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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966年5月）

统战纪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五不变”与
三个“大有进步”

1959 年元旦，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
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上，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
统一战线的“五不变”政策，即定息不变、
高薪不变、学衔不变、政治安排不变和教育
改造不变。同时，强调在统战工作中将采取
和风细雨、正面教育的方法，推动党外人士
到工作和劳动实践中去，调动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积极性。这一政策，对工商界、知识
界、民主党派及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起到了
团结和稳定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对待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仍采取了比较慎重和稳妥的方针。毛泽东
9月15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人民团
体负责人及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明确
表示：现在不是 1957 年那样的形势，也不
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知
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
界也大有进步。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比如世界观的问题，要慢慢来。

“欣逢春雨获新生，
倾海难尽党重恩”

1964 年 2 月 13 日，农历正月初一。下
午 3 时，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春节座谈
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
人在场。

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了对党外人士
生活上多加关心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对
与 会 者 说 ：“ 对 溥 仪 ， 你 们 要 好 好 团 结
他。”说到这里，他还加重了语气：“听说
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 180多元薪水，
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
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
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
兮，食无鱼’。”章士钊插话说：“听说溥仪
的叔叔载涛生活也有些困难，特别是房子
失修，刮风下雨多有不便。”毛泽东接话
说：“我知道他早年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
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他的生活不好也
不行啊。”

中央举行的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
指示身边管理稿费的工作人员立即从他个人
稿费中取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
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
同载涛家。

溥仪听章士钊说明来意后，心中十分感
动，他表示盛情可领，但钱不能收，因为他
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即将
有一笔稿费收入，所以生活并不是很困难。
章士钊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关心和一片
心意，请他务必收下。经章士钊再三劝
说，溥仪只好收下了，激动万分的他当即
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
党重恩……”载涛在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
房款后，也是激动得泣不成声，他提笔疾
书，当场给毛泽东写下致谢函，逢人就说：

“是毛主席给我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
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辛
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共产党据此比
较系统全面地推进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
期，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
出现了“左”倾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
程。统一战线也在全面推进、探索总结中曲
折发展，为克服困难和纠正失误做出了持
续努力。

丰富了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

从1953年起，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
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
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
本完成。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
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
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
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
告在论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提出，共产党
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
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报告指出，要着
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
族主义。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后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政策
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会议阐明了国内
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阐明了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明确了统一战线工作各个方面的任务。
会议指出，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要求，必须继续贯
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
必须继续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
界的爱国人士和有各种社会影响力的爱国
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会
议强调，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
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1957年 2月 27日，毛泽东在有1800
多位各方面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
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后来题目为《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
讲话。讲话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阐述了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些方针政策，接续
了《论十大关系》和“八大”精神，基本指导
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人，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
因素，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内部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实践中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各

种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统一战线内部的
各种矛盾，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 3月 21
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
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系统分析了包括工人

阶级与资产阶级、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等同统战工作有着直接关系的几个重

要矛盾，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
要从6亿人口出发，实行统筹兼
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是要

加强思想工作，提倡学习
马列主义；三是要贯彻

“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
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此后，中央统战部多次
召开会议，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提意见。其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提
出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问题；民革
中央常委刘斐等批评“以党代政”问题；民革
中央副主席熊克武等批评立法工作落后问
题；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书面发言中谈
及中共与党外人士关系，建议从思想认识上
解决问题，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从生活和交往
上培养感情，从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和检查工
作上贯彻政策。

1957年 12月2日至26日，第九次全国
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下发的关于人大、政
协人事安排的文件规定，在下届各级人大、政
府、政协中，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所占比例，
仍按上届的规定基本上不变，从而稳定了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格局。

在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以及一系列
“左”的错误后，出现了形式主义、虚假浮夸的
现象。为了扭转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倾向，
1958年7月1日至22日，第十次全国统战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统战工作应该贯彻

“弛”的方针。各级党委、各级统战部门，凡有
统战对象的单位，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人
员那样，耐心地帮助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各种
实践中得到锻炼改造。会议确定的统战工作
要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来，团结
和推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投身于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继续
践行自我改造的方针政策，对当时统一战线
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1962年4、5月间，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必须进一步调
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们，充
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实招见成效 爱国统一战线进一

步巩固

为了满足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无党

派民主人士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要
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56
年10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北京创办，作
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

1959年9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
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新中国成立10周
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的帽子，今后还将分批分期摘掉右派分子的
帽子。从1959年至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约
30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讨论并通过毛泽东关于特赦国民党战犯
的建议。12月4日，杜聿明、爱新觉罗·溥仪等
33名战犯被首批特赦。此后至1966年，共释
放战犯296名，获得了国际上的好评。

1959年底，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
代表大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前和
会议过程中，多次建议应该采取和风细雨的

“神仙会”的办法开会。这样，与会的工商界人
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此后，“神仙会”在各民主
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

1962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在广州
召开。陈毅在会上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
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
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1962年 3月，
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三届三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又一次郑重
宣告：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
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该受到
党和人民的尊重。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一直没有
忽视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明确了和平解放
台湾的方针，还宽大处理国民党战犯，促成国
民党军政人员回归大陆，使爱国统一战线得
到进一步巩固。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

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各少数民族地区
先后进行了农业、畜牧业和城市私营工商业
以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地区社会主义改
造，大致和汉族地区相同，大多经历了从互助
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进行得比较

平稳、顺利。对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和措施。
到1956年底，少数民族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
改造，除西藏以外都已先后完成。

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
在青岛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
藏语系佛教问题座谈会。会议提出，没有宗
教制度的改革，中国社会制度的改革就是不
完全的，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是不
可能的。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民委党
组关于当前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工作问题的报
告。正式提出了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封
建剥削制度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内容和政策
界限，即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寺庙
私设法庭、监牢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
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
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事业等。

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在宗教掩盖下的
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大大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
外国势力支持和唆使下，发动了全面武装叛
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对叛乱
武装发起反击。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
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
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标志着西藏延续了700
多年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灭亡。1961
年底，全部肃清了西藏境内的残余叛乱武装，
取得了西藏平叛的最后胜利，有效地维护了
国家统一和人民的利益。

叛乱发生后，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推翻封
建农奴制度的愿望非常强烈。中央提出了边
平叛边改革、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
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改革中要充分照顾藏族
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继承和发扬藏
族的优秀文化。

西藏的民主改革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出发，对农区、牧区、寺院等采取了有所区
别的政策。到1960年10月，西藏地区的民
主改革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
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实现西
藏社会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
社会变革。

虽历曲折终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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