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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976年10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战线

“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
关注和维护下，统一战线没有被取消，人
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有关
统一战线组织都得以保留，在“文革”后
期得到了部分恢复。

毛泽东、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

“文革”时期，毛泽东制止和纠正过
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
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
到重要领导岗位。毛泽东在是否取消民主
党派、取消政协、取消统一战线的问题上
的清醒认识，维护和保存了中国统一战线
的根基。

1966年 8月底，周恩来指示中央统
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
摇，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并指示：全
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等可以先停止办公和
活动，但绝不能宣布解散，任何人也没有
这个权力。

1966年国庆前夕，周恩来在国务院
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出指示：
民主党派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高
级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外事政策，
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

1969年5月4日，周恩来在给有关单
位和部门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
的一封信》中提出，要对派往各民主党派机
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这封信对保护各
民主党派领导机构成员起了重要作用。

1970年 2月，周恩来再次对进驻各
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
能随便揪斗。之后，他又几次向有关部门
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
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

1970年11月1日，在周恩来的过问
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迁入全国工商联
大楼，开始联合办公，并组织在北京的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委员进行
学习。

1971年 9月 6日，周恩来主持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稿，对统一战线问题提
出：统一战线其实最广泛，党与非党，党
外帮助整党，不是没有话可说。工人阶级
和劳动人民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三结合
一强调，气势就大了。剥削阶级只能占少
数。党与非党是大的统一战线。

统战部门坚持开展工作

1966年8月23日，中央统战部部长
徐冰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宽舒
他们的紧张情绪，提出应对策略并给予
帮助。9 月 21 日，中央统战部就“文
革”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应对意
见，努力降低统一战线成员受冲击的范
围和程度。27 日，中央统战部制发文
件，就党外人士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
题提出处理措施。

1966年 9月，中央统战部、国务院
宗教事务局派出4个调查组分赴中南、西
南、西北及河北调查“文革”冲击宗教的
情况，在调查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些意见和
建议，对一些重要寺观教堂采取了一些保
护措施。

1970年 7月，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
指示，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对人
大、政协机关所属统战对象在“文革”初

期被查抄财物的情况做了调查，并提出
了《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

物的处理意见》。1971年2月，该意见经
毛泽东批准下发，当年即对国务院参事、
中央文史馆馆员被查抄的财物集中进行了
清理、退还。

“文革”后期党的统战政策的部分落实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
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加快
了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和
落实党的统战、民族等政策的工作。
1972年11月，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对
统战人士，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他
们，而且要在政治上给予照顾，让他们看
到文件，遇到国内外重大事情给他们通通
气。中央统战部着手成立了临时业务班
子，初步恢复了一些工作和活动。

1971年夏，毛泽东视察南方，再次
提出，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不要急于取
消。“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即指示有
关部门，让下放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机
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
返回北京。12月29日至31日，中共中央
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今称
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由周恩来传达中央
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的一系列文件，说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这是“文革”以
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
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历史条
件下所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

之后，经周恩来批准，向在北京的各
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了
传达，各地也陆续进行传达和讨论。在
周恩来的过问下，统战系统军管组决定，
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机关联合办
公，撤销机关军代表，成立了临时领导小
组，下设联合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根据
周恩来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
开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3月，党中
央指示检查贯彻民族政策情况。8 月，
周恩来指示农林部 （1979 年 2月辙销）

派专人赴青海，调查了解青海省农牧业落后
问题。经过一系列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得到
一定程度的恢复，一些错案得以纠正，受到
严重破坏的民族关系得到初步改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年，中国佛
教协会和伊斯兰教协会开始部分恢复工作，

“文革”初期受到破坏而关闭的一些寺庙经
过维修逐步开放。

1972 年 7 月 20 日，周培源写信给
周恩来，分析了造成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的三
方面原因。23日，周恩来写信给国务院科
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
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
作根据，在教科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
要认真实施。10月6日，根据周恩来多次
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
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教育界引
起很大反响。11月6日，周恩来到国务院参
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视察，关切询问参事、
馆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
民主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规定住房
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1973年 5月，经周恩来同意，中央统
战部组织统战人士到外地和在北京参观学
习，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
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及部分知名
人士共128人报名参加。

1974年 1月，周恩来派人到郭沫若家
了解情况，提出保护措施。

1975年 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章
乃器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 月 3 日，
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并针
对当时有人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
说“老九不能走”。7月，党中央批准国务
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起草了《关于科技
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指出：科学
技术也是生产力。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很重
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对文化教育各部门都
有用处，并指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
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1972年 10月 30日，在周恩来的过问
下，全国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民主人士学习领导小组，正式恢复各民主
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学习活动。1973
年 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
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
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这是“文革”以来
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见报的一次
会议。

中央统战部业务组先后于1972年11月
和1973年3月就纪念孙中山诞辰、忌辰的
活动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批准先后恢复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孙中山诞辰和忌辰
举行的纪念活动，仍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
分别出面举行纪念仪式。

四届人大重申党的统战政策

1973年10月中旬，叶剑英、邓颖超同
在京的党外人士协商四届人大的代表名单问
题。叶剑英强调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
用，今后需要大家协助建设国家，经常提些
意见，把各方面的事情办好。叶剑英多次会
见回国参观访问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向
他们阐述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还多次叮嘱
侨务工作者：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
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华侨感情！

1974年，在筹备四届人大过程中，周恩来
指示中央统战部派领导干部参加四届人大的
筹备工作，推荐党外人士。据此，中央统战部
在文化艺术界、工商界提出了一批名单。这
些人的审查结论报周恩来审核，经毛泽东批
准，终于从文化艺术界、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
方面选出100多名代表，使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数达到237名。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重申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
伟目标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
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增添了希望。1975年
10月 1日，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
干部、高级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
请出席国庆招待会。

风雨同舟坎坷行

开列名单保护党外人士

1966 年 8 月 30 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长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红卫兵抄家并
斗争他的情况。毛泽东当日批示：送总理酌
处，应当予以保护。9月 1日，毛泽东又亲
笔复信给章士钊：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
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章士钊的
信后，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还
抄走的全部东西，并指示派人保护章宅。同
时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党外著名人士的名
单，并且详细地提出了保护范围、原则和具
体办法。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
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
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国
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常
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
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又加上了李宗仁。

特赦全部在押战犯

1975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特赦
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全部特赦在押
战犯，并说，释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
请他们吃顿饭，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
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
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
下武器25年了。

3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第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了 293 名在押战
犯。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释放。9
月，司法机关又宽大释放了全部在押的 95
名台湾当局派遣的武装特务和 49 名武装特
务船员。至此，自 1962 年至 1965 年捕获的
台湾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员全部释放。

9 月 9 日，毛泽东对清理在押国民党
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上批示：建议
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

科研工作逆风而行

在“文革”中，广大知识分子、民主
党派成员、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一
道，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坚持工作和生
产。特别是科技界人士，潜心从事科学研
究和生产活动，取得了以氢弹和人造卫星
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一批重要科
研成果。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的陈景
润在“文革”期间仍潜心研究。他在 6 平
方米的小屋内，借着煤油灯光伏在床板上
演算，在耗去几麻袋的草稿纸后，对解析
数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世
界领先地位。“文革”初起时，后来享誉世
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事业
刚刚起步。他顽强克服造反派对试验的几
次严重破坏，在近乎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科
研工作，终于在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上连
续攻关，取得突破性成果。

19731973年年88月月33日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统战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