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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询问台湾
省人民如何产生代表前来赴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
长李维汉认为，台盟是台湾省人民的革命组织，一
直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故可考虑作为一个民
主党派单位来参加会议。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6
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
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提出：“党派单位
方面增加了三个：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同
日，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
表名额的规定》，决定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
新政协，代表名额5人，候补代表1人。其中5个
代表中要有一个台湾高山族。

据田富达回忆：“汉族的同志好办，有谢雪
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但是高山族的代
表需要寻找。谢雪红提出战争时代有不少台湾少
数民族同胞在部队里，只不过太分散了。她先跟
华东局谈，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时，中央统
战部提出，华北军大有一个台湾队，里面有一个
台湾少数民族班，是不是可以从那里找找看。这
样就委托华北军大找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班。
班里一讨论，大家都推选我。我说我不行啊，因
为有几个比我先入党的，还有一个是副区队长，
是阿美人，我听说他的水平高，曾经在华东行政
委员会民政部工作过，但是最后还是定了由我去
当这个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谢雪红、
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候补
代表）作为台盟代表出席了会议。9月22日，会议
通过主席团提议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田富达在宣
言起草委员会。9月27日，台盟代表田富达在大会
会发言，他说：“我是参加政协的台湾民主自治同
盟单位中的少数民族——高山族人民的代表。在这
个会议中能有人口仅30万左右的高山族人民自己
的代表参加，使我极感到从来未有过的无限的兴奋
与光荣！”

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
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田富达怀着激动的心情和
其他政协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天，华北军大台
湾队学员从石家庄乘火车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他
们站立在金水桥畔东面的华表前观礼，不论是观看
天安门城楼，还是观看游行队伍都是最佳位置。台
湾队学员王宏回忆道：“这一天，我第一次远远地
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
息。之后，台湾队前往北京郊区长辛店的华北军大
分校。11月，朱德总司令来出席台湾队的毕业典
礼并与大家合影。我们拿到的是一寸黑白照片，至
今我仍然珍藏着。”

参与筹备新政协、
见证新中国诞生

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的故事
郭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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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
发展，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
略反攻，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当前的战
争和未来的国家建设都需要大批的优秀
人才。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将晋察
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
放区，同时提出创办大党校、大军校、
大党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1948 年 3 月底，毛泽东在河北省阜
平县城南庄会见了叶剑英，告诉他：今
后战争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
缺少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
学习。中央拟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
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样？叶
剑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5 月 9 日，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城南庄会议决
定，发出了 《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
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
通知要求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
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成立华北中央
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等机构，
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
报。

为了工作方便，中共中央决定叶剑
英兼任华北局委员，按照创办红军大
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将晋察冀军
区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
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 5 个
单位合并组建成华北军政大学，校本部
驻在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村，管辖周围
的陈庄、西兵营、南兵营等多个教学点。

1948年 5月 23日，叶剑英来到南新
城村，华北军大的筹建工作由此拉开序
幕。6月11日，华北军大在南新城村西
的树林里召开了连以上 800 多人参加的
大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代表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正式宣布
军大成立和人员任职命令。叶剑英任华
北军大校长兼政委、萧克任副校长、朱
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学校下设
政治、教育、校务三个部和校办公室，
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校领导和
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

针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经历
各不相同的情况，华北军大对全校学员
进行考核和分科编队。全校学员编成八
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八个大队分别
是：一个团级干部大队，两个营级干部
大队，一个政治干部大队，一个青年大
队，一个参谋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
个炮兵大队。三个直属队：台湾队、华
南队及高干队。

1948 年 7 月 1 日下午 5 点半，华北
军大隆重举行庆祝“七一”暨华北军政
大学开学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晋冀
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华
东、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
出席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叶剑英、萧
克、朱良才的陪同下，乘坐吉普车检阅
了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朱德总司令代
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
华北军大的成立表示慰问和祝贺，他指
出：华北军政大学是在继承红军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
战线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
道远。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学校办
好，为人民立功。

华北军政大学
的创建

为解放台湾准备干部，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
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1947年5
月，在刘邓大军六纵队17旅51团的田富达
和其他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拨，被送往
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后到华北军
大台湾队学习。据田富达回忆：

我们打下汤阴以后，准备过黄河，部队下
令让我们台湾省籍的战士集中，要送我们到
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台
湾人都去，个别有技术的，像炮兵、会开车的，
前线有需要，他们就跟着南下了。当时我们感
动得都哭了。离开战友撤离前线，我们还真有
些不舍。那时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中央 3
月发表社论，传达到前线已经是5月了。传达
文件的同时告诉我们要去军大学习，所以大
家都很感动。晋冀鲁豫军大是刘邓部队的，当
时在邢台地区的南固县，后来刘邓部队过黄
河南下，把我们送到了华北军大。军大离运河
很近，我们在军大学文化，学时事，开始主要
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
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学习。那时我普通话
水平不太好，慢慢听，慢慢提高。

1948年1月，台湾青年林东海和周明
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
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经
海路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由韩国仁川到
达胶东解放区。10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
介绍，一起到石家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

叶剑英得知林东海和周明报到后，专门
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俩共进晚餐。林东海将
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的感想进行了汇
报。叶剑英鼓励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
可选择。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
庭，但毅然参加革命，说明你的决心很大，

共产党欢迎更多像你这样的台湾青年参加革
命队伍。你要好好学习，当个好军人。”叶
剑英的殷切关怀和期望，使林东海受益匪
浅，终生难忘。在华北军大，林东海认真学
习，刻苦锻炼，各项成绩名列前茅。1949
年3月1日是林东海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
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配合解放台湾工作，台盟积极推荐台
湾青年到华北军大参军学习。1949 年 10
月，从台湾脱险而来的郑鸿溪、朱实、郑励
志等台湾青年在台盟的介绍下来到华北军大
长辛店分校。他们憧憬着不久将会随着解放
军解放台湾，再次回到家乡。

多年后，受到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热情
接待的郑励志回忆道：

“到了台盟，接待我的是郭炤烈同志(当
时任台盟华北总支部副主委)。当他知道了
我的来意，随即把我引见给正在该处办公的
谢雪红主席和杨克煌秘书长。当时谢雪红主
席身着人民装，和蔼可亲，她让我坐下来，
询问来到大陆的经过。我答以在台湾，在香
港，大学都读不成，希望在北京能实现读大
学的愿望。她说，“你的愿望是好的，可是
现在正规的大学早已开学了，我们现在的首
要任务是解放台湾，最近从台湾来了好多位
年轻人，我们都介绍他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华北军政大学，你也去那里吧，让我们一
起打回老家去”。我欣然接受她的建议。她
又告诉我说，“后天我们一起走吧”。

1949年10月16日上午，郑励志随谢雪
红、杨克煌、林铿生等一行五六人分乘两辆小
车，赴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行至卢沟桥时，
谢雪红叫大家下车。当他们面对宛平城的残
壁断垣，滔滔东去的永定河水，特别是桥石栏
上的几百尊精刻石狮，不禁心潮起伏。谢雪红

特别激动，她抚摸着石狮反复说，这里是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他们在中国
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近中午时，他们到达长辛店槐树岭。午
饭后，郑励志告别了谢雪红一行，独自到军
大第一总队接受入学考试，并被录取。第二
天，他带着行李到华北军大报到，行前向谢
雪红辞行。谢雪红一再叮嘱他：要学好本
领，打回老家去。

谢雪红等台盟领导十分关心台湾队学员
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写信给他们。她在信中
写道：“听说，你们成立研究小组，我是很
赞成的。可是，我希望要着重学习把握各种
政策，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平常考虑
各项政策应如何在台湾实行，研究具体办
法，这是最重要的。”当得知台湾队有些同
志身体很差时，谢雪红谆谆告诫他们：“我
特希望你们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
如身体不好，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出来，将来
的工作必然的时时刻刻都要忙，都要很紧
张，所以需要强壮的体力才能执行。以这样
说，你们不要以为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种

‘个人主义’，绝不是的，你们的身体已经不
是你们自己的，应该要好好的照顾。”

台湾队成立以后，学员们开始接受正规
教育。虽然他们平日里刻苦努力学习，但由于
大部分学员的普通话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
差异很大，不少学员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收获
甚微。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叶剑英专门致函中
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
籍干部杨诚同志去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
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杨诚来了以后，
按学员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选聘会讲闽
南语的教师来队授课，提高学员听课效果。当
时的台籍教员有文英、冯志坚、林云、朱天顺
等，他们和学员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很
多疑惑通过师生交流迎刃而解。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诚的工作予以高度
评价，在其鉴定材料中写道：“杨诚同志在
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
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
为感激。”田富达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
时，深情地说：“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杨政
委在台湾队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
但他对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
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台湾队学员和教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雪红和杨克煌专
程赶到石家庄看望全体台湾队学员，同时
找台湾队副队长廖先景和指导员张省吾商
量，说是台湾队学习快要结业了，大家就
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是否要在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时，派
几位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献锦
旗、表决心。“这个主意好！”廖先景和张
省吾一听连声说好。

经过商量，林东海、林云、陈增坤、
廖先景、郑森洲等战友被推选为台湾队的
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闭幕会上献旗。当他们走进会场
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廖先景
和战友们激动地走上主席台，把一面绣有

“愿在你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
而奋斗”的锦旗献给毛主席、朱总司令。

廖先景回忆道：“毛主席要我转达他对
台湾队全体同志的亲切问候，勉励我们要努

力学习、练好本领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
作 贡 献 。在 主 席 台 上 的 其 他 中 央 领 导
周恩来、刘少奇等都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问
候。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做梦也想不
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时期被强征去
当兵受尽折磨死里逃生，台湾光复后又被国
民党军队骗去当兵、再被送来大陆参加打内
战的我，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共产党员，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这不仅是我
个人的光荣，也是台湾队全体同志、台湾人

民的光荣。可惜由于我们的心情过于激动，
竟把战友们委托我在见到毛主席时代大家
问候的话忘得一干二净。”随后林云代表台
湾队学员向大会宣读了“打到台湾去，解放
全中国”的决心书。

台湾队学员献旗结束后，谢雪红、杨克
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等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台盟代
表，纷纷跑过去与他们亲切握手。李伟光回忆
道：“不仅是几位参加政协代表或台湾队同志
们的光荣，更是650万全体台胞的光荣。”

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
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林铿生、杨诚等陪同朱德
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
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
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
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
的。”那时天气已冷，朱总司令勉励的话语深深地
温暖了他们的心。

谢雪红接着指出：“目前的台湾，由于反动派
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施行残暴统治，人民的
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台湾人民都在迫切
的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解放你们的父母妻
子兄弟姊妹和你们的朋友们。”林铿生讲道：“中
央人民政府首长们对台湾的解放如此关心，我代
表台湾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同学们在军大
的培养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各位
同学们的收获，要把这带到台湾去！”林裕彰代表
学员表示：“我们要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完成艰
巨而伟大的进军任务。以解放蒋匪最后基地台
湾，粉碎美帝的侵略阴谋！”大会在热烈的口号声
中散会。

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毕业后，纷纷南下加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解放台湾做准
备。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
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
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致使解放台
湾的计划被迫停止。华北军大台湾队的学员们有
的投身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到华东革命大学继续
深造，有的转业到台盟工作，并逐渐成为对台工
作的骨干，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

“要打回台湾去”

1950 年 5 月 18 日，在华北军大毕业
的台盟盟员。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台盟盟员林东海 （右二）、林云 （左二） 与战友陈增
坤 （左一）、廖先景 （右三）、郑森洲 （右一） 等代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表达“打
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