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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安（1905—1930），又名陈
斌，湖南湘阴人。1920年考入湖南第
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 年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 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
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1927 年 9
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陈毅安和
李志强夫妇聚少离多，书信就成为他
们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
深爱着陈毅安的李志强，舍不得他流
血牺牲。陈毅安总是在信中耐心地开
导她：“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

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
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牺牲，那中国就
无药可救了。”

1929 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斗争中
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终于迎
娶了心爱的姑娘。但没过多久，又挥别
妻子重返战场。1930年 7月，担任红三

军团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8月
7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931年 3月，李志强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是陈毅安的亲笔字。把信拆开，
信封里却只装着两页白纸，她顿时伤心
欲绝。因为陈毅安生前与她约定，会把
一封没有写字的信交给战友，如果他牺

牲了，战友就会把信寄给她。
收到这封“无字家书”后，李志

强望穿秋水，再也没有等到丈夫的任
何消息。兵荒马乱中，她带着刚出生
的儿子东躲西藏，书信成为她的支撑
力量。1951年 3月，毛泽东亲自签发
新中国前十名革命烈士荣誉证书，陈
毅安名列第九。1958年，彭德怀为陈
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得伟大，死于
革命死得光荣！”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坐着轮椅去追梦
杨建平

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战略反攻后
不久，毛泽东就在1947年10月发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
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
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
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
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加快，中
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
河北阜平召开城南庄会议。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其
中第四、五条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
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
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
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
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
共同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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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表达了中
国人民的要求和意愿，也反映了各民主
党派和所有爱国人士的政治主张，成为
在新的革命高潮中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推动人民革命战争继续发展
的重大措施，更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党派合作共事，协商建国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

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
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
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
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
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
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
若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积极响应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香港的各界民
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
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
庐、陈其瑗等 125 人，留港妇女界何
香凝、刘王立明等 232 人相继发表声
明，表示拥护。旅居新加坡、马来西
亚、缅甸、法国、加拿大等地的华
侨，也纷纷发出通电，积极响应中共

“五一口号”。
8月初，毛泽东复电响应“五一口

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希望同
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召
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
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
讨论的问题等事项。

同时，中共中央派钱之光前往香
港，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
夫等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
筹备工作。钱之光等以“华润公司”
名义，从1948年 8月至1949年 3月先
后巧妙地从香港送多批民主人士进入
解放区。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茅盾、
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共30多人，同船抵
达东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还积极争
取陈嘉庚、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海外华
侨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各民
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齐集解放区，
为中共与各党派协商筹备新政协事宜
创造了便利条件，使新政协的召开有
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也造就了合作共
事的大好局面。

1948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同在
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第
一，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

“五一口号”第五项的民主党派、人
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23 个单位
的代表组成。第二，政协筹备会的
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
代 表 人 物 ； 负 责 起 草 新 政 协 的 文
件；负责准备新政协的正式会议。
第三，筹备会各单位有过半数(即 12
个)时，即可成立。第四，通过筹备
会各种决议的手续，一般的决议，
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少数
有不同意见的单位有不签名或退出
筹备会的自由，不加强制。《协议》
的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同主要民
主党派就筹备新政协的有关事宜取
得了一致意见，从而在基本原则上
完成了新政协的筹备。

1949 年 ， 在 河 北 的 西 柏 坡 村 ，
毛泽东在新年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
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
力。”他的话语中洋溢着自信：“中国人
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
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
怀疑了。”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
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
出：为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
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
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

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
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
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召
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
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
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
护。1 月 22 日，到达解放区的李济
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名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联名发
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
提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
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
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
中国之早日实现。”

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亦发表声明或
宣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号召。这表明各民主党派一致确
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
位，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
导，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得到
了充分的实现，从而为中国革命完全、
彻底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筹建新中国的大幕，缓缓地拉
开了。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假
“和谈”不抱任何幻想，但还是为实现
国内和平认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4月
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
团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
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反复磋商，
4月 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 《国内和
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由于国民党拒
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
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奋勇
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
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
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
的独立和完整”。

珍贵文物呈现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中国革命
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召集政治
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
件，都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
行组织和筹备工作。为什么使用“新政
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呢？周恩来解释
了其中的原委：“‘政治协商会议’是
我在重庆和王世杰谈判时他提出来的。
此人反动失败而去。‘政协会议’的名
字却被我们留下，再加上一个‘新’
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实际
上就是我们人民民主的统一阵线，包括
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是无产阶级领导
下的四个阶级的联盟。”

1949年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
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人民团
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毛泽东在筹
备会的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对这个
筹备会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说明：“完成
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

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
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
的建设工作。”

同时，毛泽东还满怀希望地预言，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
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
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
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
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
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
国。”

会议选举出21人组成的新政协筹
备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各单位代表参
加小组的办法》，规定设立 6 个小组，
分别进行如下工作：

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
及各单位代表名单。李维汉为组长，章
伯钧为副组长。

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
例。谭平山为组长，周新民为副组长。

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
为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

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政府方案。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
副组长。

第五小组，起草大会宣言。郭沫若
为组长，陈邵先为副组长。

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歌、国徽
方案。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茅盾为
副组长。

此次闭幕后，筹备工作由常务委员
会和六个小组继续完成。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的格局也在同各民主党
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协商大计的过
程中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明了即将建
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政权中的
地位以及这个政权的基本任务和国内
外政策。他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
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
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
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篇文章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系统思想，创造
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起，共同
构成建立新中国的基石，成为新政协
会议通过 《共同纲领》 的理论和政策
基础。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担任
政协筹备会主任的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
严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
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
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
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
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
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
大团结的会议。”

伴随着会场里爆发出的一阵又一阵
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那带着湖南乡音的
讲话在怀仁堂里回荡：“我们有一个共
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
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
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了。”

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 （1949 年 9 月

27日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国
歌未制定前以 《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
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这次会议
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
了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组 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

根据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及有关规定，9月
30日下午，大会选举在庄严而热烈的
气氛中进行。主席台旁摆放着9个饰有
政协会徽的红色票箱。大会执行主席刘
少奇查验票箱，监票人检视票柜后，投
票开始。监票人分20组，每组3人，同
时开票登记票数。

经576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投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
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为副主席；选举
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
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
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会议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
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前，《共
同纲领》 实际上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
用。《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
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
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
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
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而奋
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
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
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
组织形式。

以 《共同纲领》 的颁布为契机，
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
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发挥了
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形成了民主氛

围，这在新政权的建立初期显得尤为
重要。

会议闭幕的当天傍晚，在天安门广
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
宣读了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
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
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
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
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
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
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珍贵文物呈现“协商建国”往事
——从“五一口号”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黄黎

1949 年 ， 人
民解放军向全国
进军的同时，建
立新中国的准备
也在积极地进行
着。然而，新政
权 应 该 怎 么 组
建？要通过什么
样的途径？很多
人都在静静地观
望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选举票箱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代表的胸章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票

中共中央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
《
人
民

日
报
》
刊
载
的
﹃
五
一
口
号
﹄
。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
毛
泽
东
主

席
和
朱
德
总
司
令
发
布
向
全
国
进
军
的
命
令
。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的开幕词

《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油印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