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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香山民主协商纪事
李红梅

3月26日
毛泽东与黄炎培会谈

黄炎培是民盟和民建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黄炎培于1949年初秘
密离开上海，经香港乘船到天津，3月25日抵
达北平。

3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黄炎培作为双
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会谈并用餐。黄炎培日记
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
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
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
一时始归。”（《黄炎培日记》 第 10 卷，华文
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04页。） 寥寥数语中一
个“畅”字，可见相谈甚欢。

两天后，黄炎培根据与毛泽东商谈的内
容，就邀请陈嘉庚参加新政协会议及组织工商
考察团分别拟定电文。接着，黄炎培切实发挥
其在工商界的影响力，配合新政权开展工作。

3月28日
毛泽东与刘仲容会谈

刘仲容曾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担任
幕僚。1949 年初，李、白委派刘仲容北上，
向中共方面表明和平谈判的愿望。

3月28日，刘仲容到达北平。当天晚上，
毛泽东听取他的汇报。毛泽东最关心李、白的
真正想法。刘仲容说：“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
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
共和平共处。”这次会谈从晚上8点左右，一
直持续到凌晨3点。

4月2日晚，毛泽东又会见刘仲容，要他
回南京一趟，劝李、白在历史转折关头顺应
时势，勿再固执己见。但李、白坚持在中共
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刘仲容
无功而返。

4月2日
毛泽东与李济深会谈

民革在香港成立时，李济深担任主席。
1949年4月2日，李济深受邀来到双清别墅。
当他见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时，非常感动。
李济深紧紧拉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您
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
对共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现在才认识
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我们
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
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
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
导下，咱们会相处得更好。”（《毛泽东与国民
党军队五将领：与李济深最肝胆相照》，《郑州
日报》2012年8月9日）

当晚，毛泽东与李济深还就与国民党南京
代表团谈判、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外交等问题，
充分交换意见。

4月3日
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

责人座谈

1948 年夏秋，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组织
下，大部分民主人士冒着重重风险到达解放
区。北平解放后，他们又会聚北平。

1949年4月3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到香山集会。黄炎培在当天日记记载：

“午后六时，应毛主席招，到其寓庐香山双清别
墅。同被邀者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主席）、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
员）、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谭平
山（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委
员）、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
员）、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
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主席），我以民主建国会常
务理事参加。”（《黄炎培日记》第 10 卷，华文出
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毛泽东首先报告了起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
联合声明稿情况。经过讨论，毛泽东与上述各
党派负责人共同署名发表声明，反对北大西洋
公约。

会议还讨论了中共关于国际大势的看法及
其应对方针，以及中共关于国共和谈的经过，
包括外交政策等问题。

4月上中旬
毛泽东与张治中等国民

政府谈判代表会谈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重庆谈判时已比较熟
悉。1949年，张治中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
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4月1日到北平，同
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推动和谈取得成效，毛泽东于4月8

日上午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与张治中进
行了友好的长谈，就一些关键性问题交换意见。

关于战犯问题，张治中希望不要写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关于组设联合政
府问题，张提到如按重庆政协会议提出的政治民
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国民政府
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
不知何时成立，希望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关
于今后建设问题，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执政 20多
年，没有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
家人民。毛泽东说：“今后，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
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余湛邦：

《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7辑。）

此后几天，毛泽东又连续会见国民党代表团
的其他成员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
蒸、卢郁文。毛泽东明确表明了和平立场，并就
今后经济建设问题听取意见。

遗憾的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谈判双方
议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
江后，在中共方面极力挽留下，国民党南京谈判
代表张治中等人留在了人民阵营。

5月初
毛泽东与柳亚子会谈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时任民革中
央常委兼秘书长柳亚子积极响应。

1949年春，柳亚子到了北平后，遇到诸多
不顺。他写了一首七律诗《感事呈毛主席》，委
婉表达苦闷和退隐之心。

毛泽东百忙之中于4月 29日写成《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深情回忆了他们之间三次相
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柳亚子等民主
人士的革命贡献。

5月1日，毛泽东携女儿李讷专程邀请柳亚
子游颐和园。在交谈中，柳亚子说：“我们都很
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
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
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什么妙计？”

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
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
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
持是最大的妙计。”（李银桥、韩桂馨著：《在

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202页。）

5月 5日，借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
之际，毛泽东邀柳亚子到香山拜谒孙中山衣冠冢
并合影留念，随后接柳亚子到家中共进午餐。大
家谈诗论政，甚为欢畅。

5月18日
毛泽东与李达会谈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
一。他早年脱党后，仍与毛泽东保持着个人友
谊。于颠沛流离之中，他坚持系统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中国革命。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通过中共
“地下交通”带信给正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说：
“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
兄速来参与经营。”（陈光辉、叶鹏编著：《李达画
传（1890-1966）》，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5
页。）李达收到毛泽东的密信后，感动不已。可当
时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能长途跋涉。1949年
5月14日，在中共组织护送下，李达从长沙秘密
出走，经香港北上，到达北平。

5 月 18 日，毛泽东邀请李达到双清别墅。
李达受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
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心
愿。毛泽东听了颇感欣慰。

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毛泽东看李达疲惫的样
子，就留李达住下，睡在自己床上。李达推辞不肯。
毛泽东对他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
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盛情之
下，李达才睡在毛泽东那张硬板床上。

6月7日
毛泽东与陈嘉庚会谈

陈嘉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教育
家、华侨实业家。1949年春天，他从新加坡辗
转赴港，乘船穿过台湾海峡，于6月3日抵达天
津大沽口。次日，乘中共特派的专车到北平。

中共中央对陈嘉庚这位“南侨硕望”表达了
极高的礼遇。6月7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陈嘉
庚前往双清别墅拜会毛泽东，并共进晚餐。这是
陈嘉庚九年前访问延安后老友重逢。毛泽东热情

回顾了两人的缘分，并说：“抗战胜利，陈先生
功不可没。现在新政协正在筹备，群贤毕至，陈
先生可不能不参加啊！”陈嘉庚谦逊地回答：“主
席的美意我心领了，但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说普
通话，参加新政协之事我不敢接受。”（参阅陈碧
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207页。）

席间，大家纵谈中外时局及新中国建设，半
夜方散。

此后数日，在周恩来、郭沫若等劝说下，陈
嘉庚允诺参加新政协。

6月8日
毛泽东与傅作义会谈

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为北平和
平解放作出贡献。若要实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
中全会上提出的“绥远方式”，曾经主政绥远的
傅作义无疑是关键人物。

6月8日，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傅作义，力图
消除他的顾虑。毛泽东对傅作义今后的工作十分
关心。在会谈时，毛泽东问傅作义开国后打算干
点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
事。毛泽东便说，那你的意思是想到水利部啦！

在华北野战军保护下，傅作义冲破国民党当
局拉拢、暗杀、搅局等各种阻碍，推动绥远和平
解放。

6月11日
召开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筹备新政
协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协商新政
协诸问题时，鉴于当时情势，根据民主人士的
建议，中共中央决定由新政协直接产生中央政
府。这使新政协的准备和召开意义更重大、任
务更艰巨。

1949年 6月11日晚，在毛泽东双清别墅寓
所举行新政协会议筹备会首次预备会议。毛泽东、
周恩来（中共）、李济深（民革）、沈钧儒、章伯钧（民
盟）、黄炎培（民建）、郭沫若（无党派）、马叙伦（民
进）、彭泽民（农工）、谭平山（民联）、蔡廷锴（民
促）、陈其尤（致公党）、朱德（解放军）、李立三（总
工会）、刘玉厚（解放区农民团体）、陈叔通（产业

界）、沈雁冰（文化界）、张奚若（民主教授）、廖承志
（青联）、蔡畅（妇联）、谢邦定（学联）、周建人（上海
人民团体联合会）、乌兰夫（少数民族）、陈嘉庚（南
洋华侨）等出席。在筹备会23个单位中，除了救国
会，都有代表参加。

当晚会议的议题非常丰富，研究决定了若干
事项：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筹
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筹备会分组名单，新政协大
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筹备会常务委员人选；常委
会主任和副主任、秘书长人选；筹备会日程等。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

6月17日
毛泽东与黎锦熙等人聚谈

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总部相继迁移到北平
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主动与民主人士沟通座谈，
帮助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完善
提高。

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从香山来到北平
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
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等人。黎、黄二
人都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在畅叙旧情后，黎
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
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
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
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
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积极参政，共同建设
新中国”的要求，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这标志着民
主党派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
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
参与者。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
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6月28日
毛泽东与张澜会谈

民盟成立时，张澜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任民
盟主席。上海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组织营救
下，张澜、罗隆基虎口脱险。

1949年 6月15日，张澜和罗隆基、史良一
行乘火车离开上海，于6月24日到达北平。

第二天，毛泽东亲临北京饭店看望张澜。两
位老朋友重庆之后再聚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此时张澜已经78岁了。6月28日，毛泽东
请张澜到家中吃饭，并亲自到门口迎接，扶他下
车，搀他上台阶。席间相谈中，两人为世人留下
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北京对”：

张澜：共产党真有本领，解放南京后一个多
月，就解放了5个省城和上海，取得如此伟大的
胜利。

毛泽东：我们共产党人，其实也无过人的本
领，我们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节
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
这才办成了一些事情。

张澜：主席讲的前八个字，是中国人的传
统美德，少数人能够做到。但要做到这后一句
话就很难啦！恐怕这也就是历来为政者的病根
之所在吧？

毛泽东点头赞同。
7月3日下午，张澜再次到双清别墅，回访

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
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点，民主
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我们早就设
想，未来的新政府将是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将
在这个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要联合执
政，因为我们是一道斗争过来的，民主党派都
是有功劳的。”

张澜说：“这几年来，我们对中共的领导有
了切身的体会，因而民盟是坚决拥护中共领导
的。”（谢增寿编著：《张澜年谱》，群言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第391-393页。）

9月初
毛泽东与司徒美堂会谈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著名的“传奇人物”。
1949 年 8 月，他在美国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
克服重重阻挠，经香港乘船北上，9月4日到达
北平。

到北平后，司徒美堂受邀到双清别墅，留下
了一段“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
的佳话。

由于司徒美堂年过八旬，毛泽东专门安排工
作人员用一把藤椅制成“轿子”。司徒美堂乘着平
生最“特别”的轿子进了双清别墅。他深为感动地
说：“原来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以为来北平是给共
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主席
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毛泽东听后诚恳地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
直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
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
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
做到有职有权。”（殷开：《毛泽东与司徒美堂交
往记略》，《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协文史馆三级职员）

1949年 3月 25日，毛泽东

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

坡迁往北平，进驻香山。在

此后居住香山双清别墅的半

年多时间内，毛泽东频繁会

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

代表人士，共商国是。这些

活动进一步凝聚了筹建新中

国的广泛共识，为人民政协

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奠定了

重要基础。

▲毛泽东与司徒美堂交谈

▲毛泽东与陈嘉庚在一起

◀
毛
泽
东
与
李
济
深
亲
切
交
谈

▲
毛
泽
东
与
柳
亚
子
亲
切
会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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