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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号 吕

}I!盟〈包括当时先运成立的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西票

省支部〈筹》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省级地方组织。主人建立起到现在，

已走过了半个世纪艰璀曲折的历程。本书根据历史文献、口碑资

料与部分当事人的自记写成。试围从各个制面反思是解放前罢盟四

Jr/ (含当时的重庆市和西票省〉的活动及其特点。由于编者求平

和掌握史抖的局限，仍王在免错误和遗漏，切望盟内外同志惠予批

评指正!

JfI盟在解放前的五六年间，活跃于四川的政治舞台，这期间

衔联了中匮现代史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大历史时期。在抗

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全国的大后方，居民党政府的暗都就设在自

川重庆，以周军、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以此为活动基地。

这座山坡，一时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解放战

争的最后年头，蒋分石的国民政府，又从南京迂~1 四川，围谋

"固守四川，确保西南"以苟延残喘，但国民党顽固派"决战成

都"的美梦终于破灭，蒋分石本人也不得不从成都的北较场仓皇

甫选台湾。在这两个重要对期的关键对刻. JII盟r;J其自身的特点

和优势，在蒋介石血腥挠治地区，进行了反帝爱国，争取民主和

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政强斗争。

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在国家和民

族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抗吕与投降、民主与强裁南种势力的

激烈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推

动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四川是民盟的发祥地.党盟亲密合作的fJj

史也是从这里开篇的。在这个发祥地建立的四川民盟，其霹放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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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及其业绩，是与依靠党的领导民党亲密合作分不开的。 1月

盟解就前的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公开进行合法斗

争和所谓"非法"的地下革命斗争阶载。 1947 年的"六.一"大

逮捕，就是这两个斗争影式不同畸段的分界线。国其公开进行的

合法斗争产生了李萄蒋介石居民党神经的震慑作用，作为当权的

居民党政府必教键之商后楼，合法也就变成了"非法"公开斗争

进行不下去了，也就理所当然选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国民党反动涯以打击民盟为廷栋的"六·一"大逮捕，以及

随之而来的总部被强行解散的强大压力，并没有使四川民盟因此

而被"消灭"梧反币是迅洼地将组织转入地下。遍及于 54 个市

县的地下盟的同志，以动播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己任，与中国共产

党的地下组织携手合作，配合地下党开展群众斗争(如反饥饿、反

迫害与"四·丸"学运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策

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地方军政人员起义，迎来了四川全

境的解鼓。

JII盟之跨出有如此顽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是基于它吉身的

一些特点和优势。这垫特点和优势，辙括起来就是:

一、信勤民盟总部的直接政治影响开展工作。从 1941 年至

1946 年，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一直设在重庆"特园"①，民盟总部在

这里发表了宣言、纲领，出版了刊物、杂志，所开展的反帝爱国、

争取民主的多种政治活动，在国内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碗，形成

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JII盟又是民主政团同盟改程为民主闰盟

后较阜成立的省级地方组织。民主政团同盟 1941 年 3 月涎生于重

①"特园"系民主人士鲜英 (}885~ 1968) 住宅。鲜英字待生，故名"特园'二建

于 1931 年.抗日战争对颊，他常年居家于此，张斓亦经常下榻此间，周恩来、董必武、

王若飞、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等是常客。时人誉之为"民主之家'气 1945 年，毛泽

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曾三访"特霞" 9 月 2 日访"特缸"时曾有"光明在皇"的题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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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4 年 9 月改组为民主同盟，同年 11

月 5 8 民盟四川省支部即在成都建立。改组后的民盟，突破了

"政园"的限制，扩大了盟的社会基础，盟员不再代表党报雨是以

个人的身份参加民盟。这就为大批无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

大专院校师生〉、爱国民主人士、以及赞成民盟坚持"抗日民主"

主张的 J!I康实力探代表人物散开了大门。从 1944 年至 1945 年，不

至IJ一年的时坷，即民盟中央于 1945 年 10 月在重庆召开的i临时全

国代表大会〈后确定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四J!I盟员的

总数即达 2000 余人，占当时全自盟员总数的三分之二①，其中重

庆 600 人，成都 1000 余人。这些数字就是川盟借助民盟恙部政治

影响开展工作的最好证畴。

民盟总部在川的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 JI/盟组织发展，而

且对}I[盟领导核心的形成，也发挥了直接的影晚和作用。由于民

盟总部和张揭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帮弱，以成都为中心的 J'I盟形成

了既有社会影响，又与各方面有联系，且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领导

核心和干部队伍，使Jl I盟得以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并发挥其

特有的战斗作用。

二、嵌靠党的领导、坚持党盟合作并肩战斗。民盟四川省支

部4一届委员会，曾一度雄青年完人把持重要领导职务，在反对
青年党斗争中形成的第二届委员会 11 个委员中，有党的关系的即

占三分之一。 J!I盟从领导核心jlJ基层组织，党盟交叉司志和进步

骨干占有较大比重。渠甚 90 多位盟员，其中地下党员有 37 人 z 岳

池，省支部发展的一支，盟员 31 人，其中地下党员 18 人，望能

负责人也是党的负责人，党盟合作水乳交融，并肩参加了岳武起

义，其中起义部IR政委杨翼勤〈党盟交叉〉战死， )(ß墓中等 6 人

(皆为党盟交叉〉被捕关在渣津祠"一一·二七"大屠杀， 5 人遇

句群言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简史>> 21 、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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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1 人身中人弹，死里逃生。解放前，大邑、或都、雅安、.三台、

南充、岳池、自贡、内江、简阳、西昌等地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领导的波漏壮捕的起接解放的群众斗争中， JfI盟都倒下了业绩。地

下时期JiI盟在白色恐怖中梧牲的 59 位烈士中，有党和民盟双重关

系的 29 名。 JfI盟这种组织结构和斗争实践，充分体现了党盟之间

亲密合作、 e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精神。这也是川盟能够经受考

验，度过难关，并继续前进的重要保证。这一水乳交融般的党盟

合作的事实，也是又才"员盟是资产阶级政党"、"民盟走第三条道

路"的错误观点的澄清。

三、争取与蒋介石集团有矛盾的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在

持定环境中建立的 JtI盟组级和成员中的一部分人，与四川地方实

J力振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或在解放战争时期，

他们都利用地方实力波与蒋介石集罩之间的矛盾，争瑕其共同反

-蒋甚至举行武装起义，发挥了 JII盟组织的特殊作用。

解放前四川民盟与当时雷民党反动政府所进行的这一场斗

争，是惊，心动睫的，广大盟员经受了严暖的考验，不少同志倒在

血泊中，惨死在敌人的拴弹下有的甚至被活理。那些为革命而

壮到牺柱的同志，有的是笔耕数十年的名流学者，有的是威名显

赫的民族英雄z 有年近花甲的老人，也有尚未涉世的大专皖校学

生s 有低层劳动者，也有上层人士。他的虽然年龄不同，职业也

存差异，但他的追求真理、爱国革命的精神则是一致的，烈士们

所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将永垂不朽\本书编辑出版，既是对死者

的慰藉，也是对生者的激励。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

承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使之在薪的JJj史时期更加发搔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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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民主同盟在四川的诞生

中国民主同盟诞生在四川。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直接领导和

帮助下建立的四川民盟，在艰难的岁月中，为中国人民革命作出

了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四川是民盟的发祥地。从 1941 年到 1946 年，整整五个年头，

民盟总部设在重庆，四川成了民盟活动的基地。在四川，民盟经

历了艰难的起步和光辉的岁月。可以说，四川孕育了民盟，民盟

也在四川得到发展。尽管四川盟的省支部是在 1944 年 11 月 5 日

建立的，但是，在此以前，四川早已有了民盟的活动。在 1945 年

10 月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四川盟员占全国盟员总数的

三分之二$到四川解放时为止，四川盟员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占

全国为革命而牺牲的盟员总数的一半多。这是四川民盟的光荣。

片L
L ‘ 

第一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一一统一建国同志

在中国，本世纪的 30 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推动了国共两

党的第二次合作。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于 1936 年的"西安事

变"和 1937 年的"七七事变"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

党派的合法地位，也摆出了"团结抗日"的姿态，为吸收全国各



2 因 JJI 民盟史稿第一直在

界知名人士共高抗日救亡大计，成立了一个最高咨询机构"国民

参政会飞曾给了全盟人民一个抗战建国的希望。 f旦因为国民党蒋

分石政府反动的 u一党专政"思想并没有变。特另号是 1938 年 10 芫

武汉失守以后，居民党便转向消摄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 1939

年 1 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院共、限共、反共、溶

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Ire-共委员会，接着旗布了《限制异党活

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法令，于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发动了第一次最共高潮。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就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反动活动，使拥蒋抗写的各党派逐渐产生了联合起来对国民

党顽固深进行斗争的是切愿望。拭目各党派的这种愿望，得到了

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租鼓励。理此，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党派领导

人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组织，以形成一种联合

的政治力量。

1939 年 11 月 2313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快会

的梁漱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侣钧、救国会的沈钧儒、

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和社会贤达张澜等共 19 人，在重庆青年会餐

厅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菌事之

上崖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觅之一致，促成行

动之西结。"会议遥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

志会简章》。

《信约》主张"宪法旗布后，立即实路宪政，成立宪政政府。

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郎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

宣告无效" "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撮，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气

"要求吏治之清明，市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假条件'气"尊

重思想学术之自亩.， "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有党务，并严格反

对一切内战押等等。离时表示"拥护蒋先生为中华畏匿领袖，并

力促其领撞地位之法律化"主张"求得国家之统一"、"一切军队

属于国家，统一捂挥，统一编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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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选举黄炎培、章fé钧、左舜生、梁漱溟等人为常务干事，

公橙黄炎培为主席。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以后"中国民主

政困胃盟"的成立，散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民主5主团同盟"的成立

一居四次国民参政会后，各党派领导人一方面筹建"统一建

匮同志会押，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民主宪政运动便进国家的民主化进

程。但是，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强载的国民党顽固握住恨和

扼杀民主宪政运动，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嚣，肆意摧建民主，消

灭异己，无理取情许多主张抗日党派和社会费达的参政员资格。与

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推动租帮黠匮共两党之间的政

治力量的联合，向他们时时通报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清况。 1941 年

1 月 6 S ，国民党在强敌压境下居然制造了震惊中井的"萌南事

变"。处于国共两党之间、各中间党报领导人深感国畏党优视共产

党、排斥民主人士，面1隆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有为民主与反

内战而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

耻、章fé钧、张据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经过反夏讨论，决定

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雷同盟"。

1941 年 3 月 19 S ，中国员主政国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

寺"特园" (鲜英寓新〉召开。会议通过了绢领、宣言和章程@。产

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了黄炎培、张斓、左舜生、张君洁、梁

漱溟、章馅钧、罗锺基、李璜、江问渔、冷遣、丘哲、林可矶、杨

屡陶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胁、梁撤溟、章f吉

铠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黄炎培为主席(后在当年 9 月的第二次

会议上，批准了黄炎培辞去主窟职务，改由张濡任主席)，左舜生

为总书记，章怕钩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至此，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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