。因兄一离开, 则今后港澳党务无从再言发

展,即兄两年来努力造成之基础,亦必不能保持也。 !

但港澳总支部内部的派系纠纷则愈演愈烈,反对高廷梓的老

派人物不断�鼓动风潮 , 甚至�收买工棍作声援, 喊出肃清中大少

壮派口号 。此口号实是直指高廷梓的背后靠山朱家骅, 因朱家骅

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高廷梓曾在该校任教。为此,高廷梓再次致

函朱家骅请求支援: �如果对人事无全权重新调整,处此非常时期,

实不能一刻继续负责也。 % 但朱也仅能复函表示: �环境复杂, 肆

应良苦,仍希一秉至公放手做去。 &

�新 、�老 两派的内斗,最终以�新 派失败告终。高廷梓此后

仅坚持不到半年, 即于 1941 年 11月辞职返回重庆。∋ 书记长一

职最终由陈素接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主委陈策脱

险赴重庆,陈素又当选为总支部主委。但此后的总支部已无法在

港澳立足,被迫迁至广东沿海港澳边陲一带活动。,

三 � 港澳组织、宣传工作检讨

港澳总支部成立后, 除内部纠纷不断外, 针对港澳地区的组

织、宣传工作亦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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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廷梓呈朱家骅电∃ ( 1941年 11月 13日) ,电报抄件, �朱家骅档案 。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 ( 1941年 5月 23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 ( 1941年 5月 4日) ,毛笔原件, � 朱家骅档案 。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 ( 1941年 4月 25日) ,毛笔原件, �朱家骅档案 。



按照海外部向中常会提出的#改进香港党务纲要∃规定, 港澳

总支部成立后的工作要点共五项: �一、吸收优秀份子; 二、沟通海

外侨胞情谊;三、促进香港侨民文化;四、策动捐款献金等活动;五、

防止汉奸敌探活动。 ! 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发展党

员,这是国民党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二是对外文宣、发动民众(即

纲要中所涉及的第二、三、四项) , 三是�防止汉奸敌探活动 , 主要

由总支部下设的调查统计室负责。

朱家骅最初指示高廷梓的工作重心也是�征求党员 和�发动

民众 。% 按高廷梓的设想,对于�征求新党员一节 , 他�以为似须

先行充实内部, 整理阵容, 方能进行 。�除依照通常办法进行外,

俟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 策动中级干部作征求党员,总动员三个月

后,必有相当收获 。至于� 发动民众 , 在他看来, �党部工作最好

能兼办侨务,以侨民长官名义对外最为适宜。因侨务包括范围广

大,各种事业似可借此推进。况名正言顺,事半功倍 。为此,他想

借澳门支部周雍能兼广东省侨务处长的前例, 向朱家骅建议在香

港设侨务局, �如有困难, 可否给予侨委会代表等名义, 以便号

召 。& 而朱家骅更看重发展党员数量,以此扩充实力, 复函表示:

�侨务委员会名义事,当与树人先生商之。至征求党员一切, 在训

练班开办以前应即先行进行。 ∋

在港澳总支部成立前,因原有组织�忽略自身任务, 以致党务

工作多半陷于停顿状态,不能与其他工作平均发展 。因此, 中央

海外部要求海外各级党部首先办理党员重新登计报到,并限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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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香港党务纲要∃ ( 1939年 3月)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

议录∃第 25卷,第 55- 58页。



支部于 1939年 5月办理完毕。此前香港、澳门两地计有党员人

713人, 到期完成报到登计者仅 529 人。而按海外部的要求, 至

1939年 11月,半年内分配港澳总支部征求新党员的数量是 1644

人,实际只完成 236人, 仅占计划的 14. 3%。! 因此,发展新党员

成为港澳总支部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完成上级的指示, 高廷梓被迫放弃原有设想。此后港澳

总支部发展党员人数突飞猛进, 据统计 1941年 3月以前, 港澳总

支部发展新党员 1517人,此后半年又发展了 4930人, 这一成绩令

港澳总支部成为中央海外部所属的各级直属支部中的最佳单

位。% 除港澳总支部外, 当时在港澳地区活动的国民党基层组织

还有中华海员党部。& 该党部的工作成绩更是惊人, 仅 1939年 4

- 9月即发展党员 4789人, 平均每月发展党员近 800人∋,而该党

部每月经费才仅 315元。,

尽管国民党在港澳地区发展党员成绩斐然,但党员素质和应

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港澳总支部和海员党部同在香港, 彼此间

很少往来,甚至相互敌视。高廷梓上任不久就曾致函朱家骅表示:

�海员党部方面截至现在为止,弟甚隔阂。平日与该部人员绝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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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 ) ) 组织工作∃ (下 ) ,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93年编印,第 326- 327页。

按国民党的组织架构,除按区域设立党部外,另设有军队、铁路和海员三个特别党

部。

#五届八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 ( 1941年 3- 12月) ,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

史料 ) ) ) 海外党务工作∃ ,第 286- 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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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目前职位而论,实无权过问该部事务。彼方不重视友谊关

系,亦不足为怪也。 ! 海员党部的基层党员大多为广东人, 而该

部下设的组织、总务、宣传、训练四个科长, 一人为江苏人, 三人为

安徽人, �对广东海员不无隔阂 。一次,海员党部书记长李遂先应

高廷梓之约来访, �但仅仅数语即辞, 意欲避免论及内部 。% 据熟

悉海员党部内情的谢太清报告称: �该部工作一向以纸上谈兵、欺

上瞒下为能事。((最近上海区征求一千八百余名新党员, 所列

名册, 其中有名无人者有之,重复入党者恐亦有之,因沦陷区入党

可免相片,故有此弊。又香港区征求新党员五百余名, 皆属失业工

友,亦有此间游民。最近该区主持人陈林扬深知失业工友之弱点,

佯称入党之后, 党部即可拨款救济。不问质素如何, 滥竽充数, 份

子复杂,贸然不知,只求数量增加, 摄影费用亦由部内开支, 在工友

何乐而不从,如斯党员,恐亦无益于党。 &

对于战时各级基层组织招收的新党员, 吴铁城在抗战胜利前

夕召开的国民党�六大 上报告时也不得不承认:新入党者�多半未

经认真选择,严格审查,冗滥之弊, 犹未能尽免。主管部虽有∗宁缺

毋滥+ 的指示,然尚未能确实做到 。�尤其新入党者,未能完全编

入区分部或小组,形成∗有党证就是党员+ 的现象 。∋

造成港澳地区党员素质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驻港澳地区

各级国民党组织之间不能精诚团结外, 国民党与三青团驻港澳机

构也是貌合神离。尽管朱家骅一度在中央兼代三民主义青年团团

部书记长之职, 而在地方的高廷梓始终不愿同三青团香港支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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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曾向朱明确表示: �青年团港支团事,弟决不参加。因与小孩

子较长短甚无意义也。 ! 1940年 6月,三青团成立驻港澳直属区

团部筹备处,任命高廷梓兼任干事,高即以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公务

繁忙为由请辞。康泽原本还想请朱家骅斡旋, 朱为此特向康泽解

释:高之辞职�当系实情, 自以准其辞去为妥 。%

此外, �海外各地党部与使馆, 过去因历史关系不相联系,甚至

对立, 对于推进党务殊不便。海外部为矫正此弊, 曾于二十八年

( 1939年)拟定∗海外党部使领馆联席会座谈要旨+ ,通告每月举行

一次 。& 香港因离祖国最近, 交通便捷, 由于种种原因留港的中

央委员较多, �中央原定有每星期开谈话会一次 。但作为驻港大
员、港澳总支部主委的吴铁城对此也不热心参与, �此间实情,会既

不如期举行,谈话内容以及各人意见如何,中央亦无情报 。∋

国民党在港澳党务的组织工作中既存在如此多的弊端, 其发

动民众,对外宣传的功效更可想而知了。

战时国民党在港澳地区的宣传方针主要三点:一是沟通海外

侨胞情谊, 协助政府推进战时政令; 二是对外争取友邦同情与援

助;三是纠正纷歧错杂的言论思想为主旨。但由于国民党在港澳

地区的组织政出多门, �横的部门与纵的系统多有脱节 ,造成党报

(香港#国民日报∃)与�党部之宣传科无密切之联系 。, 此外, � 亦

因经费困难,同时下级党部又多不能积极运用社会的人力与财力,

所以亦不能发挥很大的效果。特别是宣传技术的呆板低劣, 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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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免弄得民众对于宣传人员,发生厌恶轻视的观念, 致削弱了宣

传的功效 。甚至引起�盟邦对我不免苛责 。!

尽管国民党各级组织在总结港澳地区文宣工作时, 都能罗列

出一系列的成绩, 但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胜于自己。

中央海外部的一份报告中有一段记录海外文宣工作的失误和总

结,还算不失公允:

宣传工作:

一,一般的日报,比抗战前有质量之进步,因( 1)国内沦陷

区域, 为报馆最发达之地, 国内既停业, 乃迁海外; ( 2)抗战发

生,侨民阅报之需要大增;

二,智识分子到海外避难者甚多,学校亦有质量之进步;

三,共产党或左倾份子因生活较劣, 须争社会地位, 工作

势力言论受其操纵;

四,本党机关报,则销路不见增加,反有支持不易之势, 其

原因: ( 1)工作人员恃有背景, 毋须努力; ( 2)各派皆拥护中央,

机关报拥护中央之特色与号召不引起注意;

五, 本党定期刊物在重庆甚多, 而在海外之发行不甚注

意,远不如其他之流畅。国内共产党之刊物, 亦多见于书摊。

((

七,现国内派出海外之宣慰人员颇多,但不少因: ( 1)对国

内抗战情势本无研究, 学识低,演讲术不好; ( 2)生活习惯奢

侈; ( 3)旅费不足,向侨胞提捐,极引起侨胞之反感, 尽失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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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意。!

最初, 国民党港澳党务的宣传重点, 在论及�纠正纷歧错杂的

言论思想 方面,还多集中在驳斥日本美化侵略和汪伪�和平运动 

等谬论方面。随着国共矛盾的加剧, 其宣传重心也逐步移到反共

方面。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 海外部针对中共的强势宣传, 集中力

量开展�特种宣传 , 其任务�除打击敌伪之外,尤应打击奸党 。为

加强宣传力量起见, �特拟具特种宣传方案,制定打击奸党宣传工

作要点,并搜集各地不同情形, 随时作个别指示, 及时供给驳斥文

稿与一般宣传材料 。事后,海外部对�特种宣传 开展以来的实际
效果自我评价道: �奸党反动宣传, 其在侨胞间之影响已大为低落,

至本党宣传力量,则已日见效果, 侨胞视听亦已日转澄清, 虽奸党

多方破坏,多方造谣,亦徒心劳日拙。 %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皖南事变爆发后, 国民党想极力掩盖事

实真相,但其宣传手段之拙劣,令前方党务人员极度不满。据海外

部自己统计,针对事变而转发给海外各支部及党报的宣传材料仅

仅四份。& 高廷梓为此向朱家骅抱怨道: �弟在此间虽是负实际工

作责任,但以权、款两受限制, 经常业务尚可于穷中苦斗,勉强推

进。过去年余已是如此, 方今共党展开斗争, 本党宣传机构似应加

以调整,酌增经费,使真能成为战斗力量。最近何总长皓电, 本部

所能印发者为数甚少,齐电本可由中央航邮发下, 讵竟连日分段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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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耗费时间、物力, 又无从运用,以视共党佳电与有关文件一厚册

则早已播传海外。我以密件通知同志,对方则以全部有利其自己

之宣传文件撒播全世界, 相形之下, 效用可想而知。 ! 迫于这种

无奈的状况,高廷梓甚至不敢接任�特种宣传委员 一职,特致电国

民党秘书长叶楚伧和朱家骅表示: 特种宣传工作�其性质虽与本部

工作密切关系, 但非本部所能支配, 似此情形, 应付非常,实属棘

手。恳请转呈总裁, 准予辞去特种委员职务, 以明责任而轻罪

戾 。%

对于国民党海外宣传工作, 吴铁城在其所作的#党务检讨报

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 因为派在国外的宣传人才,实在不多, 动员

海外侨胞宣传的技术,不够精到, 宣传经费亦不很充足, 总感觉到

我们的责任,还没有能够完全尽到。老实说, 我们同志在国际上的

宣传战,远不及将士在国内的军事战。 &

四 � 小 � 结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香港沦陷前这一段时间,国民党为加强在

港澳地区的影响, 特设立港澳总支部, 以期努力改进港澳党务工

作。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其实际效果往往事与愿违。事实上

就国民党在香港地区的党务活动所遇到的诸如经费、人员等困难,

共产党也同样存在, 甚至比执政的国民党更难。但共产党在战时

香港的党务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扩大了自身的组织建设,

还在最大程度内赢得了港澳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共两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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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比, 充分说明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出于自身的组织建设,

这一点是它根本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 国民党内并不乏清醒的认识。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室成员朱学贤以自己两年多来

的亲身体会,撰写一份#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

意见∃,针对港澳党务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总结。现将其核心内容

摘抄如下,权且作为本文的结尾:

至党务方面,以环境特殊不能公开活动固影响于开展工

作者甚大, 其实( 1)缺乏实干人员( 2)总支部内部矛盾尖锐, 主

委与委员间、委员与委员间、委员与科长间及科长与干事间,

无不互有意见。意志已不集中,力量自无由发挥。( 3)随人事

之矛盾,而遇事掣肘,归其根由,则不脱封建习气、门户之见过

深。如每遇训练班之设立,必指倡导者持有成见, 欲造成私人

势力。此种恶意宣传,无异分化本党。( 4)统属不严, 号令不

行。澳门支部向以人事问题对总支部不洽。自第三期征求新

党员所派征求员未指派该部委员兼充,后遂以职权问题,鼓动

党员提出质问。迄今纠纷未已。查高廷梓先生提出划分职业

集团入党,而未指派该部委员充征求员或联络员, 固为人口

实,而下层党部公然鼓动风潮,诚有未当,亦号令不行之结果

也。( 5)头重脚轻,中间不动。目下党务类多注意省市县党部

及海外总支部与支部各级之组织,至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

活动,多不经意。总支部年来对党员发展迅速, 固属事实, 部

内本身尽管闹人事纠纷, 而高廷梓先生之工作精神,即对其最

不满意者, 亦同声佩服。然大部经费集中上层, 其次为支部,

而分部则月仅十余元,而所辖党员则往往百余人, 以少量金钱

而欲推动无训练之党员工作, 诚至难事。盖党员已未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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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灌输、思想之训练,以确立其革命人生观,类多徘徊观望, 不

知所云。纵或勉强集合亦如 附 ,即合即散,不能收效。遇

分部委员之肖者,尚可依期召集会议,传达中央意旨; 其不肖

者,则终年不开一会,更无论工作。((( 6)门户独立, 不相关

连。已往政党之错误即纵横组织, 无密切之联络, 各立门户,

互相磨擦, 致力量抵消。港澳以环境特殊,承已往积弊或负其

责者别具意图, 中央与中央间(指香港中央机关)、地方与地方

间或中央与地方间, 均无密切之联系。如党与团不惟无联系,

为招收党、团员及执行工作之关系, 相互间均不免有恶意攻

讦。平心而论, 团为辅助党而领导青年, 训练青年,服务社会,

效忠国家, 应接受党部领导;而党部亦应以作之君、作之师之

精神,监督之,指导之,始能收党团相互为用之效。否则,以敌

对地位,各行其是,互为攻讦, 与异党敌对无异其不应该,固彰

彰矣。又如中央在各地所设之宣传机构,中央固有指挥监督

之权, 而与地方党部必须切实联络, 始能发挥分工合作之效,

否则平时敷衍, 遇事推委,影响于工作者至深且钜。如新四军

事件发生后,奸党在港澳散发之宣言、传单、小册子不下数十

百种,而本党之宣传品计仅有闽粤宣传专员办事处编印之�如
此新四军 、�抗建国策下之中国共产党 及总支部编印之� 统

一抗战 、本室编印之�团结抗战与中共 等数种,且不免处处

追随他人, 作人尾巴,已失主动,受制于人, 自难收宣传之效。

至海外党报缺乏管理和干部, 任由腐化份子之胡作胡为,海外

归侨类能道之。惟晚目未之见,固不敢妄事批评, 然港澳宣传

机构之不尽如人意, 则属事实。故海外宣传之必须有统一管

理,严格督责,健全干部与中央或地方间切取联系, 确已急不

容缓。以上所举盖其阻碍工作开展之 大者。((至今后

之改进钧座贤明英睿,当有通盘筹划,惟其最基本问题, 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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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慎用人,固根本, 充实干部,茂其枝叶。( 2)开展海外调

工,协助党部工作,并以为中央耳目, 进而运用当地机能协同

外交力量, 以改善侨胞生计。( 3)以使馆兼负党务工作藉外交

之掩护,取得相当公开活动彻底扫除藉党营私, 把持党务, 割

据势力之腐化行为。( 4)大量吸收帮会份子。查海外帮会向

极著称,其已投向本党者固多,而徘徊观望或名义已加入本党

而仍保存其旧组织者亦不鲜。此辈平日咸以第三者态度批评

或攻击本党,其影响本党对人民及侨胞威信者甚大。今后宜

以德威并济,宣抚兼施, 尽量收容,使为国用。( 5)厉行考绩,

综 名实, 专其责成,安其生活, 务使任使得法, 命令贯彻, 下

情上通得以随时改进,则海外党务之开展,庶几近矣。!

由于朱学贤自身的局限或国民党机制本身不可愈越的组织架

构,其所开列的改进方案,事实也是难以实现的。随着太平洋战争

的爆发,香港很快沦陷, 国民党在港澳地区的党务活动基本停止。

此后, 仍坚持留在香港继续工作的倒是原总支部下辖的调查统计

室,在打击日伪特工和汉奸方面有所成就。%

(作者金以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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