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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949年9月）

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其最后一个会议日，选
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主席，同时选出了6位副主席、56位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

当宣告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主席时，与会委员全部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数分钟之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
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

这个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共同奋
斗的结果，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

如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让一切爱国
阶级、阶层为着一个目标奋勇向前，那么解放
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则是在中国面
临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历史性关口，中国共
产党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选择并建设一条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之路。

在“民主之家”望“民主之国”

嘉陵江畔，鲜英特园。重庆谈判期间，中
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借住于此。1945年8月
28日到10月11日期间，飞抵重庆参与谈判
的毛泽东，曾先后三顾特园拜访张澜。第二次
来特园时，除了张澜外，毛泽东看到沈钧儒、
黄炎培等也都来了，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
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他还充满自信地
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
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从“民主之家”到“民主之国”，这是经历
了军阀混战、14年浴血抗战换来中国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
切向往的康庄大道。

光明在望，捍卫和平，是那个时刻一个普
遍的社会认知。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企图
依靠美国支持维持战前一党专政统治的阴
谋，及其再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并妄图
将内战所有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的险恶用
心，亦昭然若揭。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也始终坚持与人
民期待同行！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
议上所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
的方针》的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
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
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

而国共《双十协定》之核心精髓，即必须共
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
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
时，双方确定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
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从盛夏谈到中秋，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意
义，在于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
政治主张为全国人民所知。同时，民盟代表所
提出改组政府目的在于使国家“由一人集权
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结束训政完成宪政”

“各党派都能参加政府”的呼声也得以传递。
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于1946年政协会

议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也明确提出：建
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
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
拥有用人权；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

士充当，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
有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

谈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抓住有利
时机，推动和帮助各种民主力量组成新

的党派，并与各民主党派一道，为争
取民主、反对内战而努力。在抗战后

期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产生的中
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
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以及抗战前建立的

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陆
续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谈判期间，在会见柳亚子时，毛泽东还应
其要求手书旧作《沁园春·雪》相赠，其“俱往
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磅礴气势，在重
庆引起轰动，折服了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而
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多次座谈中，毛泽东
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听取并交流
对谈判的意见，形成了民主建国的共识。

人心所向“筑牢”第二条战线

相比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不能容
忍、也难以承受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假和
谈、真内战的企图渐露端倪——先是在政治
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上意图瓦解民主同盟、
孤立共产党；紧接着，公然推翻政协协议所提
出的宪法原则，完全否定了政协关于国会制、
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协议，表明了国民党反
动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建立新民
主主义国家的要求，甚至就连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容忍。

背信弃义者，人必弃之。从围攻殴打上海人
民和平请愿团成员的“下关事件”，到民盟中央委
员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闻惨
案”，再到内战的全面爆发，都让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人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

弃民生于不顾者，民必伐之。国民党反动
派的内战卖国政策，叠加国民政府各级军政官
员在收复区的掠夺性接收，以及美国在经济上
大肆入侵和美军在中国大地上的横行霸道，使
得处于国民党统治区里的民族资本处于危殆
境地，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激起了广大中
国人民的强烈义愤。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领
导，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
求把党的工作推进到一切大城市中去。而党
对国统区工作的加强，也有力推动了国统区
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的迅速崛起。

在国统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
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
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深深陷于
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境地。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与发展，证明广大工
人、农民、市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爱国华侨和各民主
党派、人民团体等，都逐步站到了中国共产党
一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在政治上有力地揭
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政府内外
交困，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得民心者，得天下。1947年下半年，人民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统一战线
也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人民解放军
有能力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多数上层分子
和中产阶级也不想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工农兵学商
联合起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一条广大而
坚固的统一战线在革命中形成，也成为革命
胜利的有力保证。

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彻底揭露美蒋
组织的以中间派别面目出现的“和平阴谋”，
做好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

伴随着毛泽东所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报告、《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
要问题》及相继发出的一系列党内指示，党关
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得以全面
阐释——其强调了没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革命不可能胜利；明确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重大政策；强调了革命胜利后由四个阶级

“坐江山”；指出了实现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
的正确途径；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

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

成功之路道阻且长，但没有一步是白走
的路。这边，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
得胜利；那边，1948年 3月28日-5月1日，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大”，选
举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与1946年11月-12月间召开“国民大会”
时仍有部分民主人士受其蒙蔽、对其怀有期待
不同，这一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更多地站在了坚决反对国民党
反动统治、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这
为全国胜利准备了政治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反
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
统一战线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同样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使得大批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
投诚，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中国人民解
放军基本消灭了国民党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
主要军事力量。蒋介石在政治和外交上陷入
严重孤立境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不
得不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

而从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选择到共同
奋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荣
辱与共，换来了肝胆相照。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
际，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
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积
极响应，从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拉开了序幕。

随着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
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邀请各民
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协商召开
新政协事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
主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平津沪民主人士走北
线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香港民主人士走
南线到东北解放区，到1949年3月，应中共中
央邀请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
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
家属等共计350人以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1949年 9月 20
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最终确定，共计
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工农代
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26%，民主党派约
占30%。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反映了中国革命
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所经历的复杂曲
折的历程，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
体现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
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保证了国家新民主主义
的前进方向。

渡江战役后，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
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
政》，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讨论通过
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以
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
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
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共同纲领同时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
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
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
华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
的历史纪元！

协商建国开新篇

19491949年年99月月2121日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
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国民
党谈判。第二天，重庆《大公报》就发表了题为

《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这篇社评由时任
《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亲自撰写，认为“毛
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当年 9月 5日，毛泽东、王若飞等在重庆
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王芸生、孔昭恺

（时任《大公报》编辑主任）、王文彬（时任《大
公报》采访主任）三人。9月20日，《大公报》在李
子坝报馆设宴招待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
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席间，王芸生提起
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毛泽东笑了
笑，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
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王芸生听了以后
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毛主
席即兴挥毫，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赠送给了《大公报》。

1948 年 9 月，王芸生指定由香港《大公
报》首先表态，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

“大家思想弄通了，
一致了，以后的
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8月的一天，居住在北平东城一条

小胡同深处的黄炎培，忽然收到毛泽东从城
外双清别墅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毛泽东
在香山给黄炎培写信的起因，系他从报上刚
刚读到黄炎培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
表的文章。

1949年 8月 5日，华盛顿发表了《美国与
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公然诋毁中国共产党和
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正是这份白皮书，引
起了寓居北平的黄炎培的极大义愤。他读了
白皮书后，立即撰写了批判文章，在《人民日
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中国民主建国
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声明发表后，毛
泽东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
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
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
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
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
的。”收到信后，黄炎培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
信，表达了感激与深深的知遇之情。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再次
致书黄炎培，信中写道：“民建此次声明，不但
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
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
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
办事采取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
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
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手书
“为人民服务”赠予

《大公报》背后

统战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