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
——九三学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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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创始于抗日战争后期。建
社伊始，九三学社就以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为出发点，提出反帝爱国、反独裁争
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主张，这与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有着
广泛的一致性，由此逐渐走上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

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在这一重要历史转
折关头，九三学社积极投身反内战、反
独裁、反迫害、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民
主运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九三学社获悉“五一口
号”后，以实际行动和报刊宣言来宣示
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既是九
三学社一以贯之的态度，也是基于“爱
国、民主、科学”的郑重抉择，是九三
学社呼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九三学社的现实处境、历史作为与积极贡
献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充分理解和肯定。

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许德珩，是中国共
产党热情邀请参加建国协商的民主人士之一。
1948年4月27日，在“五一口号”正式发布
之前，毛泽东致信刘仁，告知准备邀请许德珩
等人赴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
表会议。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
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
的指示》，点名邀请许德珩、李济深、冯玉祥
等29位代表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协商召
开新政协。5 月 31 日，毛泽东致函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考虑将张东荪、吴
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

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
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
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
长。9月20日，中共中央
电告华北局，平、津地区
可邀请张东荪、李烛尘、
许德珩、张奚若、符定
一、李锡九等24人参加新
政治协商会议，并征求他
们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

从 1948年秋到 1949
年3月，由中共中央直接
部署，由周恩来亲自指
挥，中共华南局和香港工
委负责人通过南北两线，
将在南方国统区及香港的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
人士的代表接送到解放区。

1949 年 3 月，接送
工作基本完成，其中被接

送至解放区的九三社员有卢于道、梁希、潘
菽、涂长望等。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解放
区参观、学习和了解研究中共各项方针政策
后，于1949年二三月间，陆续会聚于北平。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许德珩
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了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6
个工作小组第三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 的副组长。1949年 6月 16日，
周恩来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指出：筹备会由提出“五一”口号的
中国共产党来发起，而赞成这个口号的，或在
文电中表示过或经协商过的，都被邀请来参加
筹备会。这是有团体、有组织的。另外还有一
种情况，就是在当时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的。
根据这样的情形，我现在分类说明一下，因为
这一点在筹备会代表中也还有不完全清楚的
……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凡是响应过的团
体，都应该邀请，赞成这个主张的每个团
体、组织、民主人士也要邀请，方针就是这
样。但是进行时不能不考虑当时有的团体在
某种情况下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还希望
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所以当时
就没有邀请。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平许德
珩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的领导人
物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
掩护过很多同志进行民主运动。当时我们还是
期待着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
时北平还没解放。”

随即，周恩来请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
薛愚、黄国璋、潘菽、笪移今等人起草了一份
《九三学社概要》，提交给会议代表。6月19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
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
党派，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

9月7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报告，
阐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标准时说：凡是
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
织，并且很快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
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
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
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需要作些说明。九三学社在民主
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
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
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

九三学社参加新政协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书记
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
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
的 《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号》。当日，“五一口号”通过陕北的
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
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 1日，
《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
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发布之际，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因受国民党的迫害，很
多人已从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继续进
行民主活动。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异
常振奋，积极响应。

九三学社成员当时大多集中在北
平、上海、南京、重庆等国统区大城
市。据九三学社创始人袁翰青回忆，

“在这期间，我们从广播里收听到中共
中央从延安向全国发出的召开新政治协
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大家非常兴
奋，当时就请许老起草了一个拥护中共
中央‘五一’号召的代电，并由他负责
发了出去。”由于不便公开响应“五一
口号”，九三学社用实际行动表明自身
立场，与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密切联系，
为推动民主运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作
出积极贡献。

1948年5月4日，九三学社南京社
员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
等参加南京各大专院校纪念“五四”营
火晚会，梁希作讲演，指出：“天色就
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

1948年 6月 28日，九三学社社员
同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发表宣言，呼
吁美蒋飞机停止破坏文化机关及轰炸古
城开封。

1949年1月16日，九三学社袁翰
青、黄国璋等四教授同北平10余名教
授应傅作义宴请，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问
题。在此前后，许德珩夫妇、薛愚等九
三学社创始人还向中共地下工作同志提
出建议，希望去解放区参加新事业。

1949年1月26日，北平和平解放
之际，九三学社在北平发表《九三学社
宣言拥护新政协》，以全社名义公开响
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本
社自对日战争结束以后，即主张以政治
协商方法，解决中国内政问题之唯一途
径，数载以来，本此目的，奋斗不懈，
早为世人所见。不幸政治协商会议为国
民党反动派一手撕碎，内战迁延至今，
殊堪痛惜。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
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
议，解决国是。本年一月十四日，中共
毛泽东先生复宣布和平八项主张，同人
等认为唯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
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
力，以求实现。”

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
宣言得到周恩来的重视。据吴冷西《回
忆领袖与战友》记载，九三学社发表拥
护“五一”口号的声明后，新华社北平
分社未立即予以报道，受到周恩来同志
的批评——“我记得有两件事周副主席
特别生气，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件
是九三学社在北平刚刚解放就发表一个
对时局的宣言，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国
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
有报道。”

“五一口号”的发布
与九三学社的响应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九三
学社推选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
为正式代表，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后因潘菽出访苏
联，推选薛愚代替潘菽出席会议。以其他各界代表
身份出席会议的九三学社成员还有：梁希、严济
慈、涂长望、孙荪荃、樊弘、张雪岩、卢于道等。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
9月24日，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在一届政

协全体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九三学社同人)很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划时

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
于这个会议，古老的，专制的旧中国，将变成为人
民的民主的新中国……这次会议的人物，是包括了
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
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
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
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
及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
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九十二岁的老翁，也有二
十一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
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
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
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
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这些各类不同的人
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着各种不同的环境，
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
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和和的，空前未有的
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的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
共产党的周围，我们相信，有了这样巨大的空前未
见的团结力量，不惟很快地肃清蒋介石反动残余，
打到台湾，打到昆明，打到重庆成都，打到海南
岛，我们也更相信是很能依照共同纲领，把新中国
的基础建立起来！

共筑协商建国伟业

▲1949年3月25日，许德珩 （右一） 等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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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毛泽东与梁希亲切交谈

重温历史，不忘初心。“五一口号”是中国共
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彻
底摧毁国民党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五一口
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他
们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热烈响应，公开
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新民主
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协商建国的序幕由此拉
开。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掀开了我国
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九三学社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九三学社历史
和命运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九三学社正式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九三学社正式接受新民
主主义道路，从而接受此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标
志着九三学社的革命历史被社会所公认，也标志
着九三学社从一个中间党派和学术性政团正式转
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党，决定了后来九三学社作
为参政党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响应“五一口
号”，九三学社有幸作为民主党派参与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建国，并且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九三学社代表。前
排左起黎锦熙、许德珩、袁翰青；后排左起：叶丁易、吴藻溪、薛愚。

▲“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及
中共中央热情邀请许德珩等人参加新政
协。图为 1948 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致
信刘仁，准备邀请许德珩等人来解放区
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