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史

张
成
明  

主
编



重庆抗战时期是指重庆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的时期，即国民政府于 1937 年

11 月迁到重庆起到国民政府于 1946 年 5 月还都南京时止这段历史时期。重庆抗战

时期民主党派史主要研究中国民主同盟 ( 含三党三派，重点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

身第三党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在重庆的产生及主要活

动的历史。重点分析上述党派在重庆产生的原因，研究民主党派在抗日救国、民主

宪政、反对内战、和平建国、促进国共合作、推动重庆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

主要活动与历史作用，反映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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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是中华民国的陪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

地，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从事统战工作的重要

城市，是民主党派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我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有

四个（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发祥于重庆，农工党的前身中华民

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 简称第三党 ) 的中央机构曾迁到重庆，重庆成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发祥地。因此，中央统战部

对此非常重视，于 2004 年 3 月批准在重庆建立全国首个统一战线传统教

育基地。2005 年 1 月 20 日，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在重庆红岩革命

纪念馆正式挂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民

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民建中央副主席路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洪

绂曾等出席挂牌仪式。

2005 年 8 月 22 日，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重庆市渝中

区人民公园举行，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等出席揭碑仪式。纪念碑造型

肃穆大方，朴实厚重。长方形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身，长9.3尺，高5.4尺，

分别寓意着“九三学社”和“五四精神”。纪念碑正面是韩启德题写的“九三

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十一个大字，背面镌刻着《九三学社成立宣言》，

侧面雕刻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旧址——原重庆青年大厦的图样。

2005 年 11 月 8 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重庆市

渝中区较场口城市阳台举行，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等出席揭碑仪式。纪念

碑碑体红色，基座绿色，意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建国会“肝胆相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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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与共”；五根环绕立柱，象征民建成立宣言的五项主张：“世界要和平、政

治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文化要繁荣”；碑高1945毫米、厚60厘米，

表示民建成立于 1945 年，建碑于 60 周年；以不对称图形和似塔吊结构，体现民

主和建设；侧看端面立槽，似两大板块，象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

2007 年 1 月 24 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重庆上清寺

特园举行，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等出席揭碑仪式。纪念碑典雅、大方、精致，采

用汉白玉材质；碑高 3 米，碑体为三块三角形石材，由小到大重叠，呈三面、三

段式，第一段三面镌刻孙中山画像，第二段三面分别刻有民族、民权、民生，喻

意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第三

段一面刻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一面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纪念碑”及落款等，一面刻碑记，喻意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将长期坚持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

2007 年 2 月 2 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

行，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等出席揭碑仪式。纪念碑高 4.1 米，基座宽 3.19 米，意

为 1941 年 3 月 19 日民盟在这里成立；碑体呈“M”造型，为“民盟”拼音缩写；

芝麻白大理石碑体上竖排镶嵌着“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金色大字；黑色碑

座上刻有“鲜宅”外景、“民主之家”四个字及《民主报》、《光明报》、《民

主周刊》等图案，凸显出民盟沧桑的历史。

2008 年 5 月，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修复“民主之家”特园康庄，

建成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2011 年 3 月，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正式

建成并对外开放。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盟中央主席

蒋树声、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农工党中央

主席桑国卫、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王钦敏、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

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无党派人士陈章良等，重庆市主要

党政负责人共同为新馆剪彩。陈列馆总建筑面积10341㎡，其中展览面积8453㎡；

由序厅，8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展厅，场景复原等12个单元组成，

是全国唯一集宣传、教育、培训和研究为一体的统一战线综合性功能展馆，201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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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成功创建国家一级博物馆。

四个民主党派成立纪念碑和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新馆的建成，充分表明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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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庆民主党派史是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史的精华，是中国民主

党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重庆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史是发掘重庆丰富统一战线

资源的需要，是建设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的需要，是充实中国民主党派历

史纪念馆建设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需要。为此，我

们特编辑了《重庆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史》一书。

不同时期，民主党派具有不同的含义。中国共产党曾经也是民主党派的一员，

在著名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1949 年 4 月）中，就有毛

泽东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共同签名。在“民主党派”这个称谓出现前，还有

抗日党派、爱国党派、中间党派、中小党派、各党派等众多称谓。为界定本书研

究范围，“民主党派”采用沿用至今的周恩来的说法。1949 年 9 月 7 日，周恩来

在向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指出：“党

派的标准。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

响应了‘五一’号召的”。1 据此标准，当时确认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有 11 个 ,

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

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中，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 中国农工民主党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 中国人民救

国会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 6 个党派的领导机构曾在重庆开展过抗

日爱国民主运动，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

为系统反映民主党派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活动情况，本书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

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章），主要研究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重庆的原因。 

1　周恩来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G］//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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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三、四、九章），主要研究民主党派在抗日救国、

自由民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促进国共合作、推动重庆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等

方面的主要活动与历史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五至第八章），主要研究中国民主同盟 (含三党三派 )、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在重庆的诞生经过、发展历程、

政治主张、政治活动等，以及这四个民主党派的重庆地方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活动情况。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第十章），主要研究民主党派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揭

示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的历史事实。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力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当时的历史现实出发，在

对权威性文献、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基础上，重点以抗战

救国、自由民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促进国共合作为主题统率民主党派相关

史实，便于发挥重庆作为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同时还研究了民主

党派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方面的史料，为我国民主党派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历

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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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重庆的原因探析

在我国现有的 8 个民主党派中，4 个发祥于重庆，即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

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构曾迁到重庆。为什么我国一

半的民主党派都发祥于重庆 ? 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主党派中央机构都在重庆

活动过？这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到重庆，首先党、

政、军、司法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构、团体迁往重庆，其次沿海大

量工商企业、机关、学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迁往重庆。这样，大量

政界、经济界、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精英云集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

战线工作的影响下，重庆成为民主党派的发祥地，成为民主党派的活动         

中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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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重庆的关键。没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也就不可能有大量工商企业、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内迁重庆，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

政界、经济界、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精英云集重庆。

一、迁都重庆简况

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0 月，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首都

南京危在旦夕。10 月 29 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

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

抗战大后方。111 月 16 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中央党部、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211 月 17 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文官处、参军处、

审计处和行政院等机构干员先行向重庆转移。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发布由国民

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正式昭告天下：“为适应战况，

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3 这就公开宣布了将重庆作为中华民

国的战时首都。

11 月 26 日，林森一行乘船循长江抵达重庆。12 月 1 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

庆新址正式办公。行政院即通令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

1　重庆地方志总编室.重庆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57.

2　唐润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述论［J］.重庆地方志，1992（4）.

3　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J］.四川省政府公报，19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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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转电知照。”12 月 7 日，国民党中央

党部也正式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尽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经在重庆开始办公，但当时迁到重庆的只

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少数部门，多数部门特别是那些主要职能部门，诸如

军政、外交、经济、财政、内政、交通等部门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政府

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等均齐集武汉，因此当时

的武汉才是中国实际上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

1938 年夏，日军打到武汉，留在武汉的各中央党政机关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才又纷纷迁往重庆。8 月 5 日，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

并相继开始办公。12 月 8 日，在国民政府战时中枢决策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军

事委员会移重庆办公和蒋介石飞抵重庆，标志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过程的最终完

成，重庆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

二、迁都重庆的原因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

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1 月 30 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

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

即陆续迁往洛阳办公。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以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但在

1938 年 8 月 13 日，日军再次进攻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

什么要迁都重庆呢？

这是因为重庆位于中国内陆，是座著名的山城，山高路险，又位于相对封闭

的四川盆地中，在和平时期作首都当然没什么优势，但在战争时期的相对优越性

就日益凸现了。

一是安全有保障。安全有保障是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

之所以迁都，就是因为首都南京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安全无保障。

重庆在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处于中国的腹心位置，东有巫山和长江三峡，北有秦

岭、大巴山，南屏云贵高原，西临横断山、青藏高原，只有长江一线与外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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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军事重镇。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既远离战区，

又有巫山、长江三峡的天然屏障，可以有一个相对安定与安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环境。重庆地形复杂多样，有利于战时工厂为防空而疏散布局，也有利于战时的

民用防空疏散，加上雾季长，可以减少敌机空袭的损害。

二是重庆周边农业发达、资源条件极好。第一，重庆所处的四川盆地，自古

以来农业发达、出产丰富、人口众多，是我国著名的天府之国，能满足大量内迁

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第二，重庆周围拥有丰富的能源，能保证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重庆周围有大煤田，而且煤质极好，品位极高，可以炼制焦煤。煤

田分布在江河沿岸，水运条件好，还有长寿和小三峡的水力发电资源，以及巴县

石油沟和綦江流域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第三，重庆周围拥有丰富的工业原

材料，能保证工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刘凤梧在 1934 年出版的《四川矿产勘查纪实》

就盛赞道：“吾川矿业之丰，在全中国实鲜伦比，如川省西部五金俱全，……巴

蜀盆地则无地无矿，无地无煤。”1 綦江铁矿是大后方的重要铁矿之一，这里以赤

铁矿、褐铁矿为主，两种铁矿含硫量低，品位很高，是发展钢铁工业进而发展国

防工业的最有利条件。此外，重庆附近地区还有丰富的井盐、石棉、锰、磷、有

色金属和非金属等矿产资源。

三是重庆拥有相对便利和发达的交通。通过战时经济统制体制可以利用四川

全省和滇北、黔东北，以及陕南、陇南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资源。抗战

时期，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是中国中西部高原、

丘陵地区，交通通讯较为落后，重庆交通优势便凸现出来。当时，重庆的公路运

输有很大发展。在抗战前开始兴建并完成通车的即有川黔、川陕、川湘等公路，

以及在抗战前开工兴建、抗战开始后完全通车的川滇公路，乃至抗战时期兴建的

汉渝公路等。而且重庆的航空业也已起步。1930 年，中国航空公司将上海至汉口

的航线延展到重庆，以后又由重庆延伸到成都、贵阳、昆明。相对而言，方便的

航道水运条件是重庆在大后方中最独特的优势。重庆地控中国最大河流——长江

的上游，母城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长江支流众多，构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

1　重庆档案馆 .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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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最大的内河运输网，也成为四川盆地与陕南、甘南、黔北、滇北和长江

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枢纽。1927 年，民生公司的航线由渝合线驶入渝碚线，同年又

增渝叙嘉线。第二年，增开渝合潼线、渝涪万线，不久驶入宜渝汉申线，1 由此带

来川江航运业的全面繁荣。在当时比较落后的陆路和航空运输以及战争如此激烈

的条件下，民生轮船公司为主的川江航运的发展是成功实现沿海厂矿企业内迁的

独特优势。1938 年底，武汉失守后，日军逼进宜昌，内迁任务更加紧迫。有 3 万

人员、9 万吨物资器材集中在宜昌待运，按当时常规运输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这

些物资器材是内迁工厂的精华，如果抢运不及时落入敌手，将给当时本已十分脆

弱的中国工业以致命的打击。为此，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

孚凭借多年的航行经验，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抢运计

划，指挥 24 艘轮船（其中仅有两条不是民生公司的），另以 2000 艘木船相配合，

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终于在 40 天内完成了这一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

尔克”壮举，2 为争取内迁工厂迁渝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重庆具有西部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经济实力，城市基础设施较为优越。

第一，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中心。在长江沿岸的商埠中，重庆仅次于上海、

汉口，居第三位。3“重庆是工商世界”，4 其繁华程度“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场”。5

第二，战前重庆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在大后方城市中是最发达的。当时居第二

位的西安的工业资产只有 16 万元，仅为重庆的五十分之一。6 第三，到抗战爆发时，

重庆都市气派十足。重庆城区交通、港口码头、供水供电、邮政电讯、文教卫生

等近代城市设施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

剧场、咖啡室，西餐厅，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

1　四川月报，1932，1（5）：75.

2　卢国纪 .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G］//重庆抗战纪事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10.

4　黄炎培.蜀道［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5：38.

5　黄九如.中国十大名城游记［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41：106.

6　韩渝辉 .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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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应有尽有”。1 重庆也素称文教昌明，为川东文化中心，故典籍中往往将重庆

与成都相提并论，巴蜀文化遂成为我国古代西南文化的代名词。

三、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机构设置与南京时大体相同，仍为“五权分立”设置， 

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大机构都在重庆办公。国民党中央机关、国民

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都迁到重庆办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人物都来

到了重庆。因此，重庆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活动中心。当时，苏、美、英、

法、波、荷、比、韩等 30 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使馆或办事处，有 40 多个国家

同重庆国民政府保持着各种外交关系。1942 年 1 月 3 日，同盟国公布成立中国战

区，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重庆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战时首都，与纽约、

伦敦、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齐名。在联合国大厅的世界地图上，仅仅标出了中

国四个城市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重庆，原因正在于此。

重庆还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中心。中共派驻国民政府陪都的首

席代表周恩来和其他代表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

人先后抵达重庆，其中，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 6

人与在延安的毛泽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

集团军参谋长，为我军驻重庆代表。中共在重庆建立了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

同时兼作陆军新编第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在此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

责领导中共在南部中国广大地区以及港澳等海外地区的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活

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乡村建设派、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中央机构也纷纷迁到重庆。

各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在重庆时常聚集

在一起座谈国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抗日救亡运动，催生了民盟、民联、

民建、九三学社四个民主党派。如民盟就是由迁移到重庆的三党三派在民主宪政

运动中逐渐联合而成的，民联是由谭平山、王昆仑等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

1　吴济生.新都见闻录［M］.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40：15.



7  ·

第一章

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重庆的原因探析

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团结抗日，通过举办民主同

志座谈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

第二节　随沿海工商业内迁重庆

大量沿海工商企业内迁重庆，随之而来的既有大量工商企业家、金融界代表

人物，又有大量职业教育家以及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的上层知识分子

和经济工作者。

一、内迁重庆概况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为使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经

济基础，避免沿海骨干企业被日军摧毁，甚至被占领和利用，国民政府决定将沿

海骨干工商企业内迁到中国中西部地区，陪都重庆成为内迁的首选地区。

工业方面：1937 年 12 月，首批内迁工厂到达重庆，到 1940 年，迁入重庆的

工厂达 351 家。1 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工厂。据经济部 1940 年统计，民营工厂内

迁的厂数 448 家，迁到重庆并复工的有 243 家，占内迁厂数的 54％。2 迁往重庆的

不仅厂数多，门类较齐，而且不少是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

大厂，差不多都各有自己的专长和拳头产品，填补了重庆工业的大部分空白。如

大鑫、上海、新民、恒顺、顺昌、大川六家钢铁厂被称为战时钢铁机器业的“六

大金刚”，龙章造纸厂被称为“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也是开全国机械制纸

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被认为“其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益丰

搪瓷厂为“全国搪瓷业最大”、美亚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还有大中华

橡胶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新亚药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

1　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编 .重庆经济综合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45.

2　隗瀛涛主编 .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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