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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以灾害救助为主的慈善捐赠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气候

恶劣 ， 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
发，常年发生旱、雹、水、冻、霜 、虫 、瘟疫
等自然灾害，民间素来流传着“三年一歉
收，十年一大馑”“一年庄稼两年忙，一年
旱灾两年荒” 等谚语。 全面抗战爆发以
后， 战争兵灾致使边区减灾防灾能力雪
上加霜， 加之因修战争工事砍伐树木和
森林，减灾防灾能力急剧下降，更是逢灾
必荒。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田禾、粮
食、房屋、生命 、牲畜等直接财产与生命
损失， 给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为
严重的后果。 1939 年至 1949 年十年间，
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连年不断， 发生的
频率之高、程度之深 、损失之惨 ，令人触
目惊心。 1942 年 8 月陕北发生水灾，安
塞、 延安、 延川及绥德等县受到水灾侵
害，在受灾县市中以绥德县区为最重。据
《陕西省志·民政志 》 记载 ，1939 年至
1945 年间， 受灾面积从 614,965 亩增加
到 117,885,816 亩，受灾人口从 41,173 人
增加到 554,800 人 ， 粮食损失从 55,884
石增加到 656,043 石， 期间还伴随着牲
畜、房屋以及公共设施的损失。

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民生疾苦 ，同
时又由于边区经济落后， 工商业基础薄
弱，政府财政匮乏难以为灾民提供保障。
一方面，边区农业长期不能自给。另一方
面，抗战初期 ，边区基本上没有工业 ，陕
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
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 、
国际友人的捐赠。 1938 年， 外援占边区
经济总收入的 51.6%。 抗战进入相持阶
段后 ，特别是从 1940 年起 ，国民政府不
仅完全停发军饷， 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
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断绝边区的一
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同
时，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 据统计，
1940 年边区仅有公营工厂 9 家 ， 工人
434 人，资金 52.3 万余元。生产合作社 29
个，社员 1132 人，股金 13.5 万元，产品种
类 300 个，产值仅有 2 万元。 非生产人口
增加的财政开支占年财政收入 18.86%，
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
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
品严重困乏。

如何有效地减灾防灾救灾是政府执
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量， 直接考验着中
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能力。抗战爆发后，
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慈善捐赠
救济灾民难民，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边
区政府因财政困难难以保障灾民难民基
本生活的局面， 可以说是边区政府社会
保障事业的有益补充。 延安时期的慈善
事业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 ，
而且具有现代慈善事业的特征。

延安时期现代慈善的
自愿捐赠：互助友爱

延安时期，建立在群众自愿基础上

的捐赠成为陕甘宁边区减灾防灾救灾以

及慰劳抗日军人资金的重要来源，通过

募捐将分散的财力人力物力集中以救济

边区灾民难民等，实现了民间慈善和边

区政府社会保障的协调融合发展，具有

现代慈善事业的特质。群众募捐粮款不

仅是边区政府救济灾民难民的重要的途

径，而且给予受灾者以精神安慰和鼓励，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重灾区主要依靠

政府拨粮拨款救济，但政府的救济不能

完全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对灾害的现

实需求，灾情相对不严重的地区主要依

靠人民互助救济。据不完全统计，延安、

延长、志丹、固临、甘泉、延川等县由群众

互相调剂粮食达 4200余石。1940年 6月
24日，边区政府、党委、八路军留守处、抗
敌后方援助会联合发起“一两米”募捐，

共募集资金 147411元、粮食 49.1石，用
于清涧、绥德等地的灾害救助。1942年延
安市发生水灾，各机关募捐 11.95石，资
金 94767元，衣服 153件。关中地区受到
兵灾战乱时候，葭县募捐银元 70元、法
币 11990元、边币 26100元，清涧捐赠边
币 556600元。延安时期，不仅边区政府
财政紧张，而且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普遍偏低，群众募捐救济灾民难民

的物资金额无法与国民政府管辖的大城

市相比，但边区人民群众捐赠的热情体

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财力有限，边区

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边区支援抗

战。为了慰劳抗日军人，1938年边区政府
发起募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五一”劳动募捐，总工会在“五一”节当

天发起一分钱募捐运动，两个月共募集

600余元。第二，募捐 6万双袜子手套运
动，在这次募捐中，工人单独完成 5443
双，超过原定计划的 340双。更感人的
是，延安南区两名木匠将他们几天所得

的工钱买了两双毛袜捐赠给政府。第三，

通过义工的方式加紧生产，如机械厂工

人自愿每周六做义工 2小时，印刷厂工
人自愿减少工资 20%，合作社工人将红
利 5%用于捐赠抗日基金。

1943年由于边区形势紧张，后方党
政民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积极开展募捐

支援前线。一是延安机关学校的工作人

员和学生将自己的生产积蓄全部捐赠，

捐赠物资不仅包括资金，而且有的工作

人员和学生还捐赠了自己的单衣、衬衣、

毛巾、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女同志

用做衣服剩下的布头一针一线缝成挂包

赠送给前线战士。三是一对 50多岁河南
逃难的难民夫妇将自己辛勤纺毛所得

500元用于慰劳前线战士。四是延安的一
些商人募集 500 双军鞋并捐赠 20 万元
用于慰劳士兵。五是边区银行工作的残

疾荣誉军人将自己的一条毯子、毛巾、牙

刷、袜子、节省的一套衣服以及单位发放

的 200元草鞋费捐赠给前线战士。
此外，海外华侨及爱国人士也非常

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战争统一战

线，纷纷向陕甘宁边区捐赠各类物资，据

延安革命纪念馆统计，1937年至 1941年
海外华侨及爱国人士捐赠的总金额高达

8,899,340元法币。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
承继：邻里互助

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是边区政府救

灾的根本办法，但周期长，见效慢。调剂

互助是解决灾害救助的应急性办法之

一，周期短且见效快，弥补了生产自救、

自力更生的不足。边区政府通过调剂互

助的方式救济灾民还体现了邻里互助，

邻里互助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一大特

点，是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继承。

陕甘宁边区调剂互助的方式主要有

三类：一是调剂粮食。边区政府在灾情较

轻的自然村组织广大村民开展互相调剂

粮食，救济受灾严重地区的灾民。据史料

统计，1943年春镇原县季霜冻，政府只救
济了 11石，而灾民通过互助调剂解决了
101石，群众互相借粮 58石，向其他区以
5分利借粮 43石。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助
调剂粮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

是成立了互济会，通过互济会组织人民

群众开展互济共助，在救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据史料记载，1940年互济会仅在
固临、延长、延川、延安、甘泉、保安、安

塞、安定、靖边、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募

集细粮 1783.44石，法币 3657元。三是亲
戚朋友之间互助调剂也是很重要的救助

方式，体现了邻里互助与亲情友爱。如延

安用此法调剂粮食 93.17石，吴起镇的调
剂以亲友借贷居多，而此类借贷不收取

利息，子洲县也发动亲友开展借贷。

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的
创新发展：义赈义仓

明清时期，陕甘宁边区为应对自然

灾害就已经建立了义仓，是中国传统的

地方性慈善事业。民国时期义仓进一步

发展，主要由地方官绅筹建并运行。延安

时期，边区政府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

的意愿，在自愿乐施原则下募捐、创办义

仓并开展义赈，边区政府视其粮食收入

之多寡与经济状况不同，争取有力者多

出，无力者少出，不愿施舍者不出，语云

“集腋成裘”。义仓是群众性的互济组织，

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及人民，不管多少，

只要拿得出的，均有捐出义粮之义务，并

且在募捐义粮时广泛地宣传与动员，在

群众中造成热烈的捐粮备荒运动。延安

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义仓、义赈较传统慈

善事业有了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

一方面，在组织管理上，陕甘宁边区

义仓由政府直接领导，义仓所在地的区

乡政府监督管理，从义仓所辖区人民群

众中推举公正无私、积极负责、热心公益

并有威望的 5—7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设
主任委员 1人，由各委员分别负责募粮、
入仓、查仓、放粮、领导生产等事宜，并且

要求各县拟定本县义仓管理单行办法。

如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

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议员任绍亭、委员

杨正甲、委员白文换、委员高崇珊提出在

陇东分区及靖边县创办义仓以备灾荒，

决议通过并实行。义仓坚持在平年或者

丰年发动群众在自愿乐施的原则下进行

募捐，遇到灾年时经义仓管理委员会调

查灾民难民受灾情况及需求，呈报边区

政府批准，方可开仓放粮。借粮的灾民难

民及农户向义仓管理委员会报名登记，

并与第二年收获后如数归还所借义仓粮

食，如实有困难的农户，可申请延期偿还

或减免。

另一方面，创办义赈义仓是陕甘宁边

区政府依靠群众互助共济力量解决灾害

救助的方式之一，义仓不仅具有预防灾荒

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刺激生产的作用。据

统计，1944年 5月，延属分区富县开义田
2800亩，成立义仓 93处。新正县共产党员
张清益首创义仓，鼓励开垦荒地。张清益

倡办义仓建立 63处，开义田 180亩，集粮
食 44石，陇东分区也建立了义仓 67个，
集粮 1008.31 石，甘泉县有 38 个义仓
1195亩义田，集存粮 201.1石。仅就 1944
年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义仓统计来看，

陕甘宁边区在新正、赤水、淳耀及新宁等

地在已有义田的基础上，增加开荒一倍，

关中分区共计义田 4620亩。
延安时期的义仓体现了现代慈善的

公益理念，可以说，这是现代版的慈善公

益事业，这与中国传统慈善创办的义仓

有着本质区别，其在开展广泛的群众运

动基础上以积谷备荒的形式在丰收年存

续粮食，以备在歉收及荒年时调剂与解

决群众因缺少食粮所导致的基本生活及

恐慌。而传统的义仓则是主要依靠以少

数富户来积谷备荒。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红十字与
人道主义研究中心）

■ 文姚丽

抗日战争期间， 八路军 359 旅在南
泥湾开荒生产

边区军民修河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