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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重要代表何香凝
蔡永飞

何香凝是一代巾帼英豪，她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第
一名女会员，是国民党民主派的重要代表，也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的挚友、诤友。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谨以此
文纪念参与创建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的何香凝先生。

1897年，何香凝和廖仲恺结婚，两个
人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1902年，
两个人到日本留学，1903年他们结识了孙
中山先生，这是他们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
件事，从此他们两个人都成为孙中山先生
的追随者。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筹备成
立同盟会，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家成了孙中
山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

为了安全，孙中山先生要求必须解雇
女佣人，一切服务工作都要由何香凝承担。
何香凝本来出身富裕家庭，此时亲自操持
家务，还要担负起有关联络和勤务工作，除
了收转信件、保管文件，还要看守门户、照
料茶饭，还要每天都把大家脱在门口的鞋
收藏起来，以防引起外人注意。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
正式成立，廖仲恺夫妇是首批会员，何香凝
是第一位女会员。他们是孙中山最信任的
革命同志，也是特别贴心的朋友。

1909 年夏，他们的爱子廖承志一周
岁，孙中山安排廖仲恺回国做秘密策反工
作。行前，何香凝赠诗廖仲恺：

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如此大气磅礴而又情深谊重的诗句，

体现了何香凝的革命豪情和宏伟抱负，也
显示她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女革命家。

何香凝一直积极支持廖仲恺参加革命
活动。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囚
禁了廖仲恺。廖仲恺以为自己出不去了，给
何香凝写了一首诀别诗：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何香凝含泪读完诗，立即带病冒着大

雨去找陈炯明，逼迫其释放廖仲恺。因为此
时孙中山已经离开广州，囚禁廖仲恺并没
有什么作用，更被一身正气、一身豪气的何
香凝所感染，陈炯明最后乖乖释放了廖仲
恺！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何香凝以女革命家的豪迈气概，
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
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规定：

“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
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男女平
等的理想真正实现还需要时间，但从此成
为全社会广泛认同的理念，这是中国历史
上开天辟地的事件，它来自于何香凝个人
的远见卓识。何香凝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稍后，经何香凝提议
并亲自组织，1924年3月8日，在广州举行
了中国第一个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
动，从此“三八”国际妇女节成为中国妇女
的正式节日。这是何香凝对中国妇女解放
事业的伟大贡献。

1925年初，孙中山抱病北上，何香凝
陪着宋庆龄侍奉在病床前。弥留之时，孙中
山还握着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
感谢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何香
凝是遗嘱见证人之一，并在遗嘱上签字。

孙中山对廖仲恺、何香凝的深情厚谊，
坚定了他们坚持孙中山遗志的决心。当时
孙中山指派廖仲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
产党人协同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廖仲恺
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贯彻落实最到
位，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和何香凝前往国
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当他们走上党部大门
口台阶时，突然冲出四名枪手，对准廖仲恺
开枪，子弹从何香凝的身边飞过，廖仲恺中
弹倒地，何香凝也险些中枪。

何香凝悲愤至极，她写了“精神不
死”四个大字，贴在自家的门口，表示要
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1925年 8月 27
日，廖仲恺去世7天后，何香凝来到省港
罢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发表演讲，她
说：我和廖仲恺都不是共产党，但“我们
都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主张，或
有多少出入，而现在则莫不是致力于民族
革命，有携手的必要。共产党的宗旨是要
使一般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不可谓不公
平，实胜于不顾民众艰苦、自私自利的资
本家万倍。”（《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
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廖仲恺走了，何香凝仍然始终高举革
命旗帜，而且终其一生，何香凝始终是高举
孙中山旗帜的急先锋。

一生追随
孙中山先生

廖仲恺遇刺那一天，周恩来得到消
息，立即前往医院探望。当时，周恩来和
蒋介石商量准备当晚11点搜捕杀害廖
仲恺的凶手，但蒋介石提前两小时发布
了戒严命令，而且临时改变了口令，却没
有通知周恩来。

那天晚上，周恩来的汽车开到蒋介
石的司令部门口，警卫问口令，周恩来
不知道新的口令，警卫竟然立即开枪！
司机被打死，周恩来瞬间趴在车座下，
才幸免于难，晚上回家的时候，衣服上
仍满是鲜血！这是周恩来对廖仲恺深厚
感情的体现。

说起来真是巧合，邓颖超生于1904
年2月4日，正好和廖仲恺、何香凝的大
女儿廖梦醒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得知这
个巧合之后，邓颖超从此很自然地称呼
何香凝为“妈妈”。廖承志也一直称
周恩来为“阿哥”。

何香凝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
时，她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邓颖超和蔡畅
等女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开展的。从第一
次国共合作开始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就和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他们的子
女廖承志、廖梦醒经常来往，联系密切。

说到廖承志，周恩来竟然还是他的
救命恩人。这件事说起来颇有些奇特。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何香
凝极为不满，她支持儿子廖承志脱离国
民党，参加到共产党的革命阵营中。
1933年廖承志到川陕苏区工作，没有想

到的是，廖承志竟然被张国焘列入了肃
反名单。就在扣押期间，正好赶上红一方
面军长征来到这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
席的周恩来刚好碰到了廖承志。

当时周恩来骑马来见张国焘，迎面
看到廖承志被人押着走过来。那时候肃
反中扣押乃至枪毙自己人的事情经常发
生，周恩来猜到廖承志处境危险，立即翻
身下马，走到廖承志身边，没有和他说
话，只是当着押送人员的面，紧紧地握了
一下廖承志的手。

晚上，在周恩来和张国焘、朱德等人
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周恩来派人把廖承
志找过来，当着张国焘的面，声色俱厉地
问廖承志：“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
有？”“认识到错了要不要改？”廖承志回
答说“改”，周恩来马上说“改了就是好同
志！”周恩来机智地堵住了张国焘的嘴，
为廖承志结了“案”。

说这件事很奇特，是因为周恩来碰
到廖承志实在太偶然了，只能说是因为
廖仲恺曾经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周恩来
和廖仲恺夫妇的情谊是极为真挚的，就
会成为一种特别的缘分。

何香凝不仅把儿子送到共产党革命
队伍中，她自己在国民党中也一直和蒋
介石反动派作坚决斗争。1927年蒋介石
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天晚上何香凝在
汉口发表演说，她抨击蒋介石的反共言
行：“全与廖先生意旨相反，廖先生在时
常说反对工农即反革命，现在蒋介石反
工农，他就是反革命了。”（《双清文集》下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1 页）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

“分共”，何香凝大义凛然出面保护共产
党人和革命左派。她亲笔写信给国民党
中央组织部：“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
女同志都是共产党，我是她们的头头，有
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双清文集》下
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抗日战争前夕，何香凝为促成第二
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1935年，中
共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
宣言》，何香凝是国民党内最先拥护这个
宣言的人之一，她还说服了许多人一致
签名响应宣言的号召，并要求南京政府
对《八一宣言》表态，竭力促成国共两党
的再次合作。1936年2月，何香凝与宋庆
龄等联合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
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议案，并指出恢复

三大政策“对于革命阵线的再生有重大影
响”，我们应“立刻讨论恢复先总理的三大
政策，以帮助克服目前非常的民族危机，这
对于本党和我国都是大有利益的。”（《双清
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75页）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形成，何香凝等
国民党民主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坚决反对
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1947年，
她在香港和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参与建立民革组织并且发挥重
要作用，是何香凝与中共密切合作最重要
的成就。

当时在商讨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时，有人提出新的革命组织不应该保留

“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建议留下“国民党”
的名义，她说，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先生所创
建，我们要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传人，坚决
反对蒋介石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行为。

何香凝这一主张是具有深远政治意义
的，对于开展策反活动也有重要的策略意
义。从1948年1月民革成立起，民革组织
和民革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策反活
动，推动国民党内进步人士转入革命阵营。
据后来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
统战工作共策反188万名国民党军人起义
投诚、接受和平改编，民革人士参与了其中
126万人的策反工作和起义活动，为中国
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参阅蔡永飞：
《民革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贡献及其意义》，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 年第一
期）。

1949 年 4 月 ，何 香 凝 抵 达 北 京 ，
周恩来、朱德、邓颖超到车站迎接。老朋友
久别重逢，何香凝不禁泪流满面。

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的筹备工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稍后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政府第一
批正职部长之一（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何香凝为人民所作贡
献的充分肯定。

始终坚持与共产党密切合作

◀
何
香
凝

何香凝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同时也是孙夫人宋庆龄的挚
友。孙中山和廖仲恺在 1925年同一年离世，那一年宋庆龄 32
岁，何香凝47岁，她们都还年轻，但两位伟大女性没有倒下，她
们两个人并肩战斗，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她
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战场上，总让人感到在她们身后，孙
中山和廖仲恺也还在并肩战斗……

宋庆龄同孙中山于1915年10月结婚，那时候孙中山先生
和廖仲恺夫妇已经结交很久了。宋庆龄婚后从上海到日本，很快
就和何香凝见了面，立刻就和何香凝成了朋友。何香凝绘制了一
幅国画《万派朝宗》作为新婚贺礼送给了孙中山、宋庆龄。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准备北
伐。7月初，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发动妇女成立了“出征军人慰劳
会”，宋庆龄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二人亲赴前线慰劳将士。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宋庆龄坚持先
送孙中山撤离险境，两人分开了。就在这一次，宋庆龄的身体受到
无法补偿的伤害。在战火纷飞之中，何香凝冒险前去探望宋庆龄，
又冒险到永丰舰看望孙中山，给他们报信送衣物，去照顾他们。

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临终托付何香凝照顾宋庆
龄，这是孙中山对宋庆龄的深爱，也是对何香凝的信任。稍后不
久廖仲恺遇刺，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个人都遭遇了生活的磨难，也
都变得更加坚强。

1925年12月4日，何香凝致函宋庆龄，催促她回广州担任
国民政府妇女部长。在当时各界人士的心目中，她们两个人都是
中国妇女的杰出领袖。1926年1月7日，何香凝与两万余人一起
在广州欢迎宋庆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宋庆龄、何香凝和毛泽东等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汪精卫“分
共”后，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
明》，远赴莫斯科；何香凝也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带
子女赴欧洲留学。

1930年6月到9月，宋庆龄、何香凝相会于德国柏林，两个
人经常见面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此间何香凝又绘就一幅《菊石
图》送给宋庆龄，并题诗一首：“唯菊与石，品质高洁；唯石与菊天
生硬骨。悠悠清泉，娟娟明月；唯菊与石品质高洁。”菊与石的品
质，正是宋庆龄和何香凝二人人格品质的生动体现。

回国后，在淞沪抗战爆发时，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个人一起赴
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并开展救济，为伤病员募款、建立医院。在
电影《八佰》中还描写了由姚晨饰演的何香凝慰问抗日将士的场
景。何香凝在要求蒋介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遭到拒绝后，激愤之
下写下一首诗作怒骂蒋介石：“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
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
征衣去！”这首诗充分体现了何香凝的爱国情怀，也凝结着何香
凝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3年3月28日，廖承志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因叛徒告密
被捕，宋庆龄得知消息后，亲自出面将其营救出狱。1936年到
1937年间，宋庆龄、何香凝共同营救“七君子”，与救国会十余人
共同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救国无罪”。
1937年2月，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向蒋介石递交《恢复中山先生
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1938年10月28日，她
们联名致函林森、蒋介石等，要求明令制止汪精卫对日妥协的言
论。1941年1月14日，她们联名发表宣言，要求撤销“剿共”总
署，坚决实行联共抗日。

1948年1月1日，民革组织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
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何香凝是民革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
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由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陪同，专程到上海
看望宋庆龄，宋庆龄乃决定北上。

8月28日下午，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二人跟随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
领导人，到北平前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
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何香凝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两个
好朋友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中成为中坚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在民革成立时给予了支持，虽然她没
有参加民革组织，但民革坚持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
精神应该是符合她的心愿的。在这件事上何香凝起了重要作用。
1958年11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担任民革中央副
主席的何香凝建议大会旗帜鲜明地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
帜。何香凝的意见对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触动很大，因此李济深
坚持要求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开幕，
以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同时要求民革章程必须明文写上：

“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
1959年10月，李济深病重时建议请何香凝继任民革中央

主席，他对民革中央的几位同事说：“1958年11月12日举行
的四全大会，起初我们竟没有理直气壮地弘扬孙中山先生的革
命精神，唯独何香老以八旬高龄、瘦弱多病之躯，慷慨撰文教
育我们，弥补了大会的不足。何香老的文章显示了多么宏伟的
气魄！不瞒诸兄说，我读完她的文章，不禁热泪盈眶！”（朱学
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324页，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李
济深和何香凝对待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政治态度，对民革组织自
身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这里顺便说一个情况：在民革四大前夕何香凝还做了
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她和李济深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在
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前一年被打成“右派”的民革党员
龙云、陈铭枢、黄绍竑、李俊龙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们的意
见得到了支持，后来几个“右派”不仅当选民革中央委员，龙云还
当选民革中央常委，此举又影响到民革地方组织，许多民革的

“右派”分子政治上受到民革组织的保护。这一做法不仅正确体
现了中共统一战线精神，也体现了何香凝和民革其他领导人高
度的政治站位和优秀的政治品格。

（作者为民革中央原一级巡视员）

宋庆龄一生的挚友

▲这张合影最能够体现孙中山夫妇和廖仲恺夫妇的感情。这是 1916年在日本的合影，前排中间是孙中山，孙中山右边是宋庆
龄，左边是何香凝，孙中山膝前的是廖承志，前排左二为廖梦醒，后排左二为廖仲恺。

▲宋庆龄 （左） 与何香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