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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这个城市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

因素决定了它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大舞台，承

载了国共两党的团结、斗争的历史过程，它见证了国民党、共产党对

中国革命和国家独立以及争取人民民主奋斗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使社会大众和中间力量从对国民党的期望到

失望直至绝望，对共产党的同情、支持到拥护。而重庆的红岩就是这

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赢得天下的一个关键节点。

抗战时期按照国共合作的约定，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立了八路

军办事处和由武汉迁来的新华日报社。为了加强国统区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中央在重庆秘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

在八路军办事处内，负责领导南中国十三个省区的地下党工作和文

化宣传、群众、军事工作。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期间采取的

是一边抗战、一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所以国共两党推行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就一直伴随着既要团结也要斗争，在斗争中求团

结。周恩来同志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国民

党战地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重庆主持工作，董

必武、凯丰、邓颖超、吴玉章、博古、叶剑英等在办事处和南方局机关

与一批共产党人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推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领导国统区的地下党发展壮大抗日力量。

红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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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名，它没有任何的历史和政治的含义。由

于地理条件和环境的因素，用红岩为地名的不只是重庆有，就是人名

也有用红岩的。

20世纪 20年代末，一个叫饶国模的妇女买下了叫红岩嘴的一片
荒坡红石谷地，在此开办农场，种植经营花果蔬菜，开始走她实业救

国的经营之路。作为中华民国开国有功之臣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

一的饶国梁是她的哥哥，坐落在大足县的“饶国梁纪念馆”对她的影

响最大，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

束缚，少了一些女子的温情脉脉，有了一种巾帼英雄的侠义肝胆，她

把为国为民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坐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一书

中对她的记载是：“农场主人刘太太饶国模是一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

进步女性。她的哥哥饶国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三个子

女都是共产党员。长子刘参化与周怡、次子刘圣化与中共川东特委

书记廖志高有直接联系。他们分别向她推荐，她慨然允诺，欢迎八路

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大有农场建房。大有农场是一片小山林，这里果

树成荫，四季常青。饶国模这时正在计划建造两层楼房，办事处出资

3000元增加一层，并言明三年以后开始付房租，但饶国模却把全部房
屋交办事处使用，并且始终没有收过房租。饶国模与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结下深厚的友谊，从工作上、生活上热情支持和帮助重庆‘八办’，

她也受到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重庆‘八办’撤销，南方局东迁以后，

她继续与中共组织保持联系，在极为艰险的 1948年毅然申请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

饶国模开办的花果农场成为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构后，这个没

有行政关系的村庄，国民党给了一个门牌“13”号。红岩村这个原本
的“大有农场”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联系在一起，使它

有了一种超越经济、地理价值的革命象征意义！红岩，超越地域概念

而有了一种人文的价值。红岩，积聚共产党人的奋斗奉献精神，表现

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和不朽的人格。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有一件饶国模 1950 年写给在重庆的西
南局的信，它是写在一张红布上的，内容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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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今届廿九周年，解放战争已获全面胜利，全国人民无不

鼓舞庆祝，而直接参加革命人士更属欣慰无极。因国模自愧对革命

事业贡献殊少，值兹西南解放后第一次公开庆祝伟大纪念之日无所

奉祝，特将重庆市红岩村内房屋两栋，果园一个，连同地皮一千方丈

敬献我人民政府。盖抗战时期此地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毛主席暨

党国诸先进均曾光临，地名红岩符合红军发祥之兆。谨献此地略表

敬崇，并作永久纪念云。敬祈

中共中央西南局允纳

1950年中共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日
饶国模敬礼

饶国模，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她将自己的地方“租给”中共八路军

办事处，盖八路军办公楼、开辟菜地，修建托儿所，新建礼堂和新华日

报的秘密纸库，包括修建墓地，不但要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帮助，就

是老人、幼儿她也是帮忙照顾。1985年，邓颖超回红岩曾经深情地
说：她把我们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饶国模，在当年虽然不是非常富

有的工商、农产业经营的实业家，但是她的资金利用率可能在当时是

最高的！她的资金使用的回报率也是空前的！

八路军驻重庆的办事处在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在红岩，公

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在这里交错：与国民党公开的交往、与南方十三个

省市地区地下党的秘密关系，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面对国内外社会，

与延安之间人员、情报、物质等的秘密的联系和往来，使红岩成为共

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大基地。饶国模的产业收入，甚至是个

人的积蓄，对八路军办事处她是毫不吝啬，有求必应。虽然与八路军

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有一份租借红岩办公、修建房屋的合同，但是八路

军从来就没有交过钱，而且还经常从饶国模处拿钱。她用自己的产

业收入支撑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在重庆的大多办公经费和生活

经费，她把钱的效益发挥到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她有感共和国在共

产党领导下的成就，欣然将自己的红岩村土地房产全部捐给政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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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她追求的“大有”。从 1939年到现在，红岩村作为一个有形的资
本，其价值、效益、回报、意义远远小于红岩品牌这个无形资本。饶国

模与在红岩奋斗的共产党员一样，用自己的思想、精神铸就了一种特

有的气质，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红岩风骨。

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秤上，理想为重。金钱不万能，离开钱也不

能，如何运用金钱？怎样把金钱用到最能够发挥效益的地方？这既

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饶国模她借钱租地给八路军办

事处，如果她收取回报，是没有任何可指责的，也是应该的。可是她

有感于中共的坚持抗战为国为民，她觉得能够用自己的财产支持抗

战，也是一个民族一员应尽之责。她是一个经济人、她是个实业家，

善于经营管理使她有了经济能力和财富。有钱就要投资，这是经济

发展的规律。但是饶国模像历史上的许多爱国工商人士那样，把自

己的金钱投资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上，她也需要回报，只是这种回

报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这种回报不仅只是自己的解放，而是大多

数。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R001）记载饶国模：“她的农场内果木
繁茂，四周极少住户。既便于党的工作，又利于防空，是我党建立领

导机关的一个难得的好地方。经过秘密联系与公开工作，饶国模对

我军要在大有农场内修建重庆办事处欣然应允。双方商定，由办事

处出资 3000元，饶国模负责建筑。房屋修成后，办事处使用三年，以
后如要使用就得给付房租。实际上，这栋房屋办事处使用达八年之

久，饶国模并未收取房租。”

红岩村，作为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和隐蔽其中的南方局的所在

地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大都来自

延安和八路军前线。公开的工作有：公文转报、签批、审核；与国民党

的相关的部门就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军需、情报等问题进行联络、

沟通、协调；抗战宣传方面事宜；与社会各方面的交往沟通。秘密的

工作有：领导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掩护负责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保护

转移被通缉的同志、抚养烈士后代、秘密战线工作。根据红岩历史博

物馆档案（R001）记载：“……来往南方局的地下党干部很多，有前来
报告请示工作的，有调回参加学习、整风的，有奉命回来等候分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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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有因在下面暴露身份撤退下来的，也有从延安派出来转入地

下秘密工作的，其中有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等各级负责干部，

有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财、文等机关内部工作的……情况多种

多样。”处于国民党严密监视的红岩村革命者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同

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是什么样的吸引力？是什么样的凝聚

力？是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表率作用所形成的红岩风骨。周恩来同

志，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副主任、国民党战地委员会

副主任的身份在重庆展开工作，他有一部国民政府专配的小轿车，周

恩来出入红岩村，都要主动问办事处有没有需要搭车的人，以至大家

把周恩来的专车称为红岩村的“小公共汽车”；董必武在办事处负责

经济管理的账目工作，一次出现六角钱的差错，经过反复查找没有结

果，董必武为此事几次作检讨，检查失误，承担责任；许涤新同志奉命

到香港筹措资金，在儿子生病治疗需要一些经费的时候，他坚决不愿

意动用组织的经费，以至耽误了孩子治疗的时间，使自己的孩子留下

残疾；王辉同志在红岩负责管理南方局的秘密经费，当她调回延安工

作时，重庆方面告知交接经费有一万元钱的差错，王辉全家省吃俭用，

甚至变卖家当，上交了一万元的差错，但是后来当捐款人补交了少放

进装钱口袋里的一万元，组织上将王辉上交的一万元退还给她的时

候，王辉拒绝接受，她说：“宁亏自己、不损组织……”吴玉章，被尊称

为中共五老之一。抗战结束后，他作为四川省委书记坚守重庆，领导

地下党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工人运动

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持农村工作。正当吴玉章全身心地投入革

命工作的时候，妻子游丙莲在乡下病重的消息传来，由于忙于公务，

实在无法分身，吴玉章立即派儿子吴震寰回荣县照应。1946年 10月
24日，荣县老家传来了妻子游丙莲病故的消息！站在曾家岩 50号的
办公室里，吴玉章望着川流不息的嘉陵江，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与

妻子结婚 50年，却因奔波革命工作，前后只与妻子相处不到 6年的
时间！自己几十年奔走革命，颠沛流离，很少能顾及家庭，妻子游丙

莲在家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自己的许多后顾之忧，想到妻子

病重竟然无法回家去陪伴她，如今她却病逝家乡，自己却仍然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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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送别敬爱的妻子！妻子丙莲虽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家妇女，但

由于常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也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对自己

长期不在家中，从无半点怨言，她总是那样的理解和支持自己。想到

此，吴玉章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他对着江水、强咬牙关、默默地呼

喊着妻子的名字：丙莲、丙莲！想到自己不能够亲自回家料理丧事，

吴玉章在办公室怀着对妻子的无限深情提笔写下了《哭吾妻游丙莲》

的祭文一篇：

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

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

社会生活的压迫，在 1930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
……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家庭免于贫困。满以为革

命功成，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四十年来，中国的革命

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

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成了时

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

我哭丙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赖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

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为倒袁世

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大革命失败而牺牲，

我四侄鸣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嫂，团结

侄辈，使家庭和顺。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你不愧贤妻

良母典型。

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

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

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

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

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

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成

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慰你在天之灵，丙莲，

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吴玉章的这篇祭文，情深意笃，深切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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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忠于爱情，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

红岩村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培养和保持共产党

人的革命精神，坚守革命的气节是肩负重任的红岩人第一要务。南

方局的领导周恩来、董必武通过不断地加强学习教育来保持南方局

工作人员的思想纯洁性。虽然是国共两党合作，但是国民党的特务

机关对共产党的办事公开机关及共产党员的监视是严密的，稍有不

注意就会出问题。因此，南方局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求是把公开

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提出“公开化、合法化、职业化”和“勤学、勤

交友、勤学习”的“三勤三化”的要求。1983年，曾经在红岩工作过的
一些老同志回忆了一些当年在红岩的生活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原始的真实画面，感受当年的红岩人（R001）：
郭正：我们在重庆领导上很重视我们的学习，总理亲自给我们讲

课，讲党的历史，时事两个星期一次……

牟爱牧：办事处开会，总理要求我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国民党

那样搞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慌张、惊慌失措，国民党特务来了我们先

顶着，我们都是不怕的，我们为什么工作？为革命。

黄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上下团结一致，不怕死不怕杀头，我

们是个什么思想，什么信仰？那时抓得很紧，那时抓政治思想和现在

比一比，那时不分高低不分贵贱。在国民党搞反苏反共高潮时，董老

对我们进行气节教育，要我们编好口供，我们经常背。……总理曾说：

“你们在残酷环境中，经住了考验，还要求你们将来在和平环境中亦

要经受住考验。”

吴宗汉：在重庆这个白色恐怖环境中，领导上很注意组织文化学

习，初中班、高中班，到高小都有。很注意组织气节教育、形势学习。

朱友学：抗战八年我们在重庆坚持斗争不简单，当时在特定条件、

特定时间下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董老、颖超、孔原给我们讲气节教

育。

易树云：……总理从苏联养伤回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叫他周

副主席，他说叫恩来同志很好……有一次挑菜回来，特务问我，小孩

去办事处做事你们不是平等吗？为什么你挑菜你们周副主席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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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我答复不上来。周副主席告诉我，我们是政治上平等，工作不同

只是分工不同。后特务又问我时我就答复上来了，还说我们可与周

副主席握手，你们能见着大官吗？

鲍丁以：我在八路军办事处感到是个大学校，学了不少东西，在

办事处有文化学习，梁隆泰是丙班班长，教文化的有金涛等。在办事

处一次，我听说×××受了欺负，我帮他打了人，结果关了我禁闭，我

在里面唱“囚徒之歌”，被董老听到了，问是谁在唱囚徒歌？董老听说

是我被关禁闭在唱后，董老说教育教育把他放了。

黄常：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很强，高棠同志一次被扒手偷了，总理

狠狠批评说，不是一点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邱南章：我们住、衣、食、行都管。我们的伙食标准是多少？工作

方法、采购方法，那时买东西不是在一个地方买，是为了注意安全，使

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我们是副官，工作不是一项，什么都管，

伙食、吃穿、洗澡。洗澡在武汉都没有解决，在重庆后来搞了个席棚

子。……伙食标准伙食费都是一样的。来客可加个菜，机要科电台

的有夜餐费。

牟爱牧：办事处的供应标准开始是每月三块半法币，后来以蔬菜

为数量，不以钱为转移，每天每人一斤菜，二两肉，一钱盐，七钱油。我

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每月杀一头猪，猪肝分到托儿所；杀的猪给曾

家岩、招待所、仓库各分一部分去。猪要够一百五十斤重一头的才杀。

我们杀猪开始是请外面的屠夫来杀，他们杀完猪后要拿几斤肉走，后

来就自己动手杀猪，一直杀得也很好。

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涨得是很快的，为了保证我们办事处的同

志生活水平不因物价飞涨下降，我们的伙食都保证在国民党涨价前

三个月的水平，像米、煤等我们一买就买三个月的，涨价了吃完三个

月，我们再买三个月的。

李纯泽：皖南事变后我押车去延安，回重庆后，因我会烧菜，同志

们就叫我上山管伙食。到厨房还有龚文奎，我们一块搞伙食。龚调

走换杨汉章，杨走了就剩我一个人管食堂。每天我们两个人到化龙

桥去买菜，每次有三个特务在路口观察，我们就怕特务放毒。厨房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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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经过审查，固定人去买菜、米、煤、杂货等；在化龙桥有四个点和

我们关系很好。后来我们自己养猪，到山上种菜。除了政治斗争外

经济斗争也很重要。化龙桥有个老头很好，卖豆腐给我们后被特务

弄走了，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经问才知道是审问为什么卖豆腐给共

产党？他答是做生意，后来还是供给我们豆腐。

后来特务不叫卖米给我们，后到高店子那里买米给送到小龙坎，

再弄上山。后经人从农村买米，从后山弄回来。

陈树云：给毛主席做饭的地方，是办事处原来放工具的地方。清

理出来后，在这里起炉灶，叫我端菜，饭从厨房大锅里盛一碗，鸡、鱼

都是清蒸，保证卫生和安全。总理亲自过问主席的生活，亲自买毛线

叫小李织毛衣。

邱南章：男同志穿的衣服是灰布衣服，女同志穿的旗袍是英丹士

林布的。首长穿得也很朴素，……我们买的碗都是土碗，便宜，茶壶

茶碗等都是一般的，都拿得出去，也结实。

牟爱牧：1938年下半年彭德怀总司令来重庆住机房街，问他要什
么？他指着屋内简单的桌椅说，就这些东西就够了，其他东西不要。

牟爱牧：我们和外面的商人关系搞得很好，买东西去一个口信他

们就送来。一说是八路军，知道不吃回扣。

郭正：我们在办事处还买点辣椒面、胡椒面、雪茄、火腿，还买过

鱼，想办法给延安政治局的领导改善改善生活。鱼是快上飞机了才

买，送到延安还是活的（装在水桶里）。

鲍丁以：1945年 5月，钱处长对我说，你不是要回延安吗？你押
车到延安去吧。这次去延安的车，车上有林彪的父亲和侄子侄女等，

林彪的父亲爱发脾气，爱骂人，一不高兴就爱骂；特务检查他也骂。我

对他说你骂敌人就对了。

牟爱牧：还有民主党派一些人，郭沫若、沈钧儒等常来，郭老讲中

国作风。有时还有其他一些知名进步人士来。

李纯泽：1940年以后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宋庆龄（孙夫人）到办
事处来，还是坐救护车来的，我去接她的。

邱南章：（1940年 9月）胡志明在桂林办事处，腿上绑着沙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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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锻炼。我们的工作是互相支持的。

牟爱牧：1946年 5月，我们办事处同志租了三艘木船去南京，其
中有电台等，蒋介石的参谋长肖毅渊要我去谈问题，听我是四川口音，

就和我拉关系叫我老乡，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不瞒你说，你们共产党

一个人顶十个人，到了三峡，船一靠岸你们上山打游击，又有电台。我

们就不得了啦。你们还是坐飞机走吧，我回来把情况汇报了吴老，吴

老笑了笑，说他们害怕我们，就坐飞机到南京吧。

黄常：刘医生工作是很负责的，也是大胆的。刘医生给孙光的爱

人接生，我不会，他让我做好准备工作，给帮忙，主要由他来接生。他

还给一个男同志割包皮，我那时还是个姑娘，没结婚，他只让我把一

些用具消好毒，手术由他一人来做。后来还给袁赵俊的爱人阿叶接

生，生了一个，刘医生说不对头吧，再等一等，后来又生了一个，一男

一女双胞胎。

李超南：那时对有病的，习惯了都要给灌肠。给董老、周副主席

做保健，他们那时年纪还不算大，生病少，也没什么保健，一次总理要

出去，鼻子流血，我给了药，还是副官在车上给的药。

……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红岩人，在思想上保持“同流不合污、出

污泥而不染”的精神风貌，在学习上要求工作人员发扬“不懂就学、太

忙就钻”的刻苦精神，在生活上坚持“平等相处、毫不特殊”的严格要

求，在党性上“坚守革命气节”，在工作中坚持“三勤三化”，即勤学、勤

交友、勤工作和职业化、公开化、合法化……红岩这个小小的村庄，记

录了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艰难岁月，红岩这个小小的村庄，

记录了共产党人追求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创建一个新社会而努力

奋斗的奉献精神。

驻在重庆红岩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

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

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

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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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

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的战斗堡垒”。（《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序）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是红岩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

量、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红岩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辉煌篇章。

抗战时期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党派和人士始终是主张坚持

抗战，反对投降的。但在抗战初期，他们企图依赖国民党政府抗战，

热衷于议会政治。他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表示了无保留的热烈

拥护和欢迎。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参政会已经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

他们普遍认为，参政会是“民主的曙光”，是“民主的发端”，他们希望

国共两党的争端“与其决于枪杆，不如决于票数；与其决于疆场，不如

决于议场”；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尽量采纳、切实执行参政会的决议，

“打破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彻的积弊”。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共再次调整自己的策略，提出“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合作，贯彻抗战

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口号，并将过去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召开

“国防会议”、组织“国防政府”的政策，改为“充实和加强中国统一的

国民政府”（《中共对时局宣言》），也就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基

础上吸收抗日的各党派参加政府工作，使之“充实和加强”。民主革

命时期，国共两党分别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并不

是当时中国的全部社会政治力量，国共两党从数量上不占优势，而处

于国共两党之间的还有很大一片被称为“中间势力”，他们大多数为

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整个抗战

期间，蒋介石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独裁，形成了独裁绝对排斥民主，

民主力量绝对要冲击独裁的政治现象，中间力量从对国民党的期望

到失望、再到绝望。“中间势力”的广泛性、复杂性是共产党活动的客

观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他们的态度、立场往往可以影响和左右方向

性的问题。因此，谁能够争取到中间势力谁就能够赢得天下，这是国

共两党斗争中一直贯穿的政治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之

所以取得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把中间势力争取了过来，从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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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贯穿于南方局

历史的一条主线。与国民党打交道，进行合作的谈判，维护和发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民主进步力量，组成人民民主革命力量，争取

中国革命的胜利一直是南方局的主要任务。南方局领导党的工作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不同的是，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没有硝

烟的战场，需要靠一种信仰的力量来支撑共产党人。他们面对的国

民党是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只是在解决民族矛盾下

的求同存异，这种局面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中间政治力量的特

点是：以爱国为核心、以民主为目标、以团结为基础、以和平为导向，

为救国救民而打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以不左、不右的政治立场，

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并以此强调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南方

局抓住这个特点，从团结抗战出发积极地推动中间力量的发展壮大，

以期与其建立坚实的统战联盟。

南方局与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社会中间力量密切团结合作，推

动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进步发展。1939年，南方局在国民参政会推
动“统一同志建国会”的成立，1941年春，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帮助推
动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于当

年 5月间，在重庆领事巷 10号康心之的公馆（即屈武的住所）秘密成
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简称“小

民革”，以便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民革相区别）。1941年，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公然取消章伯钧、张申府和共产党员参政员

资格，查封桂林、昆明、成都、贵阳等地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新知书

店。中坚力量感觉到生存的危机！在南方局的推动下，1941年 3月
“统一同志建国会”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建立，由此第

三力量核心形成。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同年，九三学社也宣告建立。重庆红
岩，见证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南方局的红岩人，在此

一过程中为中国民主政治文明发展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高超

的政治智慧。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建立，梁漱溟去香港秘密办报，行前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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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得到支持。周恩来要求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给

予有力的支持。梁漱溟与当时在香港负责《华商报》的中共党员范长

江商议，决定取名为《光明报》。开始时，梁漱溟想靠自己的力量办报。

但港英当局规定办报要先立案，交付押金，还要有保人；要请律师，也

要先交一笔钱，以后每月还要交钱；印刷厂也需先付钱。正当梁漱溟

一筹莫展之时，廖承志嘱咐范长江，要他以一位南洋侨商的名义，资

助 4000港元给梁漱溟，解决了他办报的燃眉之急。在廖承志的大力
支持和救国会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1941年 9月 18日，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创刊，与广大读者见面。除在香港公开发

行外，同时由陈友仁、阳翰笙将文件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驻港通讯

社介绍。民主政团同盟宣布的宣言和政纲，明确提出坚持抗日、加强

国内团结、结束党治、实践民主精神、厉行法治、保护合法自由等政治

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罗隆基回忆：民盟中央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在其成立后就

开始了。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

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日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秘

密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举几件很小的例子来说：早在民主政团同

盟的时代，民盟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派军人领袖刘文辉、龙云已有

了秘密的关系。他们两个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他们是当时西南实

力派主张抗日反蒋的人，都向往共产党在抗日反蒋中的领导，都愿以

自己的实力，对这个共同的目的有所贡献。由于刘、龙两人都是民盟

的盟员，四川方面通过张澜同刘文辉的联系，云南方面通过我同龙云

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四川、云南两省实力派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刘

文辉有时到重庆来。当他在重庆的时候，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民盟

方面的章伯钧和我，同刘文辉四人就进行过秘密会商。在云南方面，

经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共产党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驻在昆明。后来

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龙云还指定缪云台，民盟方面

由我代表，加上共产党在昆明的负责人，亦成立了一个 3人的秘密委
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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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阴谋。这些以往的具体事例，不仅说明当年民盟秘密盟员刘

文辉、龙云两个人同共产党早年的联系，实际说明了早在旧政协以前，

民盟在抗日反蒋这个共同的目标上已同共产党进行了真实的合作。

（《民盟在重庆活动》）

罗隆基的这个回忆，我们可以从国民党的史料中得到印证：徐远

举对重庆民主党派的记录：“民主党派在西南活动最显著的为民主同

盟，其次为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系在民盟掩护之下活动，是时民

革尚未成立，三民主义同志会、九三学社在四川均无组织，仅有杨杰、

许德衍个人的活动……”

侯外庐在回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活动时写道：“小民革来自各

党派的成员，大都是有成就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有阅历，有经验，在各

自党内颇具影响力。这样一类人，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很难有力量

让他们盲从某一个人，某一个党。这些同志中，在国民党内有立法委

员以上地位的，不乏其人，拿着国民党政府高薪厚禄的更是比比皆是。

但是，因为国民党腐败，国民党笼不住他们的心。他们都是真诚的爱

国者，经历了多则几十年，少则日寇入侵以来十余年的政治斗争的实

践，通过自己头脑的比较、分析、判断，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最

有水平，最有抗御外敌的实力和争取民主的诚意，最能代表民族的希

望。因此，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

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走到最前面，心悦诚服地

愿意听取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来自各民主党派

的同志，所以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相当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我党政

策和领导的英明。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执

行党中央统战政策的水平和艺术，我个人认为是卓绝的。他身体力

行，证明了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民盟在重庆

活动》）

刘仲容晚年谈起周恩来人格与形象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说：“很久

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这句话我

认为很反映周恩来对于统一战线所起的非凡作用。（《民盟在重庆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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