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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特有的政治
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政协的组成界
别，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各个历
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无党派人士的称谓
和实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从民主革命时期的
社会贤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党派民主人
士，再到新时期的无党派人士，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也印证了无党派人
士“一心跟党走”的闪光足迹。

无党派人士的称谓变迁

一、从“社会贤达”到“无党派民主人士”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在社会上有

影响、有声望的无党无派知名人士，比如，郭
沫若、马寅初、李达、吴耀宗等人，被称为社
会贤达。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双十协定》中
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
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有9
位人士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了会议，他们
是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
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
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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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在发给毛泽东响
应“五一”号召的致电中，为了与以往的“社
会贤达”相区别，首次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
的称谓。这一称谓，准确地把参加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统一战线而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组织的
人士，同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实际上依
附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客区分开来，反映了
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大历史关头对政治道路的
正确选择，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更加团结巩固。

在筹备新政协时，中国共产党采用了这个
概念。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

“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经中
国共产党与各方协商，1949年新政协会议专
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等
12人皆为一时翘楚。

新中国成立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
谓被沿用，特指新中国成立前后没有参加任
何党派组织但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的社会知
名人士。

二、从“无党派民主人士”到“无党派人
士”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老一辈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减少。新一代无党
无派人士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成长经历来看，
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现了多种称谓并
存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继续沿用无
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二是无党派人士，三是
无党派爱国人士，四是无党派知名人士。此
外，还有无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爱国民主人
士等称谓。

多种称谓并存，表明“无党派民主人士”
的称谓已经不能反映新时期无党派人士群体的
现状。有鉴于此，2000年，中央统战部下发
《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正
式规范了对无党无派人士的称谓，统一使用

“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2004年，全国政协
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将
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
见》对无党派人士的概念进一步作了界定，即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
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为做
好无党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充分发
挥无党派人士作用指明了方向。

无党派人士为中共民主联合政

权的探索和“五一口号”的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
制”政权合作的形式，建立了民主联合政权
的雏形。无党派人士在这一探索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一方面，“三分之二的党外分子”主
要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广泛分布于抗日根据地
参议会与政府中，并担任重要职务。另一方
面，无党派人士有职有权，在政权决策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如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等重大
议题提交政务会议讨论前，必须报党外副主席
同意。

1941年，无党派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
区第二届参议会议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
案。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这个办法很好，
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的提案在参议会
上顺利通过，同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
简政”的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三三
制”在各解放区政权中继续贯彻执行，无党派
人士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阵营。早在1946年国民党主持的旧政协
会议中，郭沫若、李烛尘等无党派人士就和中

国共产党合作，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后，5月5日，郭沫
若与其他11位民主人士第一时间联名响应中
共号召。6月4日，在香港的125位无党派人
士联名发表声明，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
党”，在用“民主的方式同全国所有民主势力
的代表平等商谈国家大事。”1949年 1月 22
日，包括郭沫若、符定一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
到达解放区的 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
《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在这份历史性的联合
宣言中，第一次主动、公开提出“愿在中共领
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

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大家所从事
的民主运动，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
迫。因此，有很多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
区只能单枪匹马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形成一个组织，就要经
过许多手续和挫折，那是很困难的。有许多
人一直是孤军奋斗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代表
中就有：一直领导着一支文化大军的郭沫若
先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受着严重压迫的马寅
初先生、李达先生,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
先生，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
先生，等等。他们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
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
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奋斗
的结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和允许在各
党派以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参
加旧政协。当然，由于当时跟国民党协商时
不得不带有若干妥协性，所以在参加旧政协
的人中也有不是为民主而奋斗的、由国民党
方面邀请的几位‘社会贤达’。这些人后来参
加了伪国民大会，参加了伪国民政府。因
此，大家一听到‘社会贤达’这个名称就有
不快之感,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就很痛恨这个名
称。他在香港同各民主党派首先响应中共去
年‘五一’号召的时候，就用了无党派民主
人士的称谓。”筹备新政协时，中国共产党经
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
士”界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
达、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
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
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
第一届政协会议。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提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建议，被正式写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五一口号”虽已定格于历史长河，但其
承载的无党派人士的精神力量却历久弥新、世
代相传。

无党派人士杰出代表群英谱

一、郭沫若（1892.11—1978.6）
翻开《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唱和较多

者，除柳亚子外，就是郭沫若。由此可见毛泽
东对郭沫若诗词成就的赞赏，又可印证他们之
间几十年的深情厚谊。

郭沫若生于 1892年，比毛泽东大 1岁。
1926年 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开上
海，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大学(中山大
学)，担任文科学长。刚到广州，按事先约
定，成仿吾陪同郭沫若一同来到林伯渠家。在
这里，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郭沫若此
前已创作出了《女神》《星空》等诗集，见到
这位久仰的诗人，毛泽东非常高兴。郭沫若曾
描写过毛泽东的形象：“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
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
话的声音低而委婉。”

1944年是明王朝灭亡300周年，也是李
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旋即失败300周年，恰
好又逢甲申年，郭沫若遂写了《甲申三百年
祭》。远在陕北边区的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
后，立即给予热情肯定。4月12日，他在延
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
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
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
骄傲的错误。”他还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
转载郭沫若的文章，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
习。

在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积极投身到文化
抗战中，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巩
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文化抗战中
的领袖人物。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
判，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前往机场迎接毛泽
东，二人相隔18年后终于再次相见。9月 3
日，毛泽东原定到重庆天官府郭沫若寓所看望
各界人士，只因胜利大游行队伍堵塞交通，改
为在毛泽东住处红岩村。交谈中，历史学家周
谷城问毛泽东还写诗吗？毛泽东风趣地回答：

“近来没有那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
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
老。”当时，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
怀表，于是把自己手上的欧米茄手表摘下来送
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直到临
终，他一直戴着这只手表。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郭沫若闲余时
仍经常在一起谈诗、唱和，传为美谈。

1957年，毛泽东的18首诗词在《诗刊》
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作了《试和毛
主席韵》，以《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
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唱和毛泽东的《念

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
游泳》。

两人唱和最著名的要数以下两首词。
1962年12月，适逢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
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
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毛泽东读后，心潮澎湃，在短短数日后的
1963年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腾云
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郭沫若的词，乃借祝寿表达敬仰之
情；毛泽东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
不胜的政治情怀。

毛泽东和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两颗
灿烂的巨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有翰
墨来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时有诗词唱
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开始公开发
表自己的一些诗词，有时他会请郭沫若润
色。例如，1959年毛泽东作七律 《到韶山》
《登庐山》 两首，于 9月 7日写信给胡乔木
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
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
沫若两次写信，直率地谈了修改意见。毛泽东
在9月13日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
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
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
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年正值全国筹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0 周年的时候，
毛泽东同意在 《人民文学》 5月号上发表他
作于 30 多年前“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
若，请他写些注释性的文字，以便于青年读
者们了解。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
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
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郭对六首词
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
日’，改得好。”

与此同时，郭沫若欣然答应 《人民文
学》 编辑部的约稿，于5月 1日写成 《喜读
毛主席〈词六首〉》一文。他在文中说：“我
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
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清早由遵义城动
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
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
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 1月。
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 2
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
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
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
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
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
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
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
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
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我对于 《娄山关》
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
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
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
意了我的见解的。”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勇敢地同蒋介石发
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
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曾评价说：

“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邓
小平称赞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
帜”。

二、张奚若（1889.10—1973.7）
张奚若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

一，对国民党腐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深恶痛
绝，曾发表 《斥蒋介石》 的长文，认为其

“好话说尽，坏事做完”。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

届一次会议上发言，财政部官员作报告时，不
承认已出现通货膨胀。张奚若用嘲讽的语气奚
落道：“要是在阴沟里都能找到钞票了，那才
是通货膨胀呢。”又逐条质询财政报告。

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在座的蒋介石大
为光火，按了电铃想制止他：“欢迎提意见，
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回应道：“你不要按铃
了，也不必着急，我的话不多。”坚持质询完
后拂袖而去。

次年，又要召开国民参政会，给张奚若寄
来通知和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
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1946年 1月，国民党召集各党派代表在
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方面提名张奚
若为代表，蒋介石说：“他是本党党员，不能
由你们提。”当时，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教授，
他听到此话后，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

“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
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
于任何党派。”

历史镌刻下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
任的一则故事。某次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
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张奚若义正词
严：“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
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
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为了国
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
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
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
他滚蛋。”

张奚若不仅是无党派民主斗士，更是独具
慧眼的大学问家。1935年张奚若在《国闻周
报》上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对
那时社会上颇为时髦的“全盘西化”论和“本
位文化”论做了公开的批评，认为中国实现现
代化为“今日之所急需”。文章明确提出，现
代化至少应在这几个方面特别努力，一是发展
自然科学，二是促进现代工业，三是提倡各种
现代学术，四是思想方法科学化。张奚若先生
的“四个现代化”观点，在当时是很新颖的，
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

1949年 6月，张奚若参加了在中南海颐
年堂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全国23个民主党
派、无党派及人民团体的134名代表为协商建
国献计献策。在讨论国家称号的时候，有的提
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议叫“民主
主义人民国”，有的建议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就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
有的提议叫“中华联邦民主国”等等。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认真地听取了各位
代表的建议，认为代表们提的都有道理，但又
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为了慎重从
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将十几个国号名
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在6月21日的会议
上，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与众不
同的建议。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新中国的国号，并向各位代表阐明了自己的理
由。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
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中华人民民主
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两个名称争论
激烈。张奚若提出：“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
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
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人
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张奚若说服
了众代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
导人听了后都连连点头，他们认为：既简明
扼要，又响亮有新意。国名因此确定，并将
这一名称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担任政务院政法委
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等职务。在1953年
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参会者对北京几个历史
建筑是存是拆争论激烈，多名学者和教授力主
拆除，理由是，有的牌坊柱子已经腐朽，如不
拆掉，被大风刮倒要伤人命。

当着周恩来的面，张奚若直截了当：“说
是‘三座门’等地方出了车祸，死过人，有民
愤，所以要拆除，我很怀疑，北京市的车祸是
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
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

周恩来开玩笑说：“你不宣传，牌楼的命
运就更不长了。”张奚若“领情”道：“谢谢总
理让我这样说话。”

1989年11月，清华大学纪念张奚若诞辰
一百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
习仲勋到会即席讲话：我和张奚老都是陕西
人，我到他那儿去，他总要搞点家乡饭请我
吃。我常对他说，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
去留学，寻找救中国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
识，而我那时才出生。你无论是哪方面的经
验，都比我多得多。奚老一辈子是个硬人，说
话向来不知忌讳，做事更是直来直去，他的

“硬棱角”，虽历经风雨，却不曾磨去。习仲勋
同志高度评价他“襟怀坦荡、直言不讳”“不
仅是我们党的一位挚友，更是我们党的一位诤
友。”

三、符定一(1877.12.12—1958.5.3)
符定一是毛泽东中学时代的老师和校长，

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可谓
硕学鸿儒、一代名师。他比毛泽东长16岁。

“延安三个月，胜读十年书啊！”1946年6
月，应毛泽东邀请，符定一在女儿陪同下赴延
安共商大策。毛泽东恭敬地把符定一父女迎到
自己住的窑洞里，为老师接风洗尘，并请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作陪。第二天，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欢迎会。师生久别重逢，畅
谈于宝塔山下，漫步于延河岸边，留影于窑洞
门前。符定一多次发表演讲，揭露蒋介石政府
的腐败无能，赞颂解放区之革命新风。他多次
说过：“延安三个月，胜读十年书啊！”1947
年初，由于符定一从延安回北平后积极开展革
命宣传鼓动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军警以“煽动罪”搜查住宅，并将其逮捕入
狱。毛泽东闻讯后立即电请在北平的叶剑英设
法营救。

1947年初冬的一天夜里，几个特务突然
闯进符定一的家，翻箱倒柜四处搜罗“罪
证”，最后将符定一及儿子带到警察署的一个
分所。符定一的女儿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北平
军调处的叶剑英。叶剑英说：不要怕，他们是
怎么不了符先生的，我让李克农想办法。大约
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便衣特务头目出来对符
定一说：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符定一余怒未消，提笔给北平市
长何思源和蒋介石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质问
信。信的大意是：你为大官，我为老儒，你们
派人来搜家和逮捕是什么道理？听说是因为我

到过延安，跟毛泽东有关系。毛泽东是我的学
生，这不错。徐向前是谁的学生？是蒋介石的
学生，他也培养出共产党的一个大官来。要镇
压就先镇压“蒋委员长”。我要有罪，蒋介石
就该杀。

“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1948
年10月，毛泽东命华北局派人秘密护送符定
一由北平抵达西柏坡，共商国是。符定一抵达
西柏坡已是晚上，周恩来亲自携灯在村口迎
接，毛泽东在院中等候。三人相见分外激动，
一直畅谈至下半夜两点。在送符定一到住所的
路上，符定一向周恩来提出自己思考多时的主
张：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这样利国
利民，而且实现的可能性很大。周恩来听后连
连点头称“好”，并说，再和主席商量一下。
在平津战役中，党中央采纳了符定一的建议，
北平顺利和平解放。在等候北平和谈的日子
里，毛泽东两天两夜没合眼。当得知《和平协
议》已经签订的消息，他兴奋地对警卫员说：

“先别睡觉，咱们到李家庄看符定一先生去。”
毛泽东一见到符定一便忘记了几天的疲劳，兴
奋地说：“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报告您
一个好消息，北平和平解放了，您回北平可以
放心地睡大觉了。”

1949年9月21日，符定一参加了在北平
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
国大典，目睹毛泽东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
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筹建中央文史研究
馆，安排一批全国知名的饱学博识之士从事文
史研究，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中央决定由
符定一出任馆长，符定一不愿接受。毛泽东亲
自出面动员符定一。符定一认为，这是个闲
职，无非是有文 （文化） 且老、贫 （生活贫
困）资格的人就能当了。毛泽东笑着说：“不
光文、老、贫，还要才（才干）、德（德高）、
望（威望），这事还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
望重的人担当啊！”毛泽东的情深意切，让符
定一欣然受命。

1954年 2月中华书局再版符定一编纂的
36卷400余万字的《联绵字典》时，毛泽东
题写了书名。该字典在我国影响深广。

四、袁隆平（1930.9—2021.5）
新华社发布袁隆平逝世的通稿时，其中

政治定位与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袁隆平获得共
和国勋章的颁奖词，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一生
成就：稻田的守望者。他的形象可谓“几十
年如一日”的“农民本色”——瘦小身材，
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
巴。但也就是他，用他的双手，养活了十几
亿人口。

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
小平 （责任制），二靠袁隆平 （杂交稻）。西
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他的成果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
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
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
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
二次绿色革命”。

满目青山，群峰耸峙。无党派人士中，有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张奚若，有建议用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徐悲鸿，有五星
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有“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还有“桃李三千圃，硕果满神州”的
吴有训先生，他是“科学家的科学家”，培养
了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
等一大批栋梁之材；他是高山仰止的学者，用
天赋和勤劳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被称
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一心一意跟党走，初心如磐向未来

正如1949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
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式上所说：“无党派
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
展形成的。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
质上是有党派性的。”

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
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
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
利。”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有助于
我们深刻领会无党派人士一心跟党走的深刻
内涵，有助于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特色新
型政党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包
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
征，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
的问题，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
党制度，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参加政党协商等，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无党派，有情怀。一心一意跟党走，初
心如磐向未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

无党派人士“一心跟党走”的闪光足迹
张连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