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多党合作奋斗的革命典范黄鼎臣
王起鹍

周刊主编 杨 春
投稿邮箱：yc8291@sina.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69
本版责编 / 杨春 校对 /宋炜 排版 /侯磊

9
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周 刊

第1043期

1946年，黄鼎臣
加入中国致公党。同
年初抵达香港，并以
黄劈寰之别名与一
些致公党上层进步
人士酝酿筹划改组
致公党，整顿党务，
推进加入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并在中国
致公党“三大”当选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委兼组训部长。

黄鼎臣在长期
的革命生活中久经考
验，致力于统一战线
工作和民主党派工
作，为巩固和扩大爱
国统一战线，为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为促
进我国经济发展、政
治稳定、社会进步和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
出了可贵的贡献。

黄鼎臣是我们侨界的老前辈，又是致
公党中央原主席，任职致公党中央主席时
曾两次到厦门，他身材魁梧，脸上带着慈
祥的笑容，耳朵不好，常戴耳机，讲话声
音十分洪亮，统战部指派我陪同黄老在厦
门视察。黄老告诉我们，早在1919年，他
就到厦门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之后便满
怀拯民救国的热望东渡日本学医，那时的
厦门到处是破旧狭隘的小屋，污水横流，
蚊蝇肆虐。

1928 年 5 月 3 日，日军制造“济南惨
案”枪杀我军民4000余人，震惊全国。消
息传到日本，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集会游
行抗议日军暴行，随即成立“反日大同
盟”，黄鼎臣被选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多次集会游行中，身材高大的黄鼎臣经常
高擎旗帜走在最前头。

1928年夏，黄老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
被拘留并遭遣送回国，同年 9 月又因开展
反日大同盟活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爆发。迫于压力，
蒋介石阳奉阴违执行减刑 1/3 的把戏，黄
老服刑 4 年后，结束了他在上海的铁窗经
历，狱内中共秘密党支部给这位“海归”
的评语是：“艰苦斗争，表现很好。”组织
上最初计划让黄老退到中央苏区去工作，
后来考虑他是“海归”，又有公开行医的条
件，可以申请执照挂牌行医作为掩护，就
把他留在了上海。

为了申请行医所需的毕业文凭，组
织上同意黄鼎臣回广东海丰。当他拿到
文凭准备返沪时，上海的中共临时机关
遭到破坏迁往苏区，他和党组织失去联
系 ， 从 此 便 在 澳 门 、 广 州 、 桂 林 、 昆
明、重庆等地行医，其间在各地从事革
命活动。直到 1956 年，他才重新加入中
国共产党，而此时的他已经是致公党中
央的领导人之一。

老“海归”的赤子之心

20世纪20年代，黄老在日本留学和侨居
时，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甚一
日，回国后，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使他更加
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是民
族大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是极为英明的
政策”。这一政策，团结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一政策，动
员了广大群众投入抗战洪流。海外侨胞、洪
门人士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出钱出
力，为祖国的伟大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司徒美堂先生是美洲著名侨领、美洲致
公堂的老前辈，1941年被聘为“国民参政
会”华侨参政员，经香港转到重庆。在重庆
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现状，使他感到非常
失望。正在这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
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了司徒美堂，赞扬
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精神，鼓励他在美洲华侨
中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周恩来的关怀
和信任，使司徒美堂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
抗日的信心。

当时，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号召
“各地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战
争”。司徒美堂到重庆时，致公党中央干事
会的陈其尤正在重庆。陈其尤和黄老是留学
日本时的同学，又是海丰同乡，他们经常在
一起谈论时事，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
策，既分析时局，又商量如何多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做点事情。陈其尤赞同黄老的意
见，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司徒美堂的作
用，通过他推动美洲华侨支援抗日战争。通
过商议，他们请司徒美堂到黄老家里吃饭，
席间，司徒美堂介绍了美洲华侨的情况。他
说，华侨非常关心祖国的抗战，愿意为抗战
出钱出力，然而重庆的现状却使人感到忧
虑。政治上不民主，民族不能团结，这是最
可忧的。他又说，日本并不可怕，就怕我们
自己一盘散沙。他还谈到见到周恩来等中共
领导人，了解到共产党是全力抗日的力量。
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
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发扬政治民主，

维护民族团结。
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除了在美国宣传

抗战外，还先后到加拿大向侨胞宣传抗日救
国，并为抗战募集资金，当冯玉祥、杨虎
城、蔡廷锴三位抗日爱国将领去美国时，司
徒美堂和其他洪门人士尽力组织接待和保
护。

“南侨机工”是抗战中一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篇章。1938年10月，广州失守，东南
沿海的交通要道均落入侵华日军手中。连接
缅甸腊戌和中国昆明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
一陆上国际通道。陈嘉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旗帜，1939年2月至9月，新加坡南
侨筹赈总会组织3000多名华侨汽车驾驶员
和技术工人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大部分司机是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华侨。
在这条崎岖之路驾驶是十分辛苦的，司机得
病的很多，疟疾、伤寒、回归热等折磨着他
们，为了抗日，许多司机带病坚持开车，常
常有人晕倒在驾驶室里。黄老当时在昆明行
医，深深为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因此，
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治疗各种疾病。有的司
机对他说，缅甸那边物资堆积如山，运不过
来，你要快点把我治好，好为抗战尽力啊！
黄老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抛妻别子，
离开家园，日夜奔驰在这条髙原之路上，为
抗日默默地流汗、流血。“南侨机工”沿着
滇缅公路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成为华侨史上
的爱国壮举。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老担任了多方面的
领导职务，在全国政协、民主党派、中国侨联、医
药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
帮”后，1977年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活动，致公
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一样，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和任
务，成立了党派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黄老成为致
公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第一负责人。

1979年10月，致公党“七大”上，黄老当选
中央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黄老根据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结合致公党的实际，多
次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人士，为巩固和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四个现代化、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黄老十分重视致公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
80多岁高龄的他，分赴各省市指导恢复、建立地
方组织，使其在新时期能更好地发挥致公党的特色
和优势。他经常说，致公党以往的基础比较薄弱，
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而在过去没有能够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新时期，团结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的任务更繁重，应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
作，发挥自身优势。致公党从恢复活动时的300多
人，到1988年拥有成员8700多人，建立了不少省
市地方组织，而且成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都是比较
好的，年龄结构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新的成员、
新的组织，为致公党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
这为进一步发挥致公党的作用，为发展新时期的多
党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致力统战工作的楷模

黄鼎臣不但一生以周恩来为榜样，更
把周恩来当成挚友。黄老在回忆录中记
述：我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名。抗
战期间我在重庆行医，并担任新华日报社
医药卫生顾问，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
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给同志们看病，有机
会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
央南方局书记，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
团团长，公务极为繁忙。在曾家岩周公
馆，常见他和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同志
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建立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与各方
面人士接触，与各界进步人士的联系尤为
密切。那时各界人士常在郭沫若家里聚
会，讨论抗战形势，民族前途，国家的和
平民主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有一次周恩来
在郭老家里召开座谈会，他用从延安带来
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
感到带来的不仅是红枣和小米，而且是延
安人民的深情厚谊。

黄老在此次会上提出组织一个民族资
产阶级的政党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
同，当即表示说：“你的想法好。为抗战胜
利与和平民主，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组织
好。”周恩来还委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去联系
工商实业界人士。1945年，以实业界、知
识界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
立，黄老成了民建创始人之一，同时也参
加并筹建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黄老从那时起开始公开参加爱国统一
战线，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联系民主人士的
工作，在许涤新同志征求对今后如何开展
工作的意见时，黄老谈到自己与致公党上
层人士有接触，可以考虑自己以“侨”的
身份做联系致公党的工作，这个意见得到
许涤新同志的赞同，并得到周恩来的重视。

黄老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
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
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他都向党外民主
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正因为如此，党
外民主人士对周恩来都敬佩有加，言听计
从。黄老深情地说：致公党能够走向革
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
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一生以周恩来为光辉典范

黄老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可谓源远流
长，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澳门挂牌行医，当
时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陈其尤是他哥哥的
把兄弟，他曾经给予黄老支持和帮助，建立起
他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致公党的海外关系。

1946年 4月下旬，黄老应陈其尤的邀
请抵达香港，并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
公党。据黄老讲述，当时香港社会复杂，为
了避人耳目，仍然采用“歃血为盟”的古老
的入党仪式，用一根较粗的针，刺入左手中
指，让血从指头冒了出来以表“忠义”。第
七、八届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陆榕树回忆说，
1949年 3月，时任宣传部部长雷荣珂介绍
自己的入党仪式，是由秘书长陈演生审核后
拿出一根钢针，抓住他的左手刺入中指……
不过“三大”以后，这种“歃血为盟”的内
涵，表示为中国致公党齐心协力，始终不渝
地为祖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46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正式恢复
工作。1947年2月10日致公党中央以“干
事会”的名义向各地组织发出通告及函件，
确定代表大会开会时间。黄老积极协助陈其
尤、陈演生，酝酿恢复致公党总部和召开

“三大”事宜。在此期间，工作得到中共华
南分局连贯、饶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热情
帮助，并邀请进步人士作形势报告，使得党
内的同志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因此国民党
当局企图拉拢致公党，妄想变成他们的傀
儡，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国民党转向支持
中国洪门致公党到上海开会成立中国洪门民
治党。由于致公党人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
过交往，有较深刻的体验，认识到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因
此，在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帮助下，排除困
难积极加紧重组致公党，以便动员海内外洪
门人士、华侨支持和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解

放战争。
应当指出，致公党“三大”筹备期间，

1946 年 7月25日中国洪门民治党在上海成
立，同年10月23日据《大汉公报》报道：中
国 洪 门 民 治 党 主 席 司 徒 美 堂 分 别 拜 访
周恩来、李维汉、张君励、沈钧儒、孙科、
吴铁城等，劝告各方，共同协力，完成和
平。为了团结更多洪门人士支持中国致公
党，黄老奔赴上海，向海外洪门人士通报中
国致公党重组情况，包括美国纽约致公总堂
会长箫步云 （“三大”中央执委兼侨务部
长）等不少致公党人士回归中国致公党组织。

黄老说：1946年夏，周恩来两次亲赴
司徒美堂寓所晤面，向他介绍抗战胜利后的
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争夺抗战
胜利果实、制造摩擦，企图发动内战的伎
俩，并邀请美老赴解放区参观。后来蒋介石
发动全面内战，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美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遂毅然与
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

从1946年 5月至1947年 5月，重建致
公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黄老在干事会
上特别指出:“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革命
传统的爱国华侨政党，应该充分发挥华侨政
党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正式声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

内战独裁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干
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

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推动中国致
公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使致公党走上新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黄老起了重要作用。也
就奠定了中国致公党参加第一届政协和新中
国成立后的多党合作的基础。

1947年3月17日发表了《中国致公党
声明》，4月4日发表致公党反对美军继续驻
华声明。这些文件历数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
派发动全面内战的种种罪行，强烈要求美国
改正其对华政策，给美蒋反动派以巨大的冲
击，给中国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扩
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为致公党召开

“三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充
分的舆论准备。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
行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
一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6月9日，中国
致公党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
召宣言》。

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重要标志。

为“三大”召开助力奔走

▲1954年10月，黄鼎臣(后左六)陪同司徒美堂、陈其尤接待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的印尼、缅甸洪门人士。

▲1984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黄鼎臣在天安门
城楼上参加观礼。

黄老非常重视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1984
年和1987年，他不顾年事已高，率团应邀出访菲
律宾、加拿大、美国和牙买加，访问这些国家的华
侨华人社团和洪门团体，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广泛增进了友
谊。198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致公
党邀请了若干国家的洪门团体参加纪念活动，把曾
经亲“台”的传统洪门团体“请进来”，为促进两
岸交流“先行先试”。后来，不断扩大海外联谊工
作，邀请海外洪门团体和洪门人士到中国参访(我
也参与过接待)。在黄老的领导下，致公党大力动
员归侨、侨眷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三
引进”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也都是我目
睹和亲历的，在每次接待中，热情洋溢的讲话，宣
传祖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赢得了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赞誉。

1987年8月24日，我应邀列席致公党中央八届
中常会十六次（扩大）会议，聆听黄老的讲话，深深感
到他特别重视致公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注意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注意引进和培养新人的
工作，充实领导班子的力量。在此次会上，黄老还提
议辞去中央主席职务，推荐接替他的人选，以实际行
动为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贡献。他这种顾全大局，光
荣引退的高风亮节，令人十分敬佩。

黄老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一生，是鞠躬尽瘁
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兢兢业业为中国致公党事业
奋斗的一生。

黄鼎臣忠诚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识
大体、顾大局、讲团结、讲原则，为我国多党合作
奋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与党务工作委员
会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
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

▲1987 年 8 月致公党中央八届中常会十六次
（扩大）会议上，黄鼎臣提议辞去中央主席职务，推荐
接替他的人选，以实际行动为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
贡献。会后留影，前排左起：叶佩英、黄清渠、黄独峰、
伍禅、董寅初、黄鼎臣、伍觉天、许志猛、陆榕树、许乃
波、郑正仁、郑守仪（笔者为后排左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