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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的野七窑七冶抗日献金运动
渊一冤

1937年 7月 7日，日寇在卢沟桥向
我挑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难当

头、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

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各族各

界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1937年 12月 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
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中共中央长

江局及其他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各国

驻华使节都汇聚武汉，武汉成了中国的

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日救国的中心。正因

如此，日寇在占领徐州后便认定：“为了摧

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

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

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

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他们集中 40万
以上的大军向武汉发动了疯狂进攻，1938
年 7月 4日占领江西湖口，进逼九江和武
汉。沿途施放毒气，并对武汉狂轰滥炸，造

成我国大量军民伤亡。

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奋

起御侮救亡，出现了许多牺牲救国的英

雄，演出了一幕幕抗日救亡的活剧。武汉

人民 1938年“七·七”抗日献金运动便是
其中一曲气壮山河、慷慨悲壮的爱国情

怀和民族精神的高昂颂歌。

在日寇步步进逼并对武汉狂轰滥炸

情况下，为避免无谓伤亡并保存实力，我

一面坚决保卫大武汉，一面将在汉的一

些机关、工厂、学校西迁。为了表达和激

励武汉和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切实支援前线抗战，时任军委会政治部

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

沫若决定在武汉和全国发动一场抗日献

金运动。国民党的政治部部长兼湖北省

主席陈诚不以为然，认为有钱的人大多

走了，没钱的又没有什么可献，不如干脆

来个硬性摊派，否则场面将冷冷清清，让

人看笑话。但周、郭充分认识到武汉和全

国群众蕴藏的浓郁的爱国情怀，坚持要

按计划办，陈才勉强答应。他万万没有想

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武汉人民的

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献金运

动在武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渊二冤

原定 7月 7日至 9日 3天上午 9时
至下午 6时，在汉口水塔旁、江汉关前、
世界大戏院门首、三民路铜像处、武昌司

门口、汉阳东门轮渡码头设 6个固定献
金台，另设一个流动献金台，冯玉祥夫人

李德全、李宗仁夫人郭德洁、黄琪翔夫人

郭秀仪等女界名流各主持一个。献金那

几天，开始是骄阳烈日、酷暑难当，接着

又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随时还要防着日

寇飞机轰炸。但献金情形却像郭沫若所

描绘的“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

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

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一句话，简直

是狂了”。三镇万人空巷，像炸开了锅一

样，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了献金台。到 9
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

挤垮了”。面对如此炽烈的爱国场面，组

织者不得不把献金时间延长两天，到 7
月 11日。

当时经过疏散，武汉的人口已不足

50万，但献金的人次却在 100万人次以
上。献金者的阶层广泛，涵盖方方面面。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乳臭未干的孩

子；有达官显贵、富商大贾、社会名流，也

有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乞丐以及不入流

的难民。他们平时风马牛不相及，有些甚

至相互对立、仇深似海，却在河山将要变

色的时刻，走到一起来了。爱国爱邦之情

弥合了个人恩怨、阶级沟整，把各色人等

凝聚在一起。许多情景极其悲壮，催人泪

下；许多情景促人猛醒，走上疆场！

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领导人王

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乘一辆卡车

到江汉关前，献出中共一个月的党费

1000 元和八路军将土一日节食的餐费
1000元，王明、博古、邓颖超等 6位国民
参政员一月的工资 2100元，周恩来任政
治部副部长一月的工资 240元。在他们
的影响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员、社会

名流、工厂老板、房东、店主也有捐献；平

时生活已很困难的平汉、粤汉铁路工人

分别送来 1300元和 3000元。7月 8日，
600多人力车夫排着长队，逐个在水塔
前献出他们当日辛劳挣来的全部收入。

汉阳某乡农民捧着祖传的一个金元宝送

来了。1930年代著名电影“体育皇后”黎
莉莉（钱壮飞烈士之女）献出了新婚丈夫

送给她的结婚戒指。许多菜贩和其他小

贩，把当日的收入捐到献金箱里，一个卖

唱的盲人捧着三弦琴从 40里路外赶来，
献出了他连日所得的 5元钱。7日当天
各报都登载了武汉各剧院及其 2000 名
从业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各界先生

们，我们都是渺小的戏剧从业者，可是也

知道‘匹夫有责’。‘七·七’事变到现在，

除了演过 48次劳军以及救济难民、救济
难童等公演外，今天又共同举行这个‘慰

问出征军人家属、受伤官兵献金公演’，

这一次是我们 12家戏院经营者捐出房
租开支，2000多大小职工演员捐出一天
薪酬勉力完成的。请诸位鼓励我们这点

赤忱，踊跃购票，这样就可以多慰问一位

出征军人的家属或受伤官兵。”真是志向

高洁，忠义动天。他们同时将 6日、8日
演出的收入一并捐出。

那些一无所有者、今日不知明日温

饱者，包括乞丐、擦皮鞋的小孩，一天来儿

趟、十几趟，把刚刚收到的几角几分钱投

入箱中。经常在江汉关附近要饭的乞丐

赵义，大热天还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

袄，却虔诚地走向献金台，往箱里捐进了

一角镍币。他用地道的汉口话说，我们要

尽力爱国，不能当亡国奴！感动得围观的

人，有的取下子上的手镯子，有的摸出身

上仅有的毛票、铜子。一些青楼女子也络

绎走到水塔献金台前，其中一位叫刘建

农的，前天已献出 10元，这次又献出 100

元，致使当时报纸感动地写道，过去有“商

女不知亡国恨”的诗句，如今应改为“商女

亦知亡国恨”了。在武昌司门口，湖北救济

院里的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派来 8位
代表将他们节食攒下的 10元 7角 3分钱
献了出来。武昌乞丐教养所的孩子绝食

一天，省下的 20元钱也献到台上。
最难得的是沦陷区逃难来的难民。

有钱的都已转往他处了，剩下的多是一

些两手空空、风餐露宿的。他们满腔国仇

家恨，深知亡国奴的悲痛，也是爱国不落

人后。流亡学生无家无业、没有生活来

源，只得上街擦皮鞋或出卖自绘的抗战

形势图，许多人同情他们，一角的给一元，

一元的给三五元，他们当场将这些钱投

到献金箱里。一位 60多岁，衣衫槛楼、弓
腰驼背的卖药人，一天拄着拐杖来献了

三次，一次是前几天卖药所得，二次三次

是当天卖药所得。他说，他从河北来，全

家人都被鬼子杀光了，国亡家破，连命都

保不了，还要钱干什么？讲时声泪俱下，

引得一片同情和哭泣声，更多的是义愤

填膺、慷慨救国的呼喊声。一位北平来的

难民无钱可献，献出了一柄他引以自豪

的曾杀过鬼子的大刀……

渊三冤

这次献金运动正如《新华日报》评论

的“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

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

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

何，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

定复兴。”

从物质层面来说，这次活动共募得

价值 100万元以上的现金和实物。一部
分送到了保卫大武汉的前线，解决了前

线将士的燃眉之急，有助于提升士气，鼓

舞斗志；一部分购买了前线急需的医疗

器材和药品，再分到各战区，解决了受伤

将士的救死扶伤的大事；还有一部分送

到各地慰劳总会，慰劳伤员、抚恤阵亡将

士，救济失业、流亡的难民和学生。100万
元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在抗战军

兴、财政吃紧的时期，尤其如此。

从精神层面上讲，献金过程，就是抗

战的宣传和鼓动的过程。“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精神被

贯彻到抗日战争的始终。武汉和全国人

民抗日御侮的精神是中国抗战到底并取

得最后胜利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能打败任何侵略者、真正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

这次活动也彰显了武汉人革命和建

设“敢为人先”、爱国不甘人后的抱负。在

日寇步步进逼，机关、工厂、学校已经内

迁，时时有敌机轰炸，随时会城廓变色、国

亡家破的逆境下，慷慨献金、团结御侮，表

现了一牺牲自我、誓死捍卫乡邦的爱国

情怀和民族大义。

重温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献金运

动，唤起武汉人民对这段尘封已久历史

的记忆，不仅可以彰显武汉历史文化丰

富的内涵，更可以突出武汉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人文积淀和个性魅力。这对武

汉建成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和中国的

和平发展，都是大有禅益的。

渊据叶楚天主人曳冤

1938年 7月袁武汉献金运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