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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取得了伟
大胜利。

为渡江出师“定名”，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发表宣言，积极投身于增产节约运动、捐献
飞机大炮、参与慰问前线……抗美援朝“立国之
战”开始后，刚刚步入新中国的中国民主党派，从

道义上、物质上、精神上等诸多方面，声援和支援这
一伟大战争。

在这期间，镌刻下了中国民主党派的爱国
心，烙印了深深的爱国情，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
中国人民一起铸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一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值得永续传承，世代
发扬！

“立国之战”中的中国民主党派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朱彦 闫树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抗美援朝的决策确定后，即着手研

究以什么名义出兵。如果公开宣布派中
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参战，等于公开向美
国宣战。为此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
周恩来等进行商议，周恩来提出能否用

“支援军”这个名称，其意就是支援朝鲜
人民。但对于出国作战，毛泽东是慎之又
慎的，他说，还要再与民主党派协商，请
贤智民主人士来“献词定名”。

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协商，这不仅
是对民主人士的尊重，更是《共同纲领》的
规定。广泛征求意见的“定名函”，迅速传
至各民主党派，这是一件“急迫”事。仅半
天时间，一向以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而著
称的民建领导人黄炎培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周恩来，热情迎接这位多年
的老熟人、老朋友。轻松的寒暄后，马上
进入正题。黄炎培说：“自古道师出有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
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
打喽！”

周恩来说：“我们初拟了一个名字，
把这次跨江作战的部队叫支援军，就是
支援朝鲜人民，支持人民的正义。”

黄炎培听后，摆摆手说：“支援军，妥
切吗？我看这个叫法或是称谓，还是师出
无名！”直率地否定“支援军”这个名称，
是黄炎培秉性使然。他一向对事不对人，
在好多大问题上，正是他的诤诤之言，让
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黄炎培接着说：

“支援军，顾名思义，就是派遣出去的，那
是谁派出去支援的？是国家派出的，那这
样的决定，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已经公开
向美国宣战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那
这个出兵之名，就需再考量。这个名字一
打出来，一亮相，不用解释，全世界人民
一看就懂，这是一支出师有名的部队，是
为和平、为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正义之
师！所以支援军这个名字，我看要改成

‘志愿军’，当为妥切、当为最好。”
毛泽东完全听懂听明白了黄炎培的

意思。于是，他从笔筒里拿起一支红蓝铅
笔，将电讯稿上的“支援军”用蓝色划掉，
随后用红色改为“志愿军”，并对黄炎培
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
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
事儿，我们的人民志愿是去帮朝鲜人民
的，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恩来赞同地说：“‘志愿’二字好，
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
卫战就有来自各国的志愿兵。”

在抗美援朝初战胜利后的 11月 2
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
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
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于是，世界战争史上，便有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称谓。

出师有名
“志愿军”

美国出兵朝鲜，并派海军第七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
台湾，这一霸凌行径打断了新中国
完成祖国统一的进程，激起了中国
人民极大义愤。

6月30日，农工党发表了《美
帝强盗命运将和希特勒一样》的声
明，谴责美国破坏世界和平与侵略
亚洲的行径。7月1日，中国保卫
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发
表讲话，谴责美国的行径是“法西
斯”“逻辑”。8月1日，为庆祝八
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和
朝鲜，在北京故宫太和门广场举行
了群众示威大会。会上，保卫世界
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主席郭沫若、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中国民主
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黄炎培、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林铿生等相
继发表了演说。中国民主促进会主
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

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中
常委陈演生、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等
发表了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
略台湾（地区）、朝鲜的书面演说。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同行，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0月 3日，就在
北京成立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这一机构。这个机构集合了中国各党
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以及海外华
侨的代表。这个常设机构，最初是统一
领导全国争取民主和平工作的机构，
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于1950年7月10
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
略台湾（地区和）朝鲜运动委员会”。这
两大机构的主席都是郭沫若。

8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
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各民主党派
推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26日，“中
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与“中国
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和）朝鲜
运动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郭沫若在

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后，提出将两个机
构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
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
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建议。联席会议一
致通过了郭沫若所提建议，并通过了
该委员会全国委员名单及负责人名
单。该委员会全国委员由包括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
158人组成，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
叔通为副主席，司徒美堂等31人为常
务委员，丁玲等158人为委员。

全国委员会成立后，东北、华
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内蒙
古相继成立了总分会，各省、市则成
立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
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各地分会广泛吸
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其他无
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

从 1950年 10月至 1953 年 9月，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先后发出重要
的通知、通告、号召、声明和负责人
谈话等30余次，并持续开展一系列
活动。即发起、签订爱国公约、开展
生产竞赛、拥军优属活动、积极募集
救济品、慰劳品，组织赴朝慰问团、
开展武器捐献运动；协助中国红十字
总会组织赴朝医疗队；反对美国对日
媾和，进行朝鲜停战谈判教育；揭露
美国细菌战罪行。

成立抗美援朝总会

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是伟
大的正义之战，是保卫家园的卫国之
战。中国民主党派以高度的爱国热忱，
积极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中，坚决支
持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
合宣言》隆重发布。这份由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
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
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
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
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落款顺序）联合发表的宣言，开宗明
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
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
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
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
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
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最后宣言严正宣告：“中国各民主
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
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
斗。”联合宣言发表后，各民主党派召
开的中央会议，都确定了把抗美援朝
作为各党派当时的中心任务，并即时
发出号召，全身投入，以实际行动参加
抗美援朝运动。

11月5日，农工党在召开的中央
执监委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为完
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的指示》，
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作为全党的中心
工作。《广西日报》在全文刊发《各民主
党派联合宣言》的同时，还刊发农工党

广西省委会与广西其他民主党派发表的
《坚决拥护抗美援朝运动——为正义保
卫祖国的安全而奋斗，胜利一定属于我
们这一边》的联合宣言。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布当天，75

岁高龄的沈钧儒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这一天，台盟华北
总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座谈会，一致表示拥
护联合宣言，号召全体盟员以实际行动，
以一切力量来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

中国民主促进会举行的三届二中全
会上，重点讨论了如何贯彻联合宣言精
神，动员群众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神
圣斗争的问题，并在会上作出了《关于贯
彻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
言的决议》。在北京召开的民盟一届六中
全会上，通过的政治报告主题明确：用志
愿的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目前中
国人民的紧急任务，也是中国民主同盟
目前的总的政治任务。中国人民已经站
起来了，我们再不容许我们自己和我们
邻邦遭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武装侵略而置
之不理。

在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上，民
建中央副主委章乃器作《全国工商界团
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
的政治报告。报告中指出“工商界在运动
中的基本任务是疏通物资、稳定市场、发
展生产、巩固经济、踊跃纳税、保障供给，
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九三学社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会
议，会议确定当时学社的主要任务就是
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为
保卫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一切力量。台盟
总部在上海召开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台盟总部主席谢雪
红号召旅沪台胞，要积极参加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

1952年初，美军开始大规模实施细
菌战，并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
中国各民主党派再次发表《中国各民主
党派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
议》，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声
讨美国暴行。

发表联合宣言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
援朝总会发出了 《关于推行爱国公
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
号召》。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运动开展后，为了捐款时计算和筹划
的便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特拟
定：捐款15亿元(旧制人民币)，折合
战斗机一架；捐款50亿元，折合轰
炸机一架；捐款25亿元，折合坦克
一辆；捐款9亿元，折合大炮一门；
捐款8亿元，折合高射炮一门。

这场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开始后，
民建就率先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号
召工商界踊跃捐献。在民建中央号召
下，民建党员与各地工商业界积极行
动起来，共捐献了179架飞机，这是
一个特大贡献。

民革中央成立捐献总会，由何香
凝任主任委员。在民革中央号召下，
至 1952 年 5月，民革党员捐献现金
13亿余元。农工党也成立了捐献委
员会，为捐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号”
飞机1架，开展了全党捐献活动。在
捐献活动中，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黄琪
翔积极响应国家和本党中央号召，除
在北京带头捐款捐物外，他还主动联
系桂林市委员会，捐出了他在桂林市
的花园洋房。这本是他为了将来到桂
林养老准备的。

致公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陈其
尤，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表示，
要“以最大的力量”支援抗美援朝运
动，“特别对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工
作，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随后，陈
其尤再次号召“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
作”“进一步动员本党党员及联系的海
内外华侨、归侨侨眷，贡献我们的人
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
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直至朝
鲜问题和平解决为止”。

九三学社积极参与这次捐献活
动，仅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社员就
捐款5亿元。台盟总部和各地组织积

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号召旅居大陆
各地的台湾同胞，大力开展捐款武器
运动，并动员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积
极参与捐献活动。台盟总部主席谢雪
红带头捐献300万元(旧制人民币)。上
海共有235位盟员和台胞参加捐献，捐
献金额达62850万元(旧制人民币)。除
此，还有拍卖私家车捐款的李伟光，有
义务应诊、半价收费，并将款项全部捐
出的医生和积极参加缝纫组、赶制用
于捐献的蚊帐的女盟员，她们为抗美
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全国人民的捐献活动，有力地支
援了抗美援朝，大大改善了前方将士
的作战条件，增加了战斗力，为赢得
战争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据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并公布数
据显示：从1951年 6月1日至1952
年5月底止，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
5.565 亿元 （折合新币），相当于
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更是
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捐献飞机大炮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抗美
援朝总会为转达祖国人民对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关怀和敬意，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和朝鲜停战后，三次组织中国人
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
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
员由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和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的代
表，各条战线著名的劳动模范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及各界知名人
士、文艺工作者组成。因美军突袭丹
东，将鸭绿江大桥炸坏两孔，慰问团于
1951年4月6日开始，采取总团、分团
从不同时间点跨过抢修好的鸭绿江大
桥，在朝鲜会合的办法到达战场。慰问
团的总团长是廖承志，副秘书长是民
革成员许宝暌，直属团副团长是刘清
扬。代表团中的民主党派成员有周范
文、黄药眠、叶丁易、雷洁琼、周鲸文、

丘克辉、凌其峻。在分团团长中，有三
位是民主党派人士，分别是王文彬、陈
巳生和高崇民。

慰问期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
紧张地进行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
役。慰问团抵达朝鲜后，立即赴前线和
后方开展慰问活动，并把携带的由全
国人民献赠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
元人民币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及
1.5万余封慰问信，分送志愿军和朝
鲜军民。慰问期间有3名慰问团成员
遭美军飞机轰炸以身殉职。慰问结束
后，慰问团于5月29日回到北京。

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
1952年9月18日赴朝，12月5日回到
北京。这次总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
范。四位副总团长中，李明灏和周钦岳
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胡厥文是民建
成员。9位分团团长中有6位是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吴觉农、辛树
帜、王文彬、胡厥文、陈先舟、宁武。慰
问期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以美
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全线性战术
反击和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官兵在祖
国人民的巨大关怀和鼓舞下，以战斗
的胜利迎接了祖国派来的亲人。

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是在
实现朝鲜停战、抗美援朝作战取得胜
利的情况下组织的，于1953年10月4
日赴朝，12月18日回到北京。第三届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总团长是贺
龙，18位副总团长中属于民主党派的
有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吴
晗、梅兰芳、老舍、赵寿山。

各种慰问活动鼓舞了前方将士的
英勇气概，鼓舞了国内人民的建设热
情。在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中，中
国民主党派的表现特别优异，在席卷
全国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他们
与共产党同行，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
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
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
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积极参与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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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4 月 ， 廖 承 志 （前 右
三） 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
长，同朝鲜人民军战斗英雄在缴获
的美军坦克上合影。

1952年4月22日至29日，民盟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等到匈
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沈钧儒在布达佩斯作揭露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罪
行的报告。

1951 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西北分会会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
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西北行政委
员会副主席杨明轩在大会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