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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协”会议内外的斗争与友谊
赵 宾

1946 年 1 月 10 日，“旧政协”会议在国民政

府礼堂召开，共有 5个方面的 38位代表参加。不

管从参加党派团体上看，还是简单地从代表人

数上看，都缺少应有的代表性。

尽管如此，在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

中共代表团还是以人民利益为重，拿出最大诚

意，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协商工作中，团结多数

中间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党的错误主

张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与各民主

党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 《政府与中共代表

会谈纪要》，确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

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

会各项问题。”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

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

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

1945 年 12 月 16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

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协商会议的顺利进行，中共

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和多方

努力，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两党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

的协定，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

1946 年 1 月 10 日，“旧政协”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参

加会议的共有 5 个方面的代表。1.中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

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2.中国共产

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

超。3.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

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4.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

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5. 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邵

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 5 个小组：1. 改组政府组；2. 施政纲领组；3. 军

事组；4.国民大会组；5.宪法草案组。

周恩来在开幕式致辞时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

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

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

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

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

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

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为了能达成协议，1 月 12 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 《关于国共会

谈的经验教训》 报告提出具体意见：要互相承认，不要敌视；

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

赛，不要抵消。周恩来强调：这都是 9 年来在国共双方商谈中

得出的痛苦经验和教训，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

避免。

在 1 月 14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

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

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

件事可以立即做。”周恩来说：“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

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

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

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

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默。

周恩来语惊四座

1 月 14 日 ， 黄 炎 培 、 胡 厥

文、李烛尘、 彭 一 湖 在 重 庆 访

晤 美 国 特 使 马 歇 尔 ， 详 述 民 建

对 国 事 的 看 法 和 政 治 态 度 ， 谈

及 政 协 会 议 ， 拟 坚 持 ： 一 、 人

民 自 由 要 有 保 障 ； 二、军事制

度要常规化。

1 月 15 日，黄炎培在“旧政

协”会议五次大会发言：“有些

政 府 里 的 要 人 ， 骂 热 心 参 与 政

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

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

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

人 读 过 孙 中 山 的 《三 民 主 义》

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

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针对蒋

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

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

批驳。

黄炎培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

的恐慌。黄炎培在 1 月 26 日日记

中载：

上午，纲领组第八次会，全

部复加研讨，增改定稿。时正在

国府开会，忽维钧 （夫人姚维

钧） 仓皇来国府门首报告，菁园

寓中被军警宪兵特务大搜检，知

我已移宿国府路三百号，若辈跟

踪将至等语。至已近十二时，我待

会务全了，乃起立报告此事，同组

内政部长张厉生陪来吾至三百号，

则若辈已散。此事发生于上午十一

时顷，军警宪各数人持枪把住菁园

寓楼门口及楼梯，用枪指吓王姓女

佣 （王素青） 及李姓服务生 （学生

李国全），逼问黄炎培藏枪所在。

乱翻抽屉，打开文件箱前十几口，

无所得，迫开锁闭之卧室，任意翻

检。时恰送到上海杜月笙给我之电

报，即攫取抄录，室有电话，早被

把守，禁发禁接，李生乃从窗外招

手，嘱邻室中人借电话打给国府路

三百号我知，若辈因此得知我所

在，即来三百号追寻，维钧乃急走

国府告我。

这 就 是 国 民 党 特 务 在 “ 旧 政

协”会期间制造的“菁园事件”。

事 件 发 生 后 ， 民 盟 主 席 张 澜

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向国民党政

府提出严正抗议。黄炎培也致函

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

表 团 向 黄 炎 培 表 示 了 慰 问 和 支

持 ， 并 在 第 二 天 的 《新 华 日 报》

上以 《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

培住宅》 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

真相，发表了 《实现人民身体和

居住自由》 的社论，严正抨击国

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

1 月 31 日，黄炎培在大会上即

席发言，强 烈 要 求 国 民 党 政 府 立

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当场发

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并 将 预 先 制 备 好 的签名簿请与会

代表签名。

李烛尘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呼吁

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

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

章乃器在 《联合增刊》 上发文

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不在

会议的本身，而在于会议以外的力

量——国际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菁园事件”

▲“较场口事件”后，国

民党特务给周恩来寄去一封恐

吓信和一颗子弹。

2 月 10 日，协进会等 20 余个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

议成功大会。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

施复亮、史良等 20 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

李公朴作总指挥。拟请旧政协大会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

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

五等到会演讲。筹备会根据大会主旨印制了 《告全国同胞书》，

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旧政协达成的 5 项协议彻底实现

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奋斗！

大会尚未开始，数百名国民党特务抢先进入会场，分布在主

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了一个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团

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上前制止，即被特务打手包围，

拳打脚踢，从台上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器打破，血流如注。郭沫

若和主席团的一些人上去拦阻，也都被打。郭沫若的左额被打

肿，眼镜打落在地，胸部亦被踢。施复亮被一群暴徒打得遍体鳞

伤，马寅初的马褂也被暴徒抢去。沈钧儒也被打手们包围，幸有

一群青年护送出去，始免被殴。

当时在场的 《新民报》 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 记者

高学逵，《商务日报》 记者梁柯平，因劝阻特务行凶，也遭毒打。

特务们的暴行，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

一部分暴徒跳下主席台向群众中打去，另一部分暴徒则把台上的

长条木凳抛掷向人群中，伤者达 60 多人。周恩来到达会场，目

睹惨状，悲愤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这是践踏民主！”这就是震

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事件中，民建常务理事施复亮被特务殴打致重伤。“我绝没有

想到今天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有捣乱会场任意殴人的事

件，恐怕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想到在这堂堂的陪都于政治协商

会议圆满闭幕之后，还有这样横暴无理的事件。”施复亮在病床上

口述，夫人钟复光记录写下 《愤怒的抗议》 一文，抨击国民党顽固

派的暴行。2月 11日，重庆 《新民报》 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施复

亮伤势稍愈后，周恩来便安排他暂时离开重庆，以免再遭迫害。

“较场口事件”后的第三天，2 月 12 日下午 4 时，周恩来收

到一封恐吓信，信中并装有一颗

子 弹 。 恐 吓 信 的 内 容 是 ：“ 恩

来，你若要向蒋主席面谈这次事

变，便请你尝尝这粒子弹之味！

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

现在不干你，请你先看看谁的手

段 高 明 吧 。” 最 后 署 名 是 “ 冠

英”，信中提的“蒋主席”是指

蒋介石。

第二天，《新华日报》 刊登

了那封恐吓信和信封及那粒子弹

的照片。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

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

评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揭露事件的真相。周恩来同邓

颖超、廖承志等携带中共代表团的慰问信和鲜花等物品赶赴市民

医院，慰问受伤人士。《新华日报》 发表社论 《较场口暴行》，

《大公报》 等迅速报道事实真相。2 月 22 日，周恩来在 《新华日

报》 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较场

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的罪行。

对于“旧政协”会议的曲折多艰，民建常务理事黄墨涵事后

赋诗描述：

陪都政协会，各党皆赞同。

成立五条件，可称是折衷。

人民喜不寐，筹备大庆功。

章施最热诚，邀我共作工。

复亮受重伤，斯会竟告终。

此非偶然事，反动谋进攻。

民主遭挫折，意志更沉雄。

“陪都血案”

“旧政协”会议期间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二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主张：（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

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二）彻底实行孙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

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

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四）实行地方自

治；（五）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

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

他们原来的抗战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

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

国民党于 1936 年 5 月 5 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

裁的旧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

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

经投敌当了汉奸。

31 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周恩来、张君劢、曾琦、莫德恵先

后致辞。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

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法问题的协议、关于

改组政府的协议 5 项协议。周恩来在致辞中坦率地说：“虽然这

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

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

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

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

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政协 5 项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

人士密切合作，是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

果，是中国人民在民主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达成五项协议

1946年 3月 21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政协会议

5项决议就被国民党完全推翻，国民党参政员攻击“政协不合法”，

叫嚣“立即撤销政协会议”，甚至鼓动会议通过对中共的讨伐案。

10月 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946

年 11 月 12 日，蒋介石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擅自下令召开

“国民大会”。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民主建国步骤是三步：召

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对蒋介石

抛开政协决议、跳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擅自直接“召开国民

大会”的独裁做法，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

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

梁漱溟闻讯蒋介石擅自召开“国大”消息后长叹：“一觉醒

来，和平已经死了！”黄炎培等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大会”。张澜

则态度鲜明而坚决大声重复三遍：“参加不得呀！”并嘱咐：“我

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

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慎重，绝不可稍有变

动。”民盟郑重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

此为唯一依据。同人等当竭尽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于国大开

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当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

前，暂不参加。”

11 月 14 日，民盟总部向各省市民盟组织发出 《紧急通告》，

要求广泛宣传民盟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

开分裂的“国民大会”。

11 月 15 日，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非法在南京召

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不承认“国民大

会”通过的“宪法”，不参加“政府”。至此，国共和谈破裂，遂

使旧政协解体，中共代表团决定返回延安。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民建成立旧址陈列

馆首任馆长）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为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斗

争结合起来，1 月 11 日，民建捐

款 5 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当晚，

民主建国会和中国救国会、陪都

文化界政协协进会筹备会 3 团体

发起，在迁川工厂联合会邀集中

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

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

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

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

北政治建设协会、杂志联谊会、

音乐艺术社、社会大学等 20 个

团体代表商谈，提出政治协商会

议“只许成功，不允失败”的口

号，正式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

会 议 协 进 会 （ 简 称 “ 协 进

会”），推选陶行知、章乃器、

胡厥文、徐崇林、施复亮、曹孟

君、孙起孟、罗叔章、胡子婴、

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 35 人

为理事，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

处、联络处、新闻处。民建的胡

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担任协进

会常务理事。

从 1 月 12 日到 27 日，协进

会举行了 8 次各界民众大会，邀

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

1 月 16 日，在协进会举行的

第四次民众大会上，气氛非常热

烈，有力配合了政协会内的斗争。当

郭沫若发言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

名特务狂呼乱叫，跟踪威胁到会的

政协代表，采取放爆竹、敲小锣、

扔石头的方式扰乱会场，谩骂、殴

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

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

等人，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

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

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

第六次大会期间，当中共代表

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

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

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

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 5 次扔

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

在 第 八 次 大 会 上 ， 特 务 又 包

围 谩 骂 王 若 飞 …… 国 民 党 特 务 这

一连串破坏活动，被称为“沧白

堂事件”。

“沧白堂事件”

▲“旧政协”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中共代表在旧政治协商会议

上提供的 《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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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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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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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在旧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