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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0 日，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胜利闭幕，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
和政治交接顺利完成。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新当选民革第十四届
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郑建邦表示：

“纵观历史，民革每一次重要的
进步和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这是民革始终坚持、不断传承的
立党之本。”

民革是由原中国国民党民
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
的政党，自 1948 年 1 月成立，至
今已 75 年了。回望民革 75 年的
发展历程，重温民革经历的众多
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感悟
民革坚守合作初心、坚定矢志不
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或将给
现实以深刻的启迪。

新中国成立后，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
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国家的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于坚持好、发展好、
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民革有了更加广阔的实践空
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革组织的历史渊源和人员构成特
点，决定了民革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具有特殊的地
位和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放
台湾的方针。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申明:我们愿意
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
使用武力。民革全党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方式解
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方针，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在台湾
的亲友回到祖国的怀抱。1957年2月，民革成立和平解放台
湾工作委员会，从组织上加强对祖国统一工作的领导，推动
民革各级组织与台属及原国民党人士联系，动员他们同台湾
的亲属建立联系，宣传国家的政策，介绍祖国大陆各项事业
的发展情况。这些工作对宣传和平统一政策，动员台湾军政
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9年元旦，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两岸关系
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革积极响应，以对台
宣传和联谊工作为重点，在沟通两岸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

民革老一辈领导人亲力亲为、做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
工作，带头开展对台宣传，撰写文章，向新闻媒介发表谈
话，表达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1987年 6月，已
近 90 高龄的屈武冒着酷暑专程到奉化溪口，替结拜兄
弟、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扫墓尽孝，弥补其无法亲临溪
口为母亲扫墓的遗憾。同年10月，在大陆积极努力和两
岸民间呼吁下，台湾方面宣布从当年11月2日起，允许
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经第三地转赴大
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分离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
于被打破，无数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阖家团圆。

鉴于海峡两岸长期人为隔绝，未直接通邮通电，联络
极不方便的现状，民革提出首先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电
的倡议。1979年2月28日，担任过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
长的朱学范在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32周年座谈会上
发言说：“邮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是亲朋交流情感
的纽带。古人说得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如
今，台湾于大陆，咫尺天涯，音讯不通，已卅多年了。双
方亲友希望能够早日通邮、通电、通航的迫切心情，更不
言而喻。”“我要再一次呼吁台湾当局和台湾邮电界的老同
事、老朋友们，立即解决恢复邮电往来的问题，这不仅合
乎大陆和台湾同胞的迫切需要，也利于逐步消除双方的隔
阂。”此后，民革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邮电
部、邮电工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和团体的负责
同志，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
最终，台湾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在香港转递邮件。尽管只
是间接通邮，但是结束了大陆向台湾单方面通邮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台海形势风云变幻，“台独”分裂势
力甚嚣尘上。民革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警觉和高度重
视，认为在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尽快制
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2000年，在全国政协九
届三次会议上，民革中央提出了《关于尽速制订“反分裂
国家行为法”的建议》。提案一经提出，就受到全国政协和
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2005
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分裂国家法》，把党和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
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
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
革全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和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民革的渊源
特色和资源优势，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
裂，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助推两岸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多层次多领域争取台湾民心，祖国统一工作成效
持续提升。

与福建一水之隔的金门属绝对贫水区，淡水资源极其
匮乏，大陆方面对此也一直牵挂，积极纾困。2012 年
初，民革中央就金门供水议题展开专题调研，随后在调研
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两岸合作向金门供水的提案》提交到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该提案建议：在晋江市龙湖设
取水口，兴建龙湖取水枢纽工程、陆地输水管道和跨海输
水管道，从大陆向金门引水，解决金门地区水资源紧缺问
题。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2018年8
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平均日供水超过
1万吨。历时多年，民革多次为金门供水调研建言取得了
实效，“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为了现实。

这一段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动人故事，见证了民革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当前，中共二十大描绘了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
这些宏伟目标，正是民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
历史使命，是民革的光荣与梦想。新时代、新起点、新征
程，民革全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不忘合作初心，赓续优良传统，立足多党
合作的广阔平台，切实履行好参政党职能，继续书写多党
合作精彩篇章，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共识、汇聚磅礴伟力、贡献民革
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民革中央宣传部）

心系两岸发展：
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为维护和捍卫孙中山
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逐渐实现了各
方力量的凝聚和集结。1948年1月1日，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民革在香港
宣布成立，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
提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
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在国
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政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
力量都在极力争取、拉拢民革为己所用。与此同
时，刚刚成立的民革内部有各种思想纷争，有人提
出搞武装，扩大势力，自成体系，有人对社会上流
行的、有别于国共两党的“第三条道路”，即“中
间路线”抱有幻想。新生的民革力量有限，要实现
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目的，必须要在民主与反民主两
大阵营中找到自己的革命同盟。如何解决面临的这
些问题，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阵
营，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民革必须
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1948年 2月底，民革创始人之一的朱学范在中
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共党员刘宁一等人的陪
同下，经莫斯科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受到热烈欢
迎，是较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

途经苏联时，朱学范亲眼见到二战后苏联人民恢
复生产生活情况，对战后苏联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了非
常直观的印象：当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两大阵营并立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
起来；中国革命要“一边倒”，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等。在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第二天，朱学范即致电中共
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为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奋斗的决心。

朱学范用40多天时间，深入东北解放区了解生
产生活情况。解放区的新气象让他感受到在中共的领
导下，解放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社会。参观结束
后，他写信给李济深，明确提出：“在今天民主革命
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
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
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
李济深回信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并建议尽早
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交换意见。他还表示，
民革是坚持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又得到中共南方
局的诸多照顾，将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更
要中共中央多加支持与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这是不成问题的”。

正是在李济深、朱学范等重要创始人的带领下，
民革内部在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大方针政策上取得
了一致，保障了民革的思想统一、团结以及政治路线
的正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
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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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
日，也就是“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毛泽东提笔致
信在香港的民革领导人李济深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
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三党联合发表声明，以
为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代表了爱好和平、追求
民主的人民意愿，当即得到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由此揭开了
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
国的序幕。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
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
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
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 12 位,联名致电
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
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完全赞同。

6月25日，经过多次充分的讨论，民革公开发表
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
声明》，明确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而且号召民
革全党同志要“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
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这篇
声明中，民革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势力提出的“中间
道路”基调给予了坚决有力地批判：“今日之中
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
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
地。”民革明确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愿意站在

“人民方面”、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投身新中国的
成立与建设之中。

1949年1月22日，北上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
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
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
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
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民革最终
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政治力量。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民革成立之初就深植
于民革的基因深处，成为民革优良传统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

植根基因深处：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革成立之时，解放战争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民革利用自身与国
民党军政界有着各种关系的特点，积
极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
战争的推进。

民革成立不久，就秘密成立了由
李济深兼任组长的军事小组，专搞策
反工作。在李济深领导下，民革有组
织、有计划地给傅作义、阎锡山、程
潜、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各地
国民党实力派军政人员写信，派出许
多成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做说服工
作，劝告他们转变立场，与美蒋决
裂，向人民靠拢。李济深曾特别强调
民革要在军事策反上多下功夫，为新
中国的建立多作贡献。他认为，军事
策反工作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项重
要工作，也是促进新政协召开、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
作。他说：“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
成绩，将何以交代新政协？何以交代
联合政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不懈努
力，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了成效。

1948 年 9 月，国民党济南守军
96军军长吴化文率三个旅在济南举
行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解放的进
程。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
国民党 110 师师长廖运周宣布起
义，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淮海战役的胜
利作出了贡献。1949年1月,傅作义
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上签字，北平和平解放。1949 年 5
月，国民党军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
领五个师在武汉金口宣布起义，壮大

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的声势。1949
年8月，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
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
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
平解放。1949年9月，国民党新疆警备
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
先后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新疆宣告和平
解放。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政
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
率部起义；同期，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
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
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
……

此外，后来成为民革成员的国民党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驻外使馆要员也
相继率部起义，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
进程。1949年5月，上海代理市长、有
中国“公路泰斗”之称的赵祖康推动政
权和平交接,上海市政设施完整地交接
到人民手中。同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

会主任、被誉为中国“工矿泰斗”的孙
越崎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资源委员会所属
企业员工开展护厂护产斗争，将近千个
大中型厂矿企业及3万多名科技、管理
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为百废待
兴的新中国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重工业家
底和大批物资以及科技人才。1949年
10月，国民政府驻法公使凌其翰领导
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
领事馆全体人员通电起义，降下国民党
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五星红旗，成
为国民党当局驻外“使馆”人员起义的
先声……

在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
中，还有一些人员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
的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北
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何思源为北平的和
平解放奔走呼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
杀，全家一死五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召开前夕，民革秘密军事小组成员之
一、负责西南地区反蒋军事活动的杨杰
在绕道香港赴北平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
害，成为会议代表名单上唯一加黑框的
代表。重庆解放前夕，周从化、周均
时、黎又霖、王白与和李宗煌五位被敌
人杀害在歌乐山下国民党军统集中营，
倒在了黎明前夕……

在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之
中，民革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生死
与共，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新
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民革的贡献。

经历血火淬炼：
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右一）与李济深（右二）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

1948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在
香港宣告成立。
图为民革中央部
分同志在香港合
影。前排左起：
朱 蕴 山 、 柳 亚
子、蔡廷锴、李
济深、张文、何
香凝、彭泽民、
王葆真；中排左
第二人起：郑坤
廉、梅龚彬、刘
遐翚、张克明、
冯 伯 恒 、 李 子
诵、陈其瑗，右
一为周颖。

1948 年 1
月 4 日，香港

《华商报》 上
刊登的《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
员 会 成 立 宣
言》和《行动
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