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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

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1948年下半年至

1949年上半年是这一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黄炎培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

一，作为民盟留在上海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两人为

张澜、罗隆基)，其政治态度颇受关注。大体说来，他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新民主

主义者。虽然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黄炎

培的思想变化做了一些研究①，但是还可以进一步分

析他在1948年至1949年关键时期的政治思想变化，

从中折射出著名民主人士的政治思想变化轨迹。

一、对国民党发起“和平”攻势和对蒋介石下野

的态度

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

国民政府一些官员希望通过在上海的黄炎培等人同

中共沟通和谈，立法委员刘不同即于 1948年 11月 2
日要求黄炎培向中共“传意愿和”。黄炎培一开始

“婉谢之”，但同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中国

民主建国会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11月3日至11

日，他先后同民主人士吴羹梅、胡厥文、庄茂如、周锦

水、罗隆基、张澜、叶笃义、盛丕华等人讨论和谈“声

明”[1](P147)。对此，已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

以民盟代表的身份于11月16日发表时局声明，强调

民主人士不应介入和谈。声明指出：要想实现和平，

就必须彻底铲除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

障碍；如果希望在内战根源与和平障碍未铲除之前

就同国民党反动阵营的任何派系妥协，则不仅不能

实现真正而永久的和平，还会延长国民党反动派系

的残暴统治。[2](P486)国民党内顽固派也批评黄炎培等

人的活动，CC系领袖陈果夫即指责“上海谣言更多，

不堪入耳”[3](P203)。

随即，黄炎培关注蒋介石是否下野。11月 28
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飞美国。11月 30日，黄炎培

认为她借口寻求美援飞美，实际上是逃离中国大陆：

“蒋夫人飞美之前一周，有八个箱子飞运美，则此行

之真目的别有在。至求援恐不过借题耳。”[1](P156)12月
1日，黄炎培同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后来为国民党政

府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专门讨论蒋介石下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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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张治中说：“当八月间，蒋在牯岭，正考虑议和问

题，电文白与邵力子上山，忽中止，则以蒋得经济新

方案，大兴奋，谓此真可以制胜，和议之取消以此。

翁、王误国殃民，罪应不赦。此次十一月四日，应召

自兰飞京，累日详陈不能再战之实况，蒋谓：‘不战将

怎样？’答和。蒋谓：‘和直是投降耳。’曰：‘公可暂

休。’蒋谓：‘要我下野耶！下野我绝对不出此。’曰：

‘那么打不下去怎[末]〈么〉办？’蒋谓：‘败就败耳，革

命军人曾怕败邪！’”此为第一。第二，苏联认为，“蒋

政权不去，必无办法，去，便有办法”。[1](P157)文白，即

张治中。张治中指出，他8月要求蒋介石考虑和谈，

蒋介石也在考虑，但以为翁文灏、王云五进行金圆券

改革可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崩溃而中止；11月，张治

中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

但12月7日，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对黄炎培称“蒋有意

下野”，希望张澜和黄炎培等人“函劝”。黄炎培“即

当受”，张澜则“立却之”。[1](P158)可见，黄炎培有意接

受张治中、张君劢的要求而劝说蒋介石下野和谈。

进而，黄炎培主张采取一定的程序，迫使蒋介石

下野以进行和平谈判。12月12日，黄炎培同张治中

晤谈国共和谈之步骤与方式，提出：一，“蒋宣言停战

下野”；二，“中共响应停战”；三，“重开政协，决定一

切”。他建议：此方案须“先征得中共同意”并“分洽

美苏大使馆”；“在程序中，孙科缓就行政院长，在宣

言中勿提到副总统”。[1](P60)12月13日，黄炎培提出将

此办法转告张群“共同进行”[1](P161)。12月 23日，黄炎

培同民建其他领导人王艮仲、盛丕华、胡厥文等商讨

“定请蒋下野文”[1](P164)。12月27日，黄炎培写道：白崇

禧 自 武 汉 致 函 他 劝 说 张 群 、张 治 中“ 劝 蒋 下

野”[1](P166)。但是，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和谈五条

件，黄炎培的努力落空。张澜指出：“显然蒋介石不

愿意和。特别是蒋介石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不仅中

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

于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这两个条件

是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而且在文告的末段，蒋强

调如有必要，他将继续作战。”[4](P353)

1949年 1月 6日，杜月笙、潘公展、何世桢、程沧

波、钱新之、徐采丞等人询问黄炎培“如何与中共通

消息，呼吁和平”。黄炎培回答“无法通消息”，应“先

探明政府与中共间究竟有无接触”。众人商定“推新

之入京，世桢与沧波访美领事，相约今天会谈，对外

不发表”。[1](P171)1月7日，桂系设法与民盟人士接触，

梁漱溟称“如政府有事与民盟接谈，可与在沪之张

澜、黄炎培商量”[5]。1月9日，潘公展、杜月笙联名宴

请民盟留沪人士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张澜、罗隆基

辞谢，但黄炎培“应邀与席”[6]。1月10日，邱毅吾、夏

梦辉以李宗仁、白崇禧“之招将入京”，询问黄炎培

“对大局意见”[1](P172)。这说明，在蒋介石文告发表后

几天，国民党政府和杜月笙还在设法寻求和谈，黄炎

培也未放弃斡旋的打算。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认

为“和平前途有望”，因为“民盟份子需要获得一官半

职，甚愿和平早日成功，作为进阶，此次必然竭力拉

拢”。[7]对此，民盟发言人发表声明予以批评，谴责蒋

介石发表文告的目的，是以和平攻势延缓人民解放

军的进攻，以便争取喘息时间编组军队。声明强调，

蒋介石集团是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宣布民盟

“非法”并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民盟领袖的

罪魁祸首，宣布“我们和他们中间绝无‘和平’谈判的

可能。他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及早放下武器，

迅速无条件投降”[8](P499)。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宣布：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愿意同国民党政

府及其任何地方政府、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

上进行和谈，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

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

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新的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及

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他指出八项条件反映

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

人民团体争取真正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反动的和

平。[9](P1389)中共中央指出，八项条件深刻揭露国民党

提出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反动的，指示向民主人士

“妥为解释”[10](P30)。黄炎培注意到八项条件，他的日

记记载，“晨起读报，发现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如下：

[剪报]《大公报》1949年 1月 15日”[1](P176)。不过，他未

作评论。

1月 17日，行政院长孙科指示水利部长钟天心

向黄炎培“征取和平意见”。黄炎培提出：“首应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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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提，仗是再不能打了，依此认定两原则：(一)和快

有利，拖不利。(二)蒋在位和难，即和亦不利。蒋去，

与和有利，且亦易。依此得最有利的办法：蒋去，同

时宣布停战，言和。”钟天心问：“上海何以民间无人

倡导和平。”黄炎培回答：“上海迄今尚是恐怖世界，

谁敢说话。”[1] (P174)孙科无力也无法采纳黄炎培的建

议，逼蒋下野的桂系则予以采纳。

蒋介石 1月 21日下野这天，黄炎培关注蒋介石

的“行前种种”：一，“行前二小时，招李宗仁面授二

电：一、即复叶引退电。二、为李代理电。要李签

字。略谦辞照签。蒋将二电交吴忠信。蒋既行，发

现引退电内仅有‘暂行引退’字样，李悔，拒绝代理。

吴大窘，邀张群来商：改为‘身先引退’。时蒋抵杭，

长途电话取得同意。乃定”。二，“行前原定以台湾

为根据地，广州为大陆跳板，而粤军人有异动，将逐

主席宋子文，亟罢宋，将粤政、军权交军人。欲改入

渝，川人当局复电，仅称容来京面谈，而不表欢迎。

台湾已为海空军及重要物资所集中。美国人表示：

台湾不得为军事根据地。因对日和约未定，仅据开

罗会议并非正式(此点力子于廿四日亲为余言，力子

廿三答记者，和谈涉及台湾不可能，即指此)。实则

美恐今日允归国民党，明日将为中共取得也。蒋因

此只得去奉化”。三，蒋介石对陈立夫言，打败他的，

不是共产党，“就是你们一班人”；大骂刘峙，刘峙回

答：“不是我不肯打，士兵不肯打，奈何。”[1](P176)显然，

黄炎培认为，蒋介石仅仅“身先引退”而非去位，想到

台湾却因美国反对而到奉化，推卸失败责任。

针对蒋介石的下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

55名民主人士于 1月 22日发表声明，指出必须将革

命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调和的可能，毛

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体现了真正的和平，民主人士

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迅速全部实现八项和平条

件。[11](P501-502)张澜发表书面谈话：“民盟同人一贯的主

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三年残酷的内战，经过无

数曲折，牺牲人民无数生命财产。同人为了这种奋

斗，亦牺牲不少生命，且最近依然有许多盟员丧失自

由。今幸蒋介石先生以引退要求和平，中共亦早经

发表和平条件，我们希望从速有进一步的发展，使和

平早日实现。我们深信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

望。”[12]相比之下，张澜的语气不如 55名民主人士坚

决，他虽然指出中共发表了谈判原则，但认为蒋介石

“以引退要求和平”。

桂系骨干李品仙称，李宗仁就职后与“共产党的

同路人连络斡旋和平”[13](P246)。这包括黄炎培在内。1
月22日，甘介侯作为李宗仁的私人顾问，到上海要求

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到南京去帮助政府恢复与共

产党的和谈”[14](P78)。李宗仁致函沈钧儒、章伯钧、张

东荪并转民盟“诸先生”，表示自己“决以最大之努力

谋和平之实现”，要求民盟“一致主张，力加赞

助”。[15]1月 23日，李宗仁打算到沪“亲请孙夫人、张

澜、黄炎培、李济深等来京”[16](P25)。他称，这些民主人

士同他“十分友善”，他可以推动他们“对中共增加压

力”同意和谈。[17](P655)

黄炎培等人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甘介侯称，

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一方面已了解李宗仁准备

以八项原则“为和谈基础”，一方面表示对李宗仁的

“和平努力，深寄同情”，“只要能促进中国的真民主

与真和平，我们绝不敢逃避责任”。 [18]按此，黄炎培

等人答应帮助桂系“求和”。罗隆基则指出：邵力子、

张治中来沪邀请民盟领袖“参加南京政府的和平努

力”，但“民盟不能在这个时候参加讨论，理由很

多”。合众社电称：“上海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虽然

表示赞成南京政府对和平的努力，但并未同意赴京

积极参加活动。”[19]中共对此也有关注，“邵张在沪活

动，似未达其分化之目的”，“与民盟人士所谈，也‘未

获进展’”。[16](P27)

针对李宗仁对张澜、黄炎培等人的工作，中共进

行了争取。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各野

战军：将1月22日55名民主人士的声明和1月25日
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的谈话，连同毛泽东1
月14日的声明，向国统区各大城市散发，揭露美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的和平欺骗，特别是注意争取中间人

士。[20](P82)1月28日，周恩来电示从事统战工作的吴克

坚：向仍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说明，要

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所表明的立场，以实现真正

的和平。[21](P830)周恩来还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及李

宗仁等人接受八项条件，并立即逮捕蒋介石、陈立夫

等一大批主要战犯，那便是好的：如果对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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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出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活动、恢复民盟活动

等，则很危险，因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对前项

要求不一定提出，对后项要求则会赞同，而国民党政

府又会在形式上接受后项要求，其结果不仅使民主

人士被动，而且有人会因此认为中共承认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已到解放区的周建人、翦伯赞、田汉等民

主人士也致电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要受

李宗仁的蛊惑。[22](P31-32)

1月下旬，李宗仁再次争取张澜、黄炎培等充当

和谈的调人，张澜、黄炎培拒绝。1月 27日，张澜指

出：民盟在之前的国共冲突中持中立态度，而现在局

势已发生转变，国共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民

盟要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充当和谈的调人。[23](P509)

表明张澜、黄炎培等人立场发生重大转变。1月 30
日，李宗仁飞沪“再次拉拢民主人士及孙夫人”，但是

“毫无结果”。 [16](P33)接着，甘介侯携李宗仁信函又到

上海争取。2月3日，张澜、罗隆基、黄炎培联名回函

李宗仁不能应邀。回函将黄炎培斡旋和平谈判的活

动画上了句号。继之在2月6日，黄炎培同美国驻上

海总领事卡波特(Cabot)“谈中共政策”[1](P180、P181)，这是

黄炎培对美国政府解释中共有关时局发展的政策。

可见，黄炎培在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

津战略决战后主张国共和谈，建议并赞同蒋介石下

野。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努力寻求黄炎培等人的

帮助并邀之作为和谈的调人。是否接受这一要求，

黄炎培不断与他人协商讨论 [1](P176P177)，1月 27日是他

和张澜、罗隆基态度转变的节点。《华商报》2月 1日

总结了李宗仁的要求和黄炎培等人的回应：李宗仁

要求和谈，并不断派人到上海要求民主人士斡旋，

民盟留沪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成为各方关

注的人物。张治中、邵力子、甘介侯到沪“争取”，但

遭到严正拒绝。张澜以民盟领导人身份发表谈话

指出国共冲突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民盟要

站在革命一边而不能充当调人。因此，李宗仁的希

望落空，所谓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对和谈乐观”

“全系捏造”。[24]

二、取道香港到北平：“秘密走出蒋管区，进入解

放区”

随着拒绝充当国共和谈的调人，黄炎培设法北

上参加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 1948年发出“五一号召”后，创始人

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的中国民主建国

会响应，孙起孟指出：“民建响应五一号召，明确地

接受了由无产阶级 (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是它对国内问题立场上的一大转变。”中共中央

决定，由潘汉年主要通过孙起孟同民建和黄炎培

“保持联系”。[25](P88)

如果参加新政协，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要讨论什

么问题？叶笃义指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

4人10月间协商以民盟留沪中央委员的名义向中共

提出建议书，提出四大主张：“内政上实行议会政

治”，外交上对美苏两国实行同样友好的方针，“民盟

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民盟内的“共产党员应

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 [26](P67)显然，这深

受美国影响，同新民主主义有很大距离。留沪民盟

中央委员讨论建议书时，史良、楚图南、郭则沉提出

反对意见。

10月 15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新政协由反

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封建、反官僚

资本的民主团体、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

成，也“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

加”[27](P185)。这里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准，“少

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指一些民盟留沪的

中央委员。已经北上的民主人士在中华职业教育社

等是否参加新政协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谭平山提

出，如能“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

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沈钧

儒等人认为，中共提议参加新政协的“如再有增加单

位”，可以随时协商，由新政协筹备委员会讨论作正

式决定；这一提议给“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参加新

政协“留有余地”。[27](P189)“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显然

包括仍在沪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在内。

包括黄炎培在内的人士也在思考如何为新政协

做贡献，《华商报》10月 24日指出：在上海，“一般头

脑清楚”的工商业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急切地希

望知道自己究竟能对新政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新

政协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28]11月3日，中共中央电

示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由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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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必召开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产生中央人

民政府，可径直召开新政协产生。因此，应多多邀请

能够与中共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中间偏右”的参

加新政协，以扩大统一战线。[21](P815)这进一步明确邀

请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

在这种情况下，黄炎培面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拘禁甚至暗杀，《华商报》指出，“只是为了新政协的

号召，黄炎培已被暂行监视”[28]。杜月笙、张治中出

面斡旋。11月22日，杜月笙通过胡叙五转告黄炎培

“政府将不利于”他，“在此数日内宜暂避”，黄炎培

“因照办”。[1](P154)11月 31日，杜月笙又嘱咐胡叙五转

告黄炎培“势已松懈，可无须避了”。12月1日，黄炎

培同张治中“畅谈大局”，张治中表示已要求其学生、

宁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要“不利于”黄炎培，并

介绍汤恩伯与黄炎培“相见”，黄炎培等人“即兴辞

出”。[1](P156)1949年 1月 3日，卡波特向美国政府报告

了与叶笃义的谈话：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

培仍在上海，他们“没有一人离开上海到满洲或其他

地方，原因更多的是旅行困难而非被监视”[29](P4)。1月
15 日，张群对黄炎培屡次几乎被捕事“非常诧

异”[1](P174)。1月27日，郭松涛夫人对黄炎培说：“某方”

又将采取绑架或暗杀手段对付黄炎培、张澜和罗隆

基。[1](P178)2月 3日，见到黑名单的叶笃义对黄炎培说

其“首列”[1](P180)榜单。

黄炎培何时北上，与中共何时召开新政协会议、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程安排有关。在 1948年

12月30日致斯大林电中，毛泽东提出在夏季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并指出中共高度关注美国和国民党企

图引诱黄炎培等人组建反对派联盟：“现在美国人企

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

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利用他们的力量

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

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

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

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这个新的阴谋有一

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

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

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
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

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

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

逞。”[30](P331)1月 6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国民党在美

国的帮助下是否“会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在

夏季到来之前先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将中国的一

些民主人士吸引过去”[31](P339)？对此疑问，毛泽东1月
7日回答：“如果国民党要建立联合政府，我们也不害

怕。也许，这甚至会更好一些。民主人士中不会有

人靠向国民党这一边。”他进一步指出：各民主党派

及其领导人反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对蒋介石的和

平叫嚣置之不理。大多数民主人士已来到解放区，

在上海只有张澜、罗隆基和黄炎培“三个右翼民主人

士”，后两人也想到解放区，但中共尚未对他们发出

邀请。[32](P342-343)在这里，毛泽东将黄炎培列为“右翼民

主人士”，黄炎培等待中共的安排北上。1月8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

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许多民主人士已经来到

解放区或正要来到解放区。[33](P16)

1月 30日，沈钧儒在沈阳宣布：“中国民主同盟

为更加积极的展开工作，特将民盟总部移至解放

区。”[34]这意味着黄炎培要寻找时机离沪北上。2月

15日，他易名王正方悄然前往香港。黄炎培自叙：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我与爱人姚纬钧乘汽车出

弄，扬言赴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追，我们自公司前

门入，边门出，坐上王艮仲预留的汽车到吴淞口，由

中共同志陪同，搭特备轮船去香港。为了遮掩特务

耳目，家中还大宴宾客三天。到第三天，报载黄某离

开上海了。”[35](P106)至于张澜、罗隆基两人为何未离沪，

叶笃义解释，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

一走就一定连累她”；张澜说“罗要不去，他也不去”，

又说“新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在南京或北平这样大的

城市里召开，他才准备出席”。[26](P69)3月10日，黄炎培

致函钱新之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监事：“弟今以

不得已之故，为良知所驱使，而离沪矣。此行纯是个

人动作，于本社绝无联带关系，行前并不可能向诸位

先生预告，尚求谅察！”他提出：“同在高天厚地之中，

愿为民主和平而努力。”[1](P196)

2月19日，黄炎培到达香港，频繁出席活动。当

日，他出席民建港九分会成立会。2月23日，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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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同人近况”“大局变化经过”和“脱走来港经

过”。民建会餐上讨论民建的立场：民建代表的是民

族工商业企业者，它是政治性团体，它同中共和其他

民主党派团结、合作。 [1] (P188、P1889)2月 24日，他同陈叔

通、张志让、马寅初、郑振铎等与潘汉年、方方、许涤

新、夏衍等讨论战犯名单。国民党政府注意到这些

人士的言论，时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熊式辉在2
月25日日记中写道：“民盟份子谈话精彩，谓共党右

翼与国民党左翼有合作之可能。”[36]3月 2日，在工商

叙餐会上，黄炎培提出民建本着四大原则为新中国

的诞生贡献力量：一，行动要符合大众的利益；二，同

为大众谋利益的政党合作，而与反对者进行斗争；

三，对外加强斗争，对内加强合作；四，限制私人利

益，增进公共利益。[1](P192)在这些公开的活动中，黄炎

培表明了民建的性质、为大众利益服务、为新中国的

诞生作出贡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黄炎培离开香港北上时间与民盟总部迁到北平

的安排联系在一起。3月5日，在北平的民盟17名中

央执行委员成立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民

盟总部迁移工作完成之前的临时领导机构，“并经公

决香港联席会议应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3月7
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致函张澜、黄炎培、罗

隆基、史良“早日命驾来平参加领导”[37](P518)。同日，中

共中央发出正式邀请电，邀请张澜、黄炎培、罗隆基

等人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样，黄炎培于 3月 14日离

港北上。参加接送工作的钱之光指出：北上参加新

政协的民主人士主要有四批，他们“从一九四八年八

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

放区”[38](P519)。黄炎培属于第四批北上。

黄炎培北上之行的含义深刻，它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制度的重大发展。3月
20日，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彭文应对卡波特解

释民盟站到革命一边之因：民盟“极其渴望迅速结束

内战，解除中国人民极度的痛苦”。如果支持国民

党，就“只会帮助它拖延不可避免的失败”，如果站到

革命一边，就能迅速结束内战，“将中国老百姓从目

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为经济复苏提供基础”。[39](P196)

3月 2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宣布与民主人士

长期合作的政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尽可能团结能够合作的

“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既要反

对无原则的迁就态度，又要反对关门主义或敷衍主

义的态度。 [40](P196)在这重大发展之下，黄炎培于 3月

26日在《华商报》发表《北行答问》一文，阐述其北上

之意义、志愿和期望。

其一，北上之意义，在于公开表明站在革命之一

边。黄炎培指出：“我对国事的主张，曾和一般志同

道合的朋友，认定新中国所需要，是民主、和平、统

一、建设。我们该在这上边努力，这是很早就认定

的，也曾实际努力过的。料不到好多朋友，为了这

些，丧失了他们的自由，至今还没有恢复；更可怜

的，许多朋友为了这些竟会牺牲掉他们宝贵的生

命。我们明白了，这不是别的，而已演成革命和反

革命的斗争，反独裁和独裁的斗争。那么，我们这

群人，早已站在革命者和反独裁者的一边了，还有什

么疑问呢？”[41]

其二，北上之三个志愿，在于向人民大众学习，

为人民大众服务，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黄炎培表

示：“第一、我也想向大众学习一下。我们认定人民

是具有不可抵抗的潜在力量的。几百千年来，这股

力量，被压伏着，被埋藏着，像地底下宝藏一般，最近

经中共发掘起来了。它的本质怎样？和它的行动怎

样？我们不单是需要认识，并且需要去学习。我相

信向已经站立起来的民众学习，必定有很多很好的

收获。这是很有意义而且是很有趣味的事。第二、

我照常想替大众服务。我从廿五岁起，一贯地担任

的是教育工作。可是四十七年以来，所接触的社会，

总是死沉沉的。解放区广大的民众都站起来了，活

了。在这中间，一定有更多的服务机会。我的年龄

虽然慢慢地在老，但一张嘴，一枝笔，还可以用一

下。这时候，大家都在卖力，在吃苦，我更万不该也

万不忍偷懒的了。第三、我的生活愿和大众共甘

苦。我去解放区，虽然免不了消耗一分口粮，总想不

超过一般水准。我和我妻，共同立下一个志愿。如

果环境和时间许可，想干我俩的本行，当一个教员，

到时生活上取得一分和大众相同的物质的供应。这

样，在人民政府之下，做一个身食其力的人民，心上

也许比较平安，而且还会感得相当的快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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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北上之期望，在于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黄炎培指出，对于人民

所遭受的痛苦，“过去一个一个政府，从不会也从不

肯在这些地方用心用力，现在我不能不寄热切的期

望于人民政府了”。“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他们自然甘

心拿出所有力量来克服自身精神上物质上种种困

难。只是需要智识和热诚的领导，和健全的计划，而

中共各位领袖，根据崇高的理想，划定革命阶段，认

清革命的真理，从源头上说，在扶助一般民众解除痛

苦，在纠正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在新民主主义之

下，逐渐的徹底的合理解决，进而谋新的社会经济制

度的确立”，“这是我到解放区去放在心头的最深切

的期望”。[41]

3月 25日上午，黄炎培抵达北平，董必武、李维

汉、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等到车站迎接。

下午，他们一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

来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邀请20多人晚餐，黄炎培

受邀。餐毕，毛泽东谈起国共和平谈判问题，指出：

“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轻易渡江，亦决不停

战。”[1](P203)3月26日，毛泽东单独招待黄炎培，黄炎培

“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依

此，黄炎培 3月 28日“写成电稿五通，面交与李维汉

发”：“电上海王艮仲等”请冷遹北上，“艮仲偕来”、

“吴承禧等来”；“电香港李一平，复两点，促早来”；致

电在香港的民建理事寿墨卿等人关于“工商考察团

事”；“电陈嘉庚，促早来”；“电陈仲闳，报告抵

平”。[1](P204)4月8日，张澜等人对黄炎培提出“有志北

来，嘱设法飞机”[1](P210)。4月11日，黄炎培同张治中、

邵力子“商派飞机迎张表方、杨卫玉等来平事，见表

赞成”[1](P211)。4月15日，黄炎培致函上海徐采丞“并转

艮仲，分送表方等及卫玉等，请赴京飞平”[1](P213)。

4月 1日，民建“决议由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反对

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上签名”，这“为后来黄炎

培当选为民建中央主任委员奠定了基础”。[25](P89)4月
3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协商发表《反对北

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宣言上签

名。他指出宣言的要点为：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竟敢挑起世界战争，那么中国各民主党派将团结中

国人民，遵守孙中山的遗嘱，同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

共同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打倒帝

国主义，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民

建在对外政策上表明反帝立场，黄炎培指出“当时称

为‘一边倒’政策”[1](P208)，黄炎培代表民建“参与反对

北大西洋公约”，是民建“在对外立场上的一大转

变”。“民建决定在这个联合声明上签名，对于一九四

五年十二月它在成立宣言中提出的‘对于美苏两国，

必须采取平衡政策’的立场说来，毫无疑义，是一个

重要的突破。”[25](P88)

综上可见，黄炎培在拒绝李宗仁充当国共和平

谈判的调人之后，思考如何北上参加新政协。他指

出，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民族工商业企业者，要为人

民大众的利益服务，要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要

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道路。

三、黄炎培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前面已指出，黄炎培主张蒋介石下野以和谈，但

拒绝作为国共和谈的调人。他抵平后遇到的问题就

是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其实质是人民解放军以何

方式完成中国的统一，他争取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签订和平协定。

国共和平谈判于4月1日开始举行，包括黄炎培

在内的民主人士积极做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的工

作，并要求李宗仁、顾祝同来北平促进和谈。同日，

民主人士“会商对今日来平之南京和谈代表如何应

付”[1](P207)。张治中等代表到北平后“和李济深、沈钧

儒、谭平山、黄炎培、傅作义、邓宝珊等都有接

触”[42](P332)。4月 5日，李济深、黄炎培等人具名请李

宗仁来北平，“公推朱蕴山、李民欣下午飞京带致”；

请朱蕴山、李民欣带信给顾祝同，“讯请来平，述中

共尊民意，求和平，来则公私两益”，最好冷遹、王艮

仲“偕来”。[1](P208)

4月 3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介绍“和谈的经过

文件与今后方针”[1](P207)。4月5日，周恩来向民主党派

人士通报“两日和谈经过”[1](P208)。这解释了中共的立

场，要求民主人士共同努力。4月 6日，黄炎培访张

治中、邵力子、章士钊“谈和平问题”[1](P209)。4月7日，

黄炎培对新华社记者朱君来授以《满江红·赠和谈诸

代表》：“苦了诸君，衡阳雁，才南又北。谁复念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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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万家血肉。谁杀李闻天下士，谁翻政协和平

局。更飞机大炮送将来，谁遗毒。”“金圆券，千村

哭。王云五，罪难赎。问豪门四大，是谁家族。众怒

由来非可犯，南京暴行徒羞辱。劝八天签字莫迟疑，

速，速，速。”[1](P210)李闻即李公仆、闻一多，黄炎培劝说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尽快签字。

4月10日，报纸登载李宗仁4月7日致电和毛泽

东8日的复电，黄炎培注意到李宗仁表示“和谈采纳

八条为基础，立国大计愿与中共携手，与各民主人士

共负建设新中国使命”。毛泽东表示“和谈采宽大政

策，为求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愿早日结束战

争，与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黄炎培认为“这是和

谈一大进步”。4月11日，黄炎培同国民党政府和谈

代表黄绍竑“谈和平问题”，张治中、邵力子来同黄炎

培谈“四日以来，与毛主席谈话分组的经过”。[1](P211)4
月13日，到南京同李宗仁沟通的朱蕴山返回北平向

黄炎培、朱学范“详尽报告南京情况”[1](P212)。由此可

见，黄炎培认为国共和平谈判可期成功，因此积极与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交流意见。

4月 13日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4月 13日晚同

各民主党派代表10人举行一次会议，向民主人士通

报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但要他们保守秘密，不能下

达。[43](P222-223)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在会议上通报了

进展，并征求他们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这

10人中有黄炎培，自叙周恩来“报告和谈现况，出示

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旋即收回”[1](P212)。接着在 4
月14日，周恩来委托李维汉进一步向包括黄炎培在

内的部分民主人士通报情况，并征求意见。黄炎培

总结说：周恩来、李维汉介绍了国共双方代表正式会

谈情况，周恩来说，“仅存二问题：(1)过江军队。(2)设
军事整编委员会。两问题大致已得各代表谅解，此

协定草案热爱和平，但态度极坚决”[1](P213)。4月16日、

17日，周恩来又两次邀请包括黄炎培在内的民主人

士谈话，指出：国民党“之所以提出和平建议”，企图

“划江而治”并获得喘息机会。国民党的本意如此，

但是中共为了实现和平，仍然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八项条件的中心是接收国民党政权和改编国民党军

队，这关系到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国家一定要统

一，不论采取战斗的方法还是和平的方法。[21](P843)4月

17日，黄炎培“收到中共交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及

协定本各一份”。4月18日，黄炎培对新华社记者书

面答复“关于和谈的意见”。[1](P214、P215)

黄炎培担心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平协定，在其拒

签后赞成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对于 4月 20日

“为和平协定签字最后期限”，邵力子对黄炎培说，

“南京有电，消息殊不佳”，黄炎培批评“南京中央社

消息甚恶”，指出“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完成，已成箭

在弦上之势”。[1](P216)4月21日，周恩来、李维汉向民主

党派人士“报告和谈决裂情况，征求意见”，张治中对

黄炎培说南京“嘱代表团回京”，黄炎培“主张不宜归

去”，并要求周恩来“请勿放代表团归”。[1](P217)4月 23
日，黄炎培以民建常务理事身份和其他民主党派领

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

朱德发布的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声明表

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公允合理，有利于国家

和人民，指出中共欢迎国民党内“有正义感之爱国人

士”参加民主、和平新中国的建设。声明批评国民党

政府内的负责分子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

案，要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号召国民党阵营内“忠贞

爱国、明晓利害之人士”依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

全国进军的命令进行局部的和平解放，以减少人民

承受的灾难和完成国家的统一。[44](P522-523)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全中国，黄炎培关心

上海的解放和接管。

还在上海时，黄炎培就关心上海安全。他在

1948年12月20日应杜月笙邀请“谈上海局势”时，向

杜月笙提出三点希望：“一、军警饷项维持，但力戒胡

乱开枪；二、粮食准备；三、力嘱当道勿捕人。”杜月笙

“答当可做到”。[1](P164)

中共中央重视黄炎培在上海解放和接管中的地

位。黄炎培抵平后于1949年3月28日致电即将出任

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表达很快会面的希望：“弟今已

抵平，特向兄遥致敬意，握手欢迎，为期不远，珍重珍

重。”[45](P275)4月 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邓小平、饶

漱石、陈毅：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

华等人已到北平。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

表”，接收和管理上海如无他们的帮助，会遇到很大

的困难。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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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联合势力”，要采取一定的方式、设置必要的

机关，吸收他们参加解放上海和接管的工作。中共

中央特别强调：“黄炎培给陈毅同志的电报应给以回

答。”[46](P213-214)6月 1日、25日，中共中央两度电示华东

局、上海市委，聘任黄炎培、史良、章乃器等14人为上

海市政府顾问。中共中央指出：这14人均要参加新

政协会议，只能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在此期间，要吸

收他们参加工作，以便尽快恢复生产，打通南北航

运，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上海的破坏

活动。[47](P27)

4月15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谈话，黄炎培表示

愿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4月 24日，他发表广播讲

话，指出上海即将解放，号召上海同胞团结起来迎接

解放。黄炎培6月25日到上海，7月26日回北平，中

共中央要求他“利用在沪期间联系各方多提意

见”[47](P27)。上海即将解放时，黄炎培5月17日向即将

出任副市长的潘汉年提出几条建议：恢复繁荣，救济

失业；“及早设立人民法院”；优待外侨。[48]6月 30日
晚，华东局、上海市委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千余人举行

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纪念大会，黄炎培应邀到会

发表讲话，“一致表示拥护中共领导，以充分信心与

决心，为发展生产，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49]。7月20
日，黄炎培向陈毅提出，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既要

公私兼顾，又要劳资两利。在上海期间，黄炎培和陈

叔通等民主人士提出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意见：向工

商界人士解释中共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

帮助解除他们的顾虑：应周恩来的委托，致电在香港

的钱新之、陈光甫、刘鸿生、杜月笙等人早日回归，同

周孝怀商谈民生公司事宜；推动工商业界慰劳人民

解放军，举行捐献、义卖活动。总之，黄炎培为上海

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返回北平后，他

在8月1日建议毛泽东：派员巡视江浙地方政治并加

强干部培训；尽可能分化英国、美国；举行上海商民

联欢；人民币和银行人员下乡；中国各大区实行联

营、推销物资：民营工厂同样成立中共组织、共青团

组织。[48]

黄炎培返回北平后，参加新政协会议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在新政协会议代表中，民盟所占份额重要，黄炎

培不仅代表民盟也代表救国会。6月9日，美国驻广

州总领事柯乐布(Clubb)报告美国政府：“参加政治协

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的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前

分配给民盟3名代表，即沈钧儒、章伯钧和周新民，现

在达到 7名，增加了张澜、罗隆基、张东荪和另外一

名。参加筹备会议的民盟人士还代表了其他党派，

特别是黄炎培代表救国会，吴晗代表平津教授，曾昭

抡代表北大科学工作者协会。这样，民盟代表总数

达到10人或12人。”[50](P376)

随着筹备新政协会议，黄炎培的思想进一步发

生变化。7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决定

联合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苏友好协

会”，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81人为

筹备委员会委员[51]。7月17日，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

员会推定宋庆龄担任主任，周恩来、郭沫若、李济深、

沈钧儒、张澜、黄炎培担任副主任，钱俊瑞为总干

事。这说明，黄炎培克服了以前在美苏之间的中立

立场。

以批评美国白皮书为契机，黄炎培做好参加新

政协的思想准备。8月 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

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至

1949年间的中美关系，特别叙述解放战争时期美国

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经过。对此，新华社发

表五评白皮书，“帮助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

目，揭穿它妄图扶植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诡计”。

在这之下，“民建怎么办？它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在对外立场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迈出了可喜

的一步”。[25](P89)8月24日，民建发表声明：中国的民族

资产阶级怎么也不会走上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民

主个人主义”的道路，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民族资产

阶级唯一光明而幸福的发展道路。[52]这一声明的意

义重大，毛泽东充分肯定而对黄炎培指出：声明写得

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抛弃对美国的幻想具有

极大的教育作用；声明生动、积极、有原则、有前途、

有希望，表明民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对于一个

政党来说是必备的条件。8月 26日，毛泽东又对黄

炎培“不仅强调肯定了民主党派建立理论的必要性，

而且对民主党派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给予很大的

鼓励”，指出民建的声明不仅仅是对白皮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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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地走上新民主主义

的发展道路，这有利于今后民建和中共的合作。可

见，“民建的这种政治准备，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及同各民主党派一起制

定和接受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25](P90-91)

黄炎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诞生和中央人

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担任第四小组副组长。该组负

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董必武为组长。黄炎

培、张志让等人提出国号“中华人民民主国”[53](P563)，张

奚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 17日，新政协筹

备委员会原则上通过第四小组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草案，指定董必武、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

李立三“进一步修改草案”[54](P534)。修改完毕的中央人

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权性质和

组织结构。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正式开幕，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指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是人类历史上“一

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会议要建造一所新

大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柱子是中

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

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其他爱国分子；柱子的

钢骨水泥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旗帜是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工作总机构是中央人民

政府。[55]

黄炎培形象地阐述了新政协召开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他表

示：要感谢建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解放军和他

们的朱德总司令，要感谢领导建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毛泽东主席。他号召民族工商业者共同努力“来

建造这所新的大厦”[55]。总之，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

党的努力奋斗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指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意义，坚信人民的新中国一

定会建设成功。[56]

10月 1日，毛泽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黄炎培任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他

发表书面意见进一步强调两点：其一，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

果。“我中华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和帝国主义经济

侵略者武力侵略者的苦斗，经过了几十年来和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苦斗，仰仗了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赢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其二，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需要与世

界各友邦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大原则之

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第一个友邦”，中苏两国携手“构成整个的不可

抗的力量，来促成全世界人民民主的普遍进展，因而

保卫全世界持久和平”。[57]

这样，黄炎培在三方面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

出了贡献。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反映了以何方式统一

全中国，黄炎培支持在中共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和平谈判，争取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签署和平协

定。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黄炎培关心其

解放和接管，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建议。在新中

国诞生之时，黄炎培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强调

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阐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总之，黄炎培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变化反映了在

1948年下半年到 1949年上半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

期，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

的思想变化轨迹，也折射出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变

化轨迹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政治性质的变

化。在那一时期，民主人士分为左翼、右翼两部分。

左翼民主人士以李济深、沈钧儒等为代表，他们在中

共发出“五一号召”之后即设法北上进入解放区。右

翼民主人士以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为代表，他们

在思想上存在三大问题，他们疑问要不要将革命进

行到底，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即资本主

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要民主人士。他

们主张在共同纲领中写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立态度而不要“一边

倒”。这些看法的本质，是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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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反映。黄炎培将其在这一时

期的政治活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参加民主团结工

作，发起民主团结”，“秘密走出蒋管区，进入解放

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工作”。[35](P6)与

此相适应，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他从主张国共和谈

到支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从主张民主主义到接受新

民主主义，从主张在美苏之间持中立态度到接受“一

边倒”。他的思想变化，在民建接受新民主主义的问

题上得到深刻的反映。对于黄炎培的思想变化和民

建成为民主党派，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对黄炎培指

出：民建以前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走“中间路线”，随

着历史的变化，“中间路线”发生分化，民建走上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58](P520)

注释：

①朱丁睿、臧运祜所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

人士的关系——以“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黄炎培为例》(《北

大政治学评论》2021年第3期)一文指出，黄炎培在中共“五一

口号”发布之后完成思想转变，支持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并

最终北上。另一文《转变：新中国成立前黄炎培对新民主主义

的体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指出：“新中

国成立前的1945-1949年间，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

国会两大民主党派要职的黄炎培，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

民主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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