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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5日，民建总会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常务
理事会，决定授权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全权处理总会会
务。同时决定组成临时干事会，负责总会与上海分会的地下
工作。临时干事会下设秘书组、组织组、联络组、财务组。临
时干事会成立以后，以“民立公司”为代号，每周秘密集会，联
系在沪理、监事，推动各小组进行活动；联络其他党派和人民
团体，并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保持联系。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王却尘、俞
寰澄、杨美真决定，与民革、民盟、农工党、致公党等联名发表
《民主建国会与各民主党派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
及各国侨民书》，这是民建转入地下活动以来第一次以组织名
义参加签名的政治文件。并且，民建还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和
形式，宣传中共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的政策，不仅很好稳定了广大商业者的情绪，而且为团结
工商界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华南分
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
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
织联合政府等问题。接到邀请后，民建总会黄炎培、胡厥文、
盛丕华协商决定，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代表民建到解
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8年12月26日晚，章乃器、
施复亮、孙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离港
北上。1949年1月10日到达沈阳，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李
富春、张闻天的热烈欢迎。到达东北后，他们先后参观了大
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大
家感到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动。

1948年底，寓居上海的黄炎培早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
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为脱离险境，在中国共产党和被誉为

“浦东王”的王艮仲帮助下，他假借办寿宴之名巧妙摆脱了特
务的跟踪，并化装后乘船去了香港，同行的还有其夫人姚维钧
和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间，他们对民建的立
场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得出三点结论：一是民建的特性是代
表民族工商业的企业者；二是民建属于政治性的集合体；三是
民建的行动方式是团结合作。黄炎培一行还与中共中央代表
进行了多次商谈，并于3月14日离港，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
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罗叔章、胡子婴
等一行35人乘坐“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天津的李
烛尘、资耀华也于同日乘车到达。到同年3月底，民建的主要负
责人陆续到达北平。4月初，民建恢复了总会常务理事会。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
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等在内的23个单位的134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民建成员12名，黄炎培被推举为筹备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孙起孟、阎宝航、罗叔章被推举为常务委
员会副秘书长，并且黄炎培、罗叔章被推举参加拟定新政协参
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小组，施复亮、俞寰澄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
草小组，章乃器、李烛尘参加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胡厥文、俞寰
澄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李烛尘参加宣言起草
小组。

针对美国污蔑中国革命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经过集体讨
论，由孙起孟执笔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
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声明
指出，通过长期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得到提高，

“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
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回来。今后怎么样，新民
主主义经济政策订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
业，会大大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
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在声明发表当天就致函黄炎培，盛赞“民建发言人
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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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
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
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
筹备会《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
定》，民建协商产生正式代表12名，候补代表2名。此外，其
他界别的民建成员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
代表还有40多人。

20日，为发展会务、配合经济建设，民建总会举行理、监
事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
怀仁堂举行。民建总会22日发出贺电：“象征着全国人民大
翻身大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在北平开幕，全国
人民今后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向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道路
迈进，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彪炳辉煌的一
页，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们为此敬向大会致最热烈
的庆贺，并保证今后为彻底执行大会决议而努力。”

27日，民建总会理、监事会议决定，总会由上海迁往北
平，从此更加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大会选举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56人，黄炎培、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黄炎培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会理
论委员会主任、西城区委会副主委；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项目编号：
22ZDA077）的阶段性成果。］

在共产党领导下
建设新中国

1945年12月16日，为争取光明前途，一部
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这一天在重庆创建
了“民主建国会”（1952年7月更名为“中国民主
建国会”），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
施复亮、孙起孟等，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
者和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成立之初就确定的
宗旨和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政治主张，旗帜鲜
明地将自身事业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
建国的渴望。

不少民主党派成立之初虽拒绝与蒋介石为首的
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但也没有明确站到中国共
产党这边来，而是在成立之初时确立了一条“不右
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在国共两党的道
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民建也不例外。

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
承认，备受压迫，会所数度被查抄。为促进旧政治
协商会议的召开，民建联合其他党派团体组成了政
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并举行了8次报告演
讲会。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派出特务搞了一连串破
坏活动，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在会内，黄炎培
针对蒋介石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批
驳。他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惧，军警
宪兵特务闯进他的寓所，捆绑工作人员、控制电
话、封锁通道，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

1946年1月 31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刚闭幕，
签订的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发动内
战。民建勇敢地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联合
了20多个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
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
件”；1946年6月，民建联合各界民主力量组成上
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国民党特务围攻殴
打请愿代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1947年5月3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更是公然发
表了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盟
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
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5月4日，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训令其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建等团
体的“共产奸谋”；7月上旬，伪“国大”通过了
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乱动员令”；随
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以
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
10月间，又在上海、杭州、西安等8个城市先后
屠杀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2000余人，并宣布民盟
为“非法团体”……白色恐怖笼罩着各民主党派。

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当时已迁至上海的民
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为更
好隐蔽和保护自己，民建在上海的理事、监事和主
要骨干分别编入以青建、英建、寰建、康建、核
建、纪建等为代号的小组，每周采用聚餐、茶会等
方式进行分散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换情况、沟
通信息、研讨政局时事、商量会务发展等，有时也
会邀请一些会外的著名人士共同交换意见，一起分
析国内外形势，传播战场消息。残酷的现实让越来
越多民建成员清醒过来，黄炎培感慨地说：“今后
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
联系。”

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中共中
央主席毛泽东1947年12月 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
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
势和我们的任务》，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
认识，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再加上民建
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
也多次主动联系民建，因此，在一次民建核心层
的聚餐会上，他们商定要早日派人与中国共产党
在香港的组织和各党派保持联系。随后，王纪
华、盛康年等频繁往来于沪港之间，听取在香港
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向上海同仁传达。
就这样，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起比较密切
的联系。

随着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中国共产党一直积
极倡导和努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与国民
党反动派继续倒行逆施的鲜明对比让越来越多民
主党派人士开始从曾经主张的走“第三条道路”
幻想中醒来，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
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
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7年11月3
日，毛泽东主席在修改新华社时评稿《蒋介石解
散民盟》时，加写了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
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
团 （或其中的某些派别） 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
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
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
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
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
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这些话不
仅在民盟盟员中引起震动，而且在民建等其他民
主党派中引起很大反响、共鸣，推动着多个民主
党派、众多民主人士开展主动转变，开始自觉、
主动、积极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表示要与中国
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等。

主动向共产党靠拢

为早日建立新中国，南洋华侨领
袖陈嘉庚、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等
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建议、提议中
共中央应尽快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以
对抗国民党一手主导的所谓总统选
举。民建、民革等其他民主党派也明
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革命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承担起
历史的重任。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五
一口号”发布后，民建等民主党派纷
纷通过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等方式
积极响应，开始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尚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的
民建核心领导层也在四处奔走、积极
活动，黄炎培的日记中对这个时期的
活动进行的记录，印证了民建的积极
转变。黄炎培日记 1948 年 4 月 13
日、17日、18日分别记录如下：

午，李祖夔家，寰建会餐，俞寰
澄、李祖夔、诸文绮、孟望渠、钟琅
书、陈巳生、李正文、陈时臬、杨卫
玉及余，报告中国大局内幕。

夜，康建假鸿英聚餐；盛丕华、
康年、吴觉农、承禧、羹梅、蒋柏
笙、卫玉、胡子婴、实声、远声、厥
文、俞寰澄、陈巳生、汤永涛，十五
人。余述大局，如寰建所述，卫玉提

《展望》问题。
夜，核建会餐，与卫玉召集，到者

丕华、康年、寰丞、御秋、巳生、厥
文、复亮、元善、佐才、纪华，余述大
局，如昨所述。卫玉提《展望》问题。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
口号，给在艰难中坚持斗争的各民主党
派以极大鼓舞，并在其成员中引起巨大
反响，使得他们迅速、公开站到了中国
共产党这一边。黄炎培日记5月1日、
8日、11日分别记录如下：

夜，康建在关勒铭厂聚餐，余主
席、酆云鹤 （新参加）、康年、觉农、
承禧、羹梅、澍霖、寰澄、巳生、柏
笙、实声、子婴、艺昌、丕华、卫玉、
厥文，讨论会务及各问题研究报告。

午后，青建开会，交换时事报告并
讨论。

午后，扩建会谈，甚畅；叔通、达
三、絅伯、丕华、复亮、厥文、广平、
昂若、正文、志让、未凤、寅初、笃
义、巳生、问渔、宦乡、卫玉、任之。

5月 5日，众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共中
央的“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5
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

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
的上海，向在上海的民建高层介绍了在
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
行动和立场。对此，黄炎培在日记中记
载：“盛康年自香港归，谈港况，带到
衡山讯。”越来越看清和认准大势的民
建开始积极主动作出改变党派命运的重
大抉择。黄炎培日记记录了这个重大转
折：15日，“夜，康建在羹梅家（霞飞
路一七八四号，汶林路对弄）举行，余
为政治报告。”18 日，“夜，核建社
餐，章元善为主人，胡厥文、陈巳生、
俞寰澄、施复亮、王纪华、盛丕华、杨
卫玉。”

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
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
在日记中记载：“夜，民建常务理监会
议，厥文、絅伯、卫玉、丕华、复亮、
寰澄、巳生、纪华、佐才、康年、太朴
及余，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虽
然出于对时局安全的考虑，黄炎培日记
中只是简单记载“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
意见”，但事实上大家很清楚，就是民
建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一
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
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推章乃器、
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
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发展史上乃至整个
中国近代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
的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从此彻底放弃
了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
选择了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
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鲜明政治立场，
这是民建作出的历史的、必然的抉择，为
此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
基础、政治根基。

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
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号召。“五一

口号”得到了民建的热烈响应，不
仅主动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
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而且和
其他民主党派迅速通过发表宣言、

通电和谈话等方式积极响应，并纷
纷应邀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
商建国大计，开始一起为建立新中
国并肩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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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图为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政纲与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