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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矗氕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精神之际，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

织编写的《统一战线人物志》丛书(第一、二卷)与读

者见面了。这部丛书收录的传主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统

一战线领域有较大社会影响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突出

贡献的代表性人物。传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翔实的

介绍，对他们在爱国、建国方面立德、立功、立言的精

彩之处作了生动的描绘，对他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亲密合作的光荣传统作了全面的总结。这部丛书对于人

们深入了解统一战线的历史和人物，正确认识统一战线

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规律，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点和优点，一定会大有裨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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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这80多年的历史，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推翻三

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历史，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社会主义

道路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

女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艰苦奋

斗的历史。在这段惊天动地、光照千秋的历史进程中，

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胜利的_个重要法宝。因此，从统一战线历史和人物的

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光辉历程，

看统一战线历史上代表人物的风范和人格魅力，看中华

民族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的报国情怀和卓著业绩，看中国

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和必然发展趋势，可以获得诸多

教益和启迪。

统一战线历史人物是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的重要力量。唯物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

下，十分重视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作用，特别是领袖

人物的作用。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

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

总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代表他们利益，反映他们要求，能

够带领他们前进的社会群体和领袖人物。80多年以来，

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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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民主

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

了新中国。建国后，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

了人民政权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顺利实现社会

主义改造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j取得了．巨大的成绩，4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o。
，

·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历史人物做

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我国各民主党派‘在长期斗争实践

中，‘努力探索富国兴邦之道，历经曲折艰辛，经过反复

比较和鉴别，最终由同情、。支持进而到自觉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广阔道

路。这是他们‘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

正确历史选择，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最为珍视的宝贵的

政治经验和光荣传统o ·

统_战线历史人物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历史人物，

同时又是在统一战线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的有影响的

人物，对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一特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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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肃的立场、视角和．方法。实践证明，历史人物的研

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历史人物研究才能具有正确均立场、-功，台邑取向和理

论依据，才能不断拓展历史人物研究的视野和内容，构

建起历史人物科学评价，体系。统一战线历史人物研究要

坚持把“资政育人”作为中心任务。通过对历史人物个

人活动的研究探讨，揭示支配人物活动背后的物质和精

神力量，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形成、发展、

巩固、j壮大的客观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通过对统一战线某一领域历史人物的研究和

对历史人物某一方面活动的+研究，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

统一战线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

律，为在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对统一战线历史人物的研究，从

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用他们优秀的思想和品格教育

启示后人，激励后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总结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经

验和教训。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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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相交、团结合作的佳言懿行，是统一战线历史人物

传记的魅力所在。同时，党外人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性贡献，以

及他们的著作、思想、才华、智慧、道德、风貌，都值

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也是统一战线历史人物研究得以

持续深入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自古都是盛世修史。今

天，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完成好这个任务。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一关键阶段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七大报告深刻总结了十六大以来5

年的辉煌成就和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鲜明

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

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

全面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十七大报告精辟地

阐述了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方针政策，为新世纪新阶段统

一战线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一战
S



统一战线人物志

线的首要政治任务。要紧密联系统一战线的实际，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增

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中深深扎根，巩

固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要充分认识科学

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执政理念的

新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高度，全面

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增强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解放思想，推

进改革开放，围绕十七大确立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

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做好本职工作，切实把

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履行职能、发挥优势的各个环节，在

推动科学发展、构建社会和谐、建设繁荣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积极作用；要贯彻落实十

七大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坚

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

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方针政策，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大力

推进港澳台侨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

正确协调和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

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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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最大限度地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团结凝聚起来，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世界和平作出新

贡献。

《统一战线人物志》丛书的出版将为此作出有益的

贡献。

2007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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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澜
(1872～1955)

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王席 中国民主同盟第一

主席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舍副委员长 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女

国政协副主席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一个佃农家庭。

父亲张文倬，曾举秀才，娶妻王氏，共育有四男七女，张澜在兄弟中排

行第三。张文倬对待乡邻仁慈宽厚，自己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却经常仗义

疏财，设法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家。其教育子女非常严格，要求他们以诚

待人、勤奋向上，并告诫子女切记“人虽贫贱，善当为，恶不可为也”的

做人原则。除长子务农外，其他三个儿子都考中了秀才，在当时有“农家

五父子，一门四秀才”的美誉。父母优良品德的熏陶和严格教导，对张澜

的影响极大。

张澜幼时便帮助家人干活，闲时随父亲读书。他上进心很强，学习经常

到忘我的境地。有一年中秋节，他因为读书而忘记了吃饭，母亲将糍粑和红

糖水端进他的书屋，他一边看书一边拿着糍粑醮糖，竟然将糍粑醮上砚台里

的墨水送进嘴里，吃得满嘴都是墨。由于他刻苦用功，进步很快，父亲也对

他寄予厚望。1894年，张澜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 ．

张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1895年清政府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刚刚走上科举之

路的张澜，积极接受新思想，阅读进步刊物，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逐

渐成长为一个锐意革新、拯救中国的爱国志士，为以后成为伟大的民主主义

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1899年，张澜被维新派人物蒲殿俊等聘请到广安县紫荇书院担任教习。

书院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兴趣进行分科教学，并增设了时务、舆地、博物

等现代学科，以新知识、新文化教育和培养学生。张澜同一大批具有革新思

想的教师一起论学、议政，针砭时弊，倡扬维新。这不仅是张澜一生服务教

育的起点，也是他革命维新、民主爱国奋斗的起点。

1900年，张澜因父亲病逝回到家乡南充召善沟，在西阳观私塾继承父

业，教书育人，不久声名远播，受到南充教谕骆文廷的赏识，举荐他于

1902年到成都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学习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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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由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所创办，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准则，是第一批在办学方针上提出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之一，是当

时四川宣扬维新变法最为活跃的地方。张澜进入尊经书院后专攻经史，但他，

不同于典籍，积极吸收新文化思想，结合现实阐发“微言大义”，观点新

颖，成为学院的知名学生，后被推荐为四川的官派留学生。

1903年，张澜东渡日本，人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格致(生物)。对

比13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发达，更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和中国民众的苦不堪言，张澜的爱国之情更加强烈，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

信念。张澜如饥似渴地研究“西学”，除专业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有关西

方政治、历史、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书籍，并对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生

物、卫生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新知识、新理论不但极大丰富了张澜的

知识结构，而且使他的教育思想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为他回国后兴办新学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远离中国并没有使留学生们忘记多灾多难的国家，当时的留日学生圈，

既是君主立宪的鼓吹场，更是宣传暴力革命的大本营，张澜也身处其中。

1904年清政府驻日公使动员留学生参加庆祝慈禧太后七十寿诞大会，张澜

公开倡议慈禧还政于帝，被驻日公使以“叛逆”罪名扣押，拟押送回国，

弘文书院害怕此事再次引起学潮，出面交涉，张澜才得以获释。

1905年，张澜结束学业回国，担任南充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兼教

务长。他满怀抱负，与紫荇书院的旧同事罗纶一起，参考日本的教育制度，

革新学制，整顿学风，订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措

施，大力提倡遵纪守则、勤奋学习的良好学风。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保留

了经、史、子、集等传统课程，增设了格致、算学、理化、外语、图画、体

育等新课，聘请思想开明、德才兼备的老师任教，甚至聘请日本人中村扶斋

来教日语。张澜还格外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给学生讲解国内

外形势，激励学生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应该“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

家性命，去救国家”。学堂名噪川北，吸引了包括朱德在内的很多有志者前

来就读。

1906年，张澜因与学监骆文廷意见不合，遂离南充前往成都，任成都

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年因抗议警察殴打学生而被免职。再回南充后，

张澜先后创立了民立初、高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南充端明女塾，实

行新式教育。为推进家乡的教育事业，他竭尽全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主

张妇女读书，提倡妇女天足，开创四川教育革新和妇女解放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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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塑鱼
张澜主持学政之初，就大力革除旧弊，简化接待县府官吏的礼仪，知县

到校也只是备茶款待。他参加南充工会、农会、商会等团体开展的反苛政、

反贪污斗争，知县邓隆准备以“革命党”．、“抗粮抗捐”等罪名加害他，+反

被他揭发了县府历年来贪赃枉法、家人仗势招摇纳贿等罪状，上呈顺庆府衙

和四川总督，使邓隆被调走。群众敬重他，当时民谣称“满天云雾盖果州，

七品知县面带愁i督邮怕见张三(指张澜)面，‘官府其奈表方何’i。
’

1909年10月，四川省谘议局成立，南充县人民公推张滑为谘议局议
员，．他坚辞未就，专心致志于教育事业。 ．。 一

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铁路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

用以举借外债，激起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

在成都成立，蒲殿俊、罗纶被选举为正副会长，全川各县府陆续成立了保路

同志会分会，还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张澜从南充赶赴成都，一路上

遍访民情，大力宣传保路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

8月2日，武弁出身的酷吏赵尔丰抵达成都：取代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

度的原护理川督王人文。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欢迎各地股东代表大

会，张澜以南充股东代表的身份出席，-并登台演说：“吾辈为爱国而来，今

吾爱国，必破约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

吾人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

28号记载：“张君本来口吃，然字字血忱，语语精神。．当时会中有狂呼者，

有掩泣者。”“当张君言时激昂慷慨，万众且泣且呼。”， 一+

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张澜被选为特别股

东会的副会长。赵尔丰作为官方代表应邀出席会议，．’为清政府铁路“国有”

和借债修路的卖国政策进行了辩护，并指责保路斗争是“不智之举”，威胁

大家“维持秩序，恪守规范”，不得非议朝廷。张澜快步走上讲台，针对赵

尔丰的话一条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越讲越激动，讲到最后，张澜几乎是

呼喊起来：“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心死，并不是全无心

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0

号记载：整个会场上，人们“悲极!愤极!恨极!怒极!有非笔墨所能形

容者”。这篇言辞激烈的演说被广为散发，有力地鼓舞了全川人民的保路

斗志。 ，一

股东大会一再请赵尔丰代奏朝廷，但不久即传来盛宣怀、端方收买川汉

铁路公司驻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强行夺路夺款的消息。8月19日，+清政

府饬令赵尔丰“严重对付”、“以遏乱萌而靖地方”，导致了25 El成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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