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夏，海南黎族领袖王国

兴应中共中央邀请，前往北平参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在中共各地党组织的严密

护送下，王国兴一路北上，最终安全

抵达北平。

会议期间王国兴作为国内少数

民族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歌颂了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民族政策的

光辉成就，并激动地说：只有永远跟

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

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

途，才会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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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后，孤守
北平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已完全陷于
绝境。在北平的九三学社成员积极配
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促
进北平和平解放和保护学校、保护文
化古都、迎接解放的工作。

当时，傅作义的挚友邓宝珊将军
与九三学社许多成员有深厚友谊，傅
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
也与活跃在教育界的九三学社许多社
员有师生之谊。九三学社通过这些关
系，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做傅作义的
工作。1949年1月16日，九三学社
社员袁翰青等4位教授同北平10余
名教授出席傅作义的宴请，就商谈北
平和平解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月26日，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
珩及樊弘、袁翰青、薛思、劳君展、
黄国璋、俞平伯、方亮、鲁宝重、楼
邦彦、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
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 《拥护中共

“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
言》，同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
了宣言。

第二天，许德珩、张奚若等在共
产党人徐冰（当时正在参加和平解放
北平的谈判工作）的指示下，约请北
大、清华大学的著名专家、教授开茶
话会，并请董必武到会，为与会者讲
解了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傅作义衡
量再三之后，决定和平解决北平问
题，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完完
整整地保留下来。1月31日，人民
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
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

北平入城式，许德珩、劳君展等九三学
社社员被邀请登上前门箭楼，同北平各
界一起热烈迎接人民解放军。2 月 26
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北平市委、北
平市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
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华北来北平以及
留北平各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许
德珩等民主人士发表演说，对中国共产
党和毛泽东28年来领导的中国革命表
示敬意，对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解
放战争的胜利表示祝贺，并表示坚决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
主革命。

3月25日，许德珩、劳君展等九三
学社成员和其他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代
表在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
导人。当日下午 5 时，当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行人
出现在西苑机场时，许德珩、劳君展及
在场的各界代表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
欢呼声。毛泽东与许德珩夫妇等民主人
士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当晚，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在颐和园益寿堂会见并宴请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同他们

“诚恳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问题，开启了协
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许德珩、张
奚若等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并于当晚在
益寿堂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共进晚餐。
晚宴上，许德珩被安排和周恩来、郭沫若
同桌。席间，周恩来微笑着对许德珩说：
这几年你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所做的
事我们都知道。周恩来的话使许德珩感
到莫大的激励和鼓舞。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九三学社
孟 纬

刘宗宽青年时期立志报国，参加
了杨虎城部队，经杨虎城将军推荐，
先后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和陆军大学特
二期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宗宽任暂编
第十五师师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
线，却屡遭国民党“中央军”将领的
排挤、诬陷。1943年，刘宗宽秘密
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
工民主党前身)。1945年初，周恩来
在重庆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领导人，刘宗宽也应邀参加。在交谈
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崇高而亲切
的形象，给刘宗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抗战胜利后，刘宗宽积极配合中
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并向叶剑英、
王炳南等中共领导人汇报过工作。

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刘
宗宽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前往延
安，经中共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
员会建议留在重庆，担任重庆行营
参谋处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
将参谋处长、中将副参谋长、代理
参谋长等职务。其间，他对爱国民
主活动和民主人士进行掩护，并通
过郭则沉将一批重要军事情报转交
给中共。

1949 年 4 月 ， 解 放 军 横 渡 长
江，23日解放南京，并分路追歼国
民党残余部队。刘宗宽利用自身有利
条件搜集了大批军政情报提供给中共
地下党组织。5月，中共资深情报员
房显志、黄克孝到重庆，并以“客

人”的身份住进刘宗宽家里。刘宗宽陆
续将国民党西南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
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武器装备及
指挥官的特点及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提
供给两人，再由两人设法转送解放军。

1949 年 8 月，解放军积极准备发
动解放西南战役。战役开始前，为了迷
惑敌人，解放军佯攻秦岭、威逼大巴
山，造成通过两地进击四川的声势。刘
宗宽在房显志的帮助下，精心把北线解
放军的佯攻作战制作成“准确情报”，
源源不断提供上去，致使国民党高层发
生错误判断，把胡宗南集团的重兵集结
在秦岭、大巴山一线。

11月，蒋介石终于察觉到解放军
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的战
略意图后，慌忙下令秦岭、大巴山的
守军南撤入川，并下令紧急抽调 800
辆汽车将胡宗南部的国民党第一军赶
运回重庆加强防卫。刘宗宽得到这一
情报后，立即与房显志商量，决定派
王昆山将情报送出。为了保证王昆山
安全通过道道关卡，刘宗宽将王昆山
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并为他准备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所有证件。解放
军二野首长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
三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先
敌赶到重庆，并于 11 月 28 日在重庆
城外消灭了国民党第一军大部。30
日，重庆解放。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重庆后，二
野首长亲切接见了刘宗宽，对他为解放
西南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宗宽：解放西南战役中的“潜伏”功臣
乔育新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
国会（简称民建）在重庆宣布成立后，
1946年2月12日，民建总会在重庆召
开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决议推举周仲
宣(周恒顺机器厂总经理)、施之铨(建
国工业社社长)、朱楚辛(五丰面粉厂厂
长)三人为武汉推广会务代表。三人均
为武汉工业界人士，与武汉工商界有
着广泛的联系。

1948年冬，施之铨在上海向民
建总会负责人胡厥文汇报了武汉的情
况，建议在武汉工商界选择进步人
士，筹建武汉民建组织，迎接武汉解
放。胡厥文委派金斌统回武汉做联系
工作。1949 年 2 月，华煜卿、贺尔
梅、蓝昌农、金斌统等4人在武汉成
立民建地下小组，推举华煜卿为负责
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直接领导
下，华煜卿等以汉口申福新公司为据
点，利用汉口市工业会“星六（星期
六）聚餐会”为活动宣传阵地，宣传
中共的工商政策，动员武汉工商界人

士认清形势，维持好生产，留在武汉迎
接解放。为此，华煜卿、蓝昌农还写成
《迎接大时代的到来》一文，秘密印发
给武汉工商界代表人士，告诫大家“不
要轻信国民党的谣言，不要盲目逃
跑”。他们还与工商界人士研究了应对
国民党强行拆迁甚至破坏机器的具体对
策。这对稳定武汉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情
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时，国民党武汉当局为了准备逃
窜，经常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
税，还发行所谓“珠宝奖券”“房产奖
券”，企图强行摊派给武汉工商业人
士，榨取钱财。民建地下小组立即联络
武汉市商会、市工业会进行联合抵制，
让敌人的“奖券”发行不能得逞。直到
武汉解放，国民党的“奖券”仍被“完
整保留”在市工业会。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日益迫近
武汉，国民党军队企图作垂死挣扎，进
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中共地下市委的领
导下，湖北、武汉爱国进步人士及工商

界代表人士发起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
济委员会”，推举张难先为主任委员。
后改名为“武汉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
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维持全市的社会
秩序。中共武汉市委由统战工作组赵忍
安以该会常委身份负责联系推进工作。
民建地下小组成员全部投入了该会工作
——华煜卿任该会常委兼财务组副组
长；蓝昌农任总务组副组长；贺尔梅派
去市消防组织“公益联合会”，在武汉
真空时协助纠察队维护治安；金斌统参
加了该会的联系工作。

民建地下小组协助中共地下党组
织在保护武汉水电燃料供应和电信通
讯工作中作出了贡献。武汉水电供应
除申新纱厂拥有少量发电能力外，全
部由官僚资本宋子文主办的既济水电
公司供应，为防止敌人逃跑前的破
坏，民建成员华煜卿受中共地下党委
托，利用同乡和朋友关系，成功地做
好了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
基的工作。孙保基不但不随国民党逃

走，而且还留下来保护了工厂的机器
设备，保证了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

华煜卿等民建会员还利用社会关系
配合中共地下党争取了国民党资源委员
会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处长盛希康和武
汉市电信局局长尤其绍，从而完整地保
存了这些单位的设备和器材，保证了武
汉燃料的正常供应和电讯畅通无阻。

5月15日，国民党军队逃离武汉。华
煜卿在沿江大道101号设立观察站，并在
四维路、青岛路、宗关和花桥郊区设立4个
观察点，派人监视敌军的撤退情况。午
夜，华煜卿向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电话报告
敌军已全部撤离。得到报告后，中共武汉
地下市委立即通知民建地下小组和武汉
治安委员会，请他们派人上街贴出安民告
示和标语，并出动工人纠察队和起义投诚
的警察以及消防人员，上街维护社会秩
序，做好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准备。

5月16日清晨，民建地下成员华煜
卿、贺尔梅、蓝昌农、金斌统以工商界
代表身份，协助中共地下市委组织各界
人士出城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汉解放后，华煜卿、蓝昌农、贺
尔梅、金斌统公开了民建会员身份。中
共中南局统战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
领导看望了华煜卿等民建会员，感谢他
们为协助武汉解放作出的贡献。1950年
4月10日，民建总会决定华煜卿等14
人为民建武汉分会筹备员。1951年8月
5日，民建武汉分会成立。

武汉民建地下小组的成立和发展
贾晓明

带领各族同胞反抗日伪顽

1939年 2月日军侵略海南岛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独
立总队等抗日武装奋起抵抗，但岛上
的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不抵抗政策，
其军政首脑机关陆续退入白沙县。在
白沙地区，国民党当局对当地黎族、
苗族群众横征暴敛，并进行残暴的统
治和压迫，还动辄以“通日”罪名展
开迫害和屠杀，激起了黎族、苗族人
民的极大愤怒。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
的残酷暴政，黎族首领王国兴挺身而
出，决心带领当地各族同胞拿起武器
反抗。

1942年，王国兴等以红毛乡为
基地，进行起义的酝酿和串联工作。
1943年春节前后，王国兴两次召开
各乡黎族首领会议，决定于 8月 17
日发动起义，并推举王国兴为起义总
指挥。

8 月 12 日，4000 多名黎族、苗
族群众率先在白沙一区起义，很快将
国民党驻在白沙一区的军政机关和部
队驱逐出去。

起义的消息传到国民党白沙县二
区后，8月 16日，当地国民党顽固
派立即派人逮捕王国兴。王国兴被群
众救出后，立即率领起义群众向当地
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驻军发起进攻，并
取得胜利。

白沙县一、二区起义爆发后，各
地黎族、苗族同胞纷纷起来响应。在
为时半个月的时间里，参加起义的黎
族、苗族群众达2万多人，驻在白沙
县境内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部队，几
乎被全部驱逐出去。

一个多月后，不甘心失败的国民
党顽固派趁琼崖抗日军民全力对付日
军“蚕食”“扫荡”之际，纠集兵
力，分四路向起义群众发动反扑。王
国兴率起义部队英勇抵抗，但终因武
器简陋、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而遭受挫
折。王国兴遂率起义群众撤退到鹦歌
岭和什寒山坚持斗争。

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王国兴召集各黎族首领

开会商讨对策，提出：要同国民党顽固
派斗争，只有找共产党来帮助，得到一
致同意。会后，王国兴派出多名得力干
将外出寻找共产党武装。他们经过一个
多月的艰苦寻找，终于和中共儋临联县
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取得了联系。驻
当地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长马
白山、政委陈青山会见了他们，随即派
支队政治处主任江田带领王文聪等人前
往六芹山特委、总队部驻地。在这里，
冯白驹等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他们，高度
评价白沙起义，勉励他们继续坚持斗
争，并提出立即派干部和武工队到白沙
帮助开展组织、训练工作，再派部队帮
助起义军反攻国民党顽固派。

随后，中共琼崖特委也成立工作委
员会前往鹦歌岭。根据王国兴的要求，
特委成立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白
（沙） 保 （亭） 乐 （东） 人民解放团，
任命王国兴为团长。中共琼崖特委和独
立纵队（由独立总队改编而成）进入白
沙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
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黎族、
苗族同胞的爱戴和拥护。解放团在五指
山区坚持与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进行
斗争。国民党顽固派曾三次“围剿”鹦
歌岭，但均遭失败。1944年12月，王
国兴前往六芹山，会见了冯白驹。
1945年8月8日，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
成立，王国兴任副县长，配合琼崖纵队
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多次向白
沙解放区进犯。王国兴迅速建立起白沙
县猛进队、英勇队、区常备队、乡常备
班、村后备队等武装，采取游击战术打
击敌人，配合琼崖纵队粉碎敌人的“清

剿”，进一步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

冲破封锁毅然北上

1949 年 6 月，中共琼崖区党委和
琼崖纵队决定：发动夏季攻势，歼灭
敌人的有生力量，王国兴接到命令
后，立即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准备。28
日，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接到了中
共中央统战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希
望琼崖区党委从黎族同胞中推荐“一
代表参加新政协”，并要求“如有适当
人选，望即呈报姓名简历并准备经港
赴（北）平”。

琼崖区党组织经过研究，推荐了王
国兴。7月10日，中央电示：“同意派
王国兴为黎族代表，望即设法派适当同
志当翻译，护送他安全到港来 （北）
平。”

王国兴在接到通知后非常兴奋，恨
不得立即启程。但在当时，海南岛和东
南沿海部分地区仍然控制在国民党残部
手中。敌人封锁了整个琼州海峡，雷州
半岛沿海防卫森严，要渡海是相当困难
的。为确保王国兴的安全，中共琼崖区
党委经过研究，派出与王国兴共同战斗
过的朱家玖护送他出海，并派新华社海
南分社记者冯子平作为王国兴的秘书陪
同北上。

8月初的一天，王国兴和朱家玖、
冯子平从白沙出发，跋山涉水步行数
日，来到儋县的泊潮村。在这里，临高
县委派出的同志前来接应，负责派人护
送一行人横渡琼州海峡。

天黑后，王国兴等人登上了一艘小
渔船，悄悄驶入大海。王国兴虽然在海

南岛生活了几十年，却是首次出海。他
毫无不适之感，反而非常兴奋。

一行人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一夜，见
到陆地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
白。这时，前方岸上出现了敌人的巡逻
队，正在他们预定的登陆地点巡逻。王
国兴等人立即警觉起来，掏出武器随时
准备战斗。船家也停止了划桨，小船随
着海浪轻轻摇曳。不久，敌人巡逻队开
走了，他们才乘隙立即登岸。在离安边
不远的一个小渔村里，王国兴一行人同
前来接应的解放军粤桂边纵队联络员接
上了头。

当时，粤桂边纵队正在与国民党广
东、广西的保安部队展开激战。为了保
证王国兴等人的安全，纵队派出了6名
精干武装人员进行护送。王国兴等人跟
随武装人员昼伏夜行，经过数日的跋
涉，终于到达粤桂边纵队总部。纵队司
令员梁广热情招待了王国兴一行人，并
按照上级安排，为他们办理好了去香港
的证件和手续，并派富有经验的地下党
员护送他们前往香港。

王国兴等人进入香港，受到中共中
央香港分局的盛情招待。在香港，王国
兴还见到了“老熟人”——琼崖纵队副
司令员马白山。马白山是代表琼崖纵队
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

3 天后，在香港分局同志的安排
下，王国兴、马白山、冯子平以及华南
其他地区的赴北平各界代表20多人化
装登上了一艘外国大轮船。经过数日的
航行，轮船途经台湾海峡、东海和黄
海，最后在青岛靠岸，受到山东解放区
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指战员
的热烈欢迎。在党政机关的安排下，王
国兴一行人在山东解放区参观访问。几
天后，一行人乘火车向北平进发。

参加新政协会议

到达北平后，王国兴被接到少数民
族代表团驻地——民族招待所，他和杨
静仁被安排在同一间房间。在北平期
间，王国兴对组织上无微不至的接待非
常感激。但他有吸竹筒烟的爱好，而他
在海南的烟筒有碗口粗、一米长，因此
无法随身带来。接待的同志得知后，立
即派人在北平城内四处购买，但无结
果，最后替他找到一件代用品——一个
外形精美的铜制水烟袋送给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
平召开。王国兴作为“国内少数民族”
代表参会。其间，他认真参加了会议文
件的审议，并用海南方言发言（冯子平
担任翻译），他满怀激情地说：“共产党
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
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
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
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
途，才会光明灿烂。”

在会上，王国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
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王国兴回到白沙县。当
时，海南岛已经解放，白沙县政府举行
群众大会。面对父老乡亲，王国兴激动
地说:“今天解放了，我们黎族、苗族
人民也站起来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
了!”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黎族代表王国兴参加新政协
徐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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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简称“民革”）成立后，一面积
极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的统一战线工作，一面秘密在全国多
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数十支武装，准
备发动起义。

民革成立后不久，领导人李济深
派杨杰前往昆明主持民革在云南省的
工作。其间，杨杰与万保邦会晤，希
望万保邦组建一支武装，待时机成熟
时发动起义，协助人民解放军打击国
民党反动派。万保邦为滇军爱国将
领，早年长期与共产党员合作共事，
在抗战中屡建奇功。蒋介石挑起内战
后，万保邦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行
径，愤而辞职，回云南家乡创办实
业，振兴地方经济。会晤后，万保邦
完全同意杨杰的主张，随即以准备参
选国民党“国大代表”为掩护，在其
长子万巨麟的配合下，发动秘密串
联，在蒙自邀约文山、马关、屏边、
金平、河口等地的亲朋好友组织队
伍，准备反蒋起义。

5月，李济深又指派吴信达专程
到云南与万保邦联系，并发给他“滇黔
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委任状。此后，
民革中央又从香港派来谭冬菁、张克
明、许实等到蒙自会见万保邦，就时局

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交换意见。经过
紧张的准备，1949年 2月初，万保邦在
蒙自芷村庄寨聚集起一支4000余人的
武装，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简称

“民卫军”)，万保邦任司令员，吴信达为
政治委员，下辖9个支队。

“民卫军”在蒙自期白河大深沟伏
击国民党军一个团获胜后，于 2 月 28
日公开发表讨蒋宣言，宣布起义，接
着分兵夺取了新安所、碧色寨。起义
军沿途散发 《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
言》和《告云南民众书》，极大地鼓舞
了西南人民的反蒋斗争，受其影响，
滇东、滇西各地的人民武装也纷纷
起义。

“民卫军”在进攻蒙自城失利后主
动撤离，分成多支小股部队转移至山区
开展游击战，继续与国民党军周旋，并
牵制了云南国民党军的主力，有力地配
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5月后，张克明根据中共中央华南
局和民革中央华南留守处的指示精神，
秘密进入“民卫军”的活动区域，将分
散活动的各游击队逐一编入中共滇桂边
区纵队。云南解放后，陈赓、周保中两
位将军在昆明会见了万保邦，并任命他
为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事管理委员会
委员。

民革领导滇黔人民自卫军举行反蒋起义
王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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