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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福利会志》终于编纂完成即将付梓，这是很有意

义的。

回眸过去的一百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度过了“冷战”的岁月。今

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

年的封建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崭新的一页，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释放出人民群众无穷的潜力和智慧，香港和澳

门的回归预示着祖国的和平统一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了。中国人民在曲折坎坷

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探索真理，追求科学和进步，并且正在走向光辉灿烂的2l

世纪。

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她的政治活动和革命工作遍及这个世纪的大半

岁月。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于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是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

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

利会，尽管它的历史足迹和发展进程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宋庆龄独特的个性

色彩，但是它始终汇合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奋斗、崛起的

伟大乐章的组成部分。正如宋庆龄所说：“中国福利会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

在另一个时代里成长的。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垂死的痛苦中开始

了工作，并曾用我们绵薄的微力来加速它的崩溃；我们看见了新的社会主义中

国的诞生和它初期的成长，并用我们的全力参加了它的建设。”《中国福利会志》

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光荣的历史，并尽可能详尽地阐述它的发展历程。

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救援组织。它的领导人是当时被

国际上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宋庆龄，它的成员则包括着美、英、德、新西兰等国

的进步人士、中国爱国人士和少数共产党人。他们和世界上近百个救援团体和

华侨机构建立了可靠的联系，把大批医疗设备、救援物资和资金支援八路军、新

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救济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和难民，大大地鼓舞

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的士气，壮大了抗日力量。宋庆龄如同一个“建筑师”，

吸引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了海内外爱国人士，构筑起一座支援中国的桥

梁。她把需要者和援助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她和她的中外朋友们的非凡智

慧、高度的效率和坚定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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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迁往上海。它继

续坚持这个组织的光荣传统，不遗余力地为解放区军民运送药品、设备、物资和

技术力量，把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医院发展为8所设施比较齐备

的医院和42所分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医疗救济体系。同时在上海工人聚居区

开辟贫苦儿童的救济和教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宋庆龄梦寐以求并为之长期奋斗的政治理

想。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她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把中国

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以前瞻性的视野，在争取社会进步，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的领域，确定了中国福利会新的任务；在妇幼卫生保健和儿童文化教育

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在宋庆龄

的领导下，中国福利会成为世人瞩目的妇女儿童福利团体，它在妇幼保健、学前

教育、校外教育、儿童文化以及国际宣传等方面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成为我

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窗口。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福利会继续发挥民问团体的优良传统，恢

复和发展同国外的交流和合作，建立和推进与港、澳、台地区的交往和友谊，在

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指引下，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继续保持着旺盛

的生命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致力于提高民族素质，争取社会进步，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等富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中国福利会志》是一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忠实纪录的志书。由于战争

时期环境变化，几经迁徙，早期的档案材料毁于战火，部分又不慎散失，因此在

叙述上难免有所缺漏。但无论如何，这部志书是宋庆龄创办和长期领导的中国

福利会最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资料汇集，对今人存史和后人研究都具有不同寻

常的意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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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国福利会志》将在中国福利会创立60周年时出版，我读着志书的详细

目录就像是在回顾我的大半生。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在

香港成立后不久，我就荣幸地、高兴地参加了，那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到

1998年，我83岁了。中国已理所当然地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热

切地期望着在1998年重返这个中国福利会的诞生地——香港，参加它的60周
年庆典。

回顾过去，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们事业的创始人宋庆龄，追念她如何以她的

全部精力和才能投入斗争，为了把解放前100多年中那个被压迫、被侮辱的旧中

国改变成今天这个独立的、不断前进的新中国。她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促

进这一改变，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特别是通过她所创建和领导的保

卫中国同盟(它把革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o

按照中国的习惯来说，人们也许可以把保盟称作中国福利会的少年时代。

中国福利会在它的60年历史中曾经用过3个名称，担负过3种任务，每种

任务都是适应某一特定时期的需要的。

在1938—1945年这段时间里，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收集和运送药品及其他

救济物资，供应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作战负伤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群众(特

别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地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从日本侵略者

手中夺回来的。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地区及其

抗日武装拒绝给予任何援助并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所以，宋庆龄领导的保盟

在征集救济物资的同时，通过定期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年报，使

全世界的朋友(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保盟进行

这样的宣传工作也是为了反对重开内战、促进团结抗日。此外，它还对其他有

益的工作给以有力支持，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这个组织协助中国

战时的经济和民主发展，宋庆龄担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

主席。

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宋庆龄转移到重庆。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保

盟继续进行工作并有所扩大，一方面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支援，另一方面是

进行国内和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促使继续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对投降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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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争取的

际的相互

这本

史实概要

得到激励

重大变革



六、名称运用，各编多次运用同一名称时，第一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七、本志行文，除少数引用原史实记载外，均为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点、名称表

述等均按《上海市专志行文细则(试行)》执行。

八、外国人名、专名汉英对照表附于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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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站⋯⋯⋯⋯⋯⋯⋯⋯⋯(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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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保健⋯⋯⋯⋯⋯⋯⋯⋯(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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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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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建⋯⋯⋯⋯⋯⋯⋯⋯⋯⋯(246)

二、任务⋯⋯⋯⋯⋯⋯⋯⋯⋯⋯(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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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馆⋯⋯⋯⋯⋯⋯⋯⋯(246)

一、组建⋯⋯⋯⋯⋯⋯⋯⋯⋯⋯(246)

二、基本方针⋯⋯⋯⋯⋯⋯⋯⋯(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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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传统教育⋯一

三、道德品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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