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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J 

解放战争芥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 1945 年 8 丹至

1949 年 9 月中罢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霉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商进行的

战争。 E 本欺降后，长期以来的中 E 民族矛盾已经基本得到

解决，不再是支配中理局势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同美帝国

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握的矛盾上升为中 E 社会的主要矛

盾。这个矛盾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

运。解放战争分成商今时期 1945 年 8 月蛋 1946 年 6 丹，

主要是嚣共双方匮绕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所展开的政治斗

争 1946 年 6 月到 1949 年 9 月，主要是盟共衷方噩绕中国

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所展开的军事斗争。

1945 年 8 月，拉自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追坊希望休

养生息，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根据全E 人

民和平建国的迫切速望，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同罢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实现国内和

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 1945 年

10 JJ 10 EI 国共及方签订了《及十协定比针对已经出现的

武装冲突， 1946 年 1 月 10 EI 签订了《停战排定》。并促或

全E各党激参方口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达成了政协 5 项决

议案。这些努力的积极成果，一是迫使国英政府承认了和平

. .... . 



建国的基本方针，从南有利于人民;二是揭穿了"共产党不

要拿平"的谣言:三是采取平等棒窝的方式解决国内政治问

题，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人

民军队的合法地位这两个坷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以蒋介石

为首的罢民党统治集型，在与中 E共产党进行和平丧判的同

时，积极进行内战准备，以"受蜂"为名，派大军抢占战

略要点，侵占八路军、新 E军从日军手中夺西南建立的解放

区，打击进步民主势力，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美国 -00激

特使濡解国共冲突，一百自国民党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楚、通

过国民党把中国变成其拉占的殖民地。 1946 年 6 月 26 目，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昌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

决议，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罢，全国内战爆发。在开

始~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乱处于自卫地位，所

以称为自卫战争，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军对解放区

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开始了伟

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

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战争开始时，罩民党军有 430 万人，

人虱解放军连地方都 5人在内只有 120 万人。嚣民党军凭借其

兵力上和装备上的绝对佳势，自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东、

东北、中原等各解放军发动全否进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

手发动群众，调动一访积极菌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以及集中佳势

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

事方针。遥过 8 个月的机动防御作战，望民党军遭受混重打

击。 1947 年 3 月，国吴党军将其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

肆集中重兵进攻陕甘宁和tL东两个解放军，并占领延安，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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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一时，但并未达到自的，自身又遭惨重摸失， 00 F毛党的重
点进攻也被打破。同时，在中吕共产党的领导下， 00 民党统

治运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逐步高

法，形成了反对蒋分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

于全崖人民的包罩之中。

从解放战争第二年起，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龄段，

以主力主了冀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

好敌，迅速改变了力量对比。刘他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于 1947 年 6 丹 30 EJ 南南强渡黄河， 8 月挺进大

射出。随后，陈庚、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另一部子 8 月

挺进豫西。陈毅、粟搭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于 9 月挺进豫境苏

边区。三路大军在江灌?可汉之间地 E 实施战略展开，形成

"品"字阵势，互为策崖，将战争引向罢民党统治区，开辟

了广大的中原解鼓区，威胁国民党军后方如腹心地带，与各

解鼓区内线反攻梧结合，使国民党军由进攻转入防窍，逐步

陷入被动。

解放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窍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

战。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尔后从 1948 年 9

丹到 1949 年 1 丹，人民解放军连续组织了辽洗、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开灭了望民党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战

场上的主力，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人吴解放军总数达到 400 万人，国民党军总数黯下降到约

200 万人。与此晤时，在解放区彻藏实行了土地改革，开

展了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

商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国民党军，居于压制佳势。国

民党统治已成风煌残局。

解鼓战争第四年，中共中央于 1949 年 3 月在西枯坡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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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为取得全E胜科以及在全昌胜利以

后的基本政策，挑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w.八项条件作为与南

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为了旱目结束战争， 4 

月 1 S ，以周患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图再以张治

中为首席代表的重民党政府代表盟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 4

}j 15 自，中共代表盟将《雷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

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但是在南京的吕民党政府控绝接受这个

协定，谈判宣告破裂。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冒内和平协

定， 1949 年 4 月 21 S ，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

命令。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

(露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摧毁了

E 民党军的 u长江防线"。 4 月 23 S 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

了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浩的覆灭。随后，人民解放军

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有胜利大进军，分

病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

土。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冒进军途中，中

华人民共和吕在北京宣告成立。至Ù 1950 年 6 月，残存在华

东、中南、西南、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全部歼灭，仅有

少量选往台湾。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至 i毡，人民解放军

完成了解放全国大陆和近海岛坞的任务，解放战争获得伟大

胜科。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继续和完成，

也是中 E 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完

成。解放战争的进利，在中国大陆结束了被少数剥前者统治

广大劳动人员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蕴民主义奴役中国

各族人民的m史。占人类西分之一的中吕人民获得解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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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

发展具有伟大商深远的影嚼。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富农工民主党的商志为争取和平民

主、实现和平建国，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技裁统治、建立新

中国做出了贡敲。

在抗 E 战争姓利后中 E百摇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

战的历史转折关头，农工党等民主党激紧急呼吁，反对内

战，反对匮畏党一党挂裁，要求实英国内和平，实现国内团

结民主，以党涯政治会议和联合政府解决国内民主前题，建

立拉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嚣。因此，为建设一个和

平民主的新中国奇斗争，成为农工党(郎中华民族解放有动

委员会)的新的奋斗目标 G 从 1945 年秩开始，农工党一方

面在民盟中继续发挥作用，一方 E进行了组统复员工作。

1946 年春，农工党中央机关由重庆陆续迁吕上海，各地方

组织经过整旗恢复，逐步地建立了薪的领导机持。

在反对内战、反对雷民党一党独裁、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

等问题上，农工党与中望共产党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农工党对

时局的主张主要集中在药个方面:一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支

持下的国员党反动激发动内战;二是渴望盟共高党及全昌各党

各激和平建国。为实现和平建国的目标，农工党拥护 E共和平

谈判，支持中共的和谈立场和主张，致力民主和平，坚决反对

内战，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通过政协决议积极发挥作用。

由于国民党颈噩澈坚持臣民党的一党桂裁、坚持内战， 00 共及

方签订的{及十梅定》和《停战棒定>，各党援团体参加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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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协商会议达成的政协决议，没有给国人带来真正的和平建嚣，

人民要求的和平建嚣的莲望没能实现。国民党撕毁停战褂定和

政协决议，引发全否内战，国共>>l方围绕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问

题所展开的斗争，由政治斗争转为军事斗争。国民党顽噩派坚

持挺杀民主、追害民主人士、取缔民主党澈的反动立场，使农

工党等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实践中进一步认清了 E 民党

顽噩派的推裁内战的反动菌冒，更如坚定地靠拢在中国共产党

一边，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强裁统治的斗争中。农工

党 i哥国民党颈臣澈的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 1945 年 8 另至 1947

年 11)号，是为争取和平民主商斗争的捞段，呼吁民主和平、反

对内战、维护政憾决议等，争取实现和平建国的目标; 1947 年

11 月至 1949 年 9 月，是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

斗争的研段。

1946 年 6 月下督，富民党撕毁停哉?事定、引爆全面内

战， 11 月又撕毁政协决议，包办召开"伪国琵大会" I!I共

和谈破裂，吴主建国无望，全E爱居民主运动畜法。中国共

产党作出决策: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农工党预

感到中雷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

展，担负起历史戴子的使命，子 1947 年 2 月召开第四次全

国干部会议。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重

要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会议。会

议总结并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在工党的历史，强调党的政治路

线自二干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南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

确的，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方针，党名由"中华吴族解放行动

委员会"改为"中罩在工民主党"，选举了新的领导扭转，

模据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提出了组织、宣传靠行动方针。

会议决定扩大农工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如强与中 E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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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同盟、雷民党民主报以及其他民主党澈的联合与合作，

参加中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支主统一战线。会议再次明确提

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林和加强与中共韵全面合

作，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担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指明了农

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斗争方窍。 E 次干部会议确定:党

没有单独组织武装斗争的必要，党的基本方针是进行和平的

民主的斗争。根据西次干部会议提出的加强与中共联合的方

针，积极配合中共开展工作，尤其是上海、浙江、广东、安

橄、南京、湖北等地党的地方组织，为当地的中共棱据地输

送青年知识分子，提供情援和物资弹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

员，在合中共进行策反，同中共合作组织武装斗争，都取得

了一定成绩。还根据新的行动方针，联合民主同盟等英主党

漾，技入反对美蒋反动派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嚣统区大力

开展民运工作，在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并有

自的地在嚣民党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党员，壮大组

织。费时，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各种反蒋及美的

爱国民主运动，在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加反对富民党被裁

统治的斗争，嚣商遭到臣民党的仇视和残酷迫害。蒋介石集

团在军事溃败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党援和无党援民主人士

的追害和镇压，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积极活动的成员被殴

打、监视，甚至遭到逮捕、杀害。 1947 年 10 月 27 日，国民

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西体，强令民盟解散，民盟恶都被迫

宣告解散，民盟中央领导人转赴香港。农工党的工作被迫完

全转入地下。到 1947 年 11 月底，章伯特等农工党一部分负

贵人秘密前往香港，农工党中央拉关也提之迁至香港，在香

港继续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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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 .00 民党军事失欺、

经济崩溃、"行宪望大"的政治欺骗破产，挡入全面意税。中

望共产党已处在和 E 民党决战的前夜，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

派、爱国吴主人士都把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 E 的希望寄

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8 年 4 月 30 f1 ，中共中央郑重发布

纪念"五一" 00 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盟体、各社会费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表达

了全E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离时也反映了表工党等民主党派

和爱罢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在国统区和香港

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各民主党激及民主人士，受到、

农工党等美主党涯和各 i资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喃应，并

积极开展新政协运动。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农工党等;毛主

党激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北上奔赴解放区参加筹备薪政治

梅商会议，共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的

大计。农工党等民主党谦、无党撮人士热烈响应"五一口

号"林志着农工党等昆主党氓、无党激人士自觉选择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

了我 E 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国民

党反动澈的覆灭已成定局。农工党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于 1948 年 9 丹 2 日至 11 日，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

会议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渍及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热忱地期待着薪政协的召开，积极迎接新中 E 的诞生。会议

逞过的《政治决议》着重阎明要与中 E 共产党并肩战斗和

长期合作的方针。强调:中 E共产党是历史先进捞级一一无

产阶级坚强领导的组织，中共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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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历来主张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旨的又是一致的。故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

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罩的

长期合作者。中央扩大会议的一个重大决定，是调整了西次

干部会议确定的"党没有单独组织武装斗争的必要，党的基

本方针是进存和平的民主的斗争"的斗争方式，放手发动人

员参加武装组织，开展反蒋军事斗争。这是根据中共的意见

roï 作出的决策。按照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为了配合解放战

争，加速胜利的进程，农工党在香港与中共的有关失责人建

立联系，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军事运动，在国统区发

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在东南和西南一些地区运用自

身的特点和社会关系，领导和动员广大党员组织开展军事武

装斗争，策反蒋军起义，搜集军事情摄，破坏蒋军作战，组

织护厂护校，迎接人民解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和参如

人民解放战争，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农工党等民主党、政、无党

派人士与中雷共产党一起筹备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一起组建了广泛代表各方利益的中央人民政府，一起缔

造了中嚣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梅费制度。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梯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

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报、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

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开 E 盛会。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嚣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

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嚣为新民主主义即

人民民主主义的雷家，实行工人赞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理结各民主除级和国市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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