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派名片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要由
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
级知识分子组成，于1941年3月19日在
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名称是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1944 年 9 月改组并更名为中
国民主同盟。

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处宅所——特园。特园是著名爱国民
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因为鲜英字“特生”，故又称其公馆为特园。
走进特园，可以看到园内布局典雅，居室宽敞错落有致，俯瞰嘉
陵江，波光岚影奔来眼底。

就在这个园子里，毛泽东曾三次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
澜，留下了一段共产党领导人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风雨同
舟、共商国是的佳话。

时间回到1938年。那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各民主党派在抗战初期经过斗争
得来的一些民主权利也被取消，独裁专制再次笼罩国统区上空。

1939年11月23日，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章乃
器、左舜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
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土，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
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内战一
触即发。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
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联合

“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
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4年，由于国内外形式变化，国统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
宪政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这次活动中空前活跃，大批无党
派民主人士纷纷要求入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行改组，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同
年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
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民盟又发表
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明确提出了“民主统一，和
平建国”的口号。在国内外社会與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
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1945年
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乘飞机抵
达重庆。

“说起重庆谈判，张澜与毛泽东还有一段趣事。”林勇介绍，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
九龙机场，开启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当乔冠华依次介绍各党
派迎候代表时，毛泽东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老人，不待介绍，毛
泽东便迈步过去同他握手，说：“你是张表老（张澜，字表方）？你
好！”

“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民盟创始人
张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虽事务繁忙，却三访特园拜访张
澜，讨论时局，共商大计。”林勇向重庆日报记者回忆起这段历
史。

第一次是8月30日，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就赴特园，同张
澜、鲜英长谈。

第二次是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
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挥毫写
下“民主在望”四个大字，众人深受鼓舞。

第三次是9月15日，毛泽东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
况，张澜向毛泽东提出若干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1945年10月，民盟在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
产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明
确提出了“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

1949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毛泽东三访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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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
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
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前身
为抗战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发
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
国精神、以民主和科学为宗
旨、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
谈会，后改建为九三学社。

从渝中区人民公园入口下行数米，有一块
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碑身正面刻有“九三学社成
立旧址纪念碑”几个大字，背面镌刻有《九三学
社成立宣言》。这块纪念碑距当年召开九三学
社成立大会的重庆青年大厦旧址约40米。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是一座历史的
丰碑。它向世人揭示了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
亲密合作、风雨同舟，贡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的光辉历程。”林勇说。

九三学社的源头要从自然科学座谈会说
起。

自然科学座谈会始于1939年春天。当时
的中国，国难日亟，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如何才
能守我国土，外御其辱？抱着科学救国理想的
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人周恩来等的帮助下，以重庆中央大学梁希、金
善宝、潘菽等人以及重庆大学谢立惠为核心，成
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并于1940年5月4日开
始参加编辑《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介绍
科普知识、工业建设等。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充斥着白色恐怖，自然
科学座谈会慢慢停止了活动。1944年，重庆科
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极
感焦虑，常到许德珩家座谈、交换意见。他们一
致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并把座谈
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后经周恩来等授
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由潘菽介绍，先
后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该
会的主体。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历
史性的伟大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于9月3日
集会庆祝。为纪念抗战胜利，为了彼此的共同
信念和政治上的相互帮助并保持联系，许德珩、
禇辅成、梁希、潘菽等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
成一个学术团体，以便回到各地继续活动。于
是就以当天9月3日为名，称作九三座谈会。

9月12日，毛泽东邀约许德珩和夫人劳君
展赴宴。席间，许德珩向毛泽东介绍了九三座
谈会的活动和今后的打算。毛泽东说，你们这
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人数虽少，但都是知名
人士，有相当能量，在时局动荡发生重大变故
时，可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对社会是有影响
和作用的。他建议九三座谈会应成为永久性的
政治组织。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启发下，许德珩等人于
1946年 2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积
极进行工作。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
成立。

青年大厦的科学民主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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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树川 周尤

4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位于上
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首先被
映入眼帘的大型群雕所吸引。这座名为

“1945·毛泽东在重庆”的纪念雕塑，形象
化、艺术性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各
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人士聚会重庆，畅
所欲言、共商国是的情景。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
市，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革
命史上和中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要谈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交
往，就离不开中共中央南方局这段历史。”
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中国民主党派历
史陈列馆原馆长林勇介绍，在重庆战斗的
八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开展统一
战线工作为历史使命，采取多种形式，通
过各种途径，对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现有的
八大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
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都在重庆发祥，重庆也因此成为中国民主
党派重要诞生地。

党派名片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是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
人士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性质，致力于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
政党。民革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
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于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

在民主革命中孕育与诞生的民革，和重庆有不解之缘。
抗战相持阶段，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

政策已有深刻认识，他们支持中共倡导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
针，虽时有表现，却没有团结成为力量，影响有限。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
仑、陈铭枢等打破禁忌，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

到1943年8月，民主同志座谈会着手筹备组织工作，组织
的名称最初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来定名为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从1944年上半年起，即开始以三民
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特园举行
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告成立。

在民联组织建立的同时，另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也
在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
香凝派人同冯玉祥以及滇桂川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在
反对蒋介石独裁中一致行动。1946年4月14日，中国国民党民
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成立，公开宣布促进中国之民主运
动，反对法西斯独裁专制。

民联、民促都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中国共
产党政治上的帮助，成为之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里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一张
白绸巾。

白绸巾上面既没有人，也没有景，仅有6行毛笔字。涉
及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真如（陈铭枢）、蕴兄
（朱蕴山）、（何）香凝、（李）济深等人，都是中国国民党的资
深党员，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这其实是一封特殊的
信，诞生于70多年前，由李济深1947年在香港所写。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不顾国内外
反对，摩拳擦掌准备内战，对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也采
取极端措施加以镇压。在此情况下，许多民主人士不
得不前往环境相对宽松的香港继续开展民主活动。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
人士意识到，分散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已经不能适应
反蒋斗争的需要，必须联合起来，建立相应的组织，才
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了联系到民联的同志“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
切”，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了这封特殊的信。为躲
避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检查，大家仔细斟酌每一个字
词，由李济深在这块白绸巾上写了简明扼要、含义深
刻的56个字，将它缝在衣服里面，由朱蕴山带到上
海，信尾上就有“详情由蕴兄面报”这句话。

这封颇具传奇色彩的信，成为当年国民党民主
派人士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甘冒生命危险，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一起，毅然投身革命洪
流的历史见证。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
港正式成立，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何香凝、冯玉祥等被选为主要领导人。

1949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
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党民

主派代表会议，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仍
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一张白绸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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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
建）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主
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是具有政
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新中
国成立后，民建为恢复和发展经
济，特别是积极配合国家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
挥了重要作用。

怎样才能推动爱国民族工商业投入抗日
救亡运动，引导爱国民族工商业走上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民建先贤
及其他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发起组织了一个特
别的活动——“星五聚餐会”。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渝中区白
象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
址陈列馆，寻找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商业，支援抗
战军需用品，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克服重重困
难将工厂内迁，大批工商实业界人士纷纷汇
集重庆。

然而，这一爱国行动却没有得到国民政
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国民政府还凭借
政治军事的特权，加大经济垄断，吞并和排挤
大批私营工厂，使工商界人土陷入重重困境。

为此，他们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解
决内迁工厂的困难，但国民政府根本不予理
睬，这更加促使工商实业界对国民政府产生
强烈不满。他们深刻意识到，唯有建立自己
的组织，才能使自己的要求和利益得到尊重
和满足。

于是，工商实业界人士每个星期五都聚
集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一起交流对国内
局势和国民经济体制的看法。这种集会在当
时被称为“星五聚餐会”。

1945年10月，在黄炎培的邀请下，中共
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出席了“星五聚餐
会”，并发表了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息息
相关的演讲——《当前经济大势》。周恩来的
这次讲话，极大地增强了工商实业界对中共
的信心。自此，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
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
织。

1945年12月16日，为反对蒋介石的独
裁统治、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以黄炎培为
首的中华职教社，胡厥文、章乃器为代表的迁
川工厂联合会，卢作孚、刘航琛为主的西南实
业协会等，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发起成立
中国民主建国会。大会选举黄炎培、胡厥文、
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组成领导机构。从此，一
个新的政党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民建成立后，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反
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在“较场口”

“沧白堂”“下关”等事件中，揭露国民党统治
集团扼杀民主运动、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
促进民众觉醒。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
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
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
宣传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
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象街的“星五聚餐会”

4月9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里的“1945·毛泽东在重庆”群雕。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内展出的“白绸巾

密信”。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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