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立即得到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
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拉开了多党合作的序幕。

1948年5月1日，台盟在香港出版的
《新台湾丛刊》第6辑，开卷首篇为标明
“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新华社电讯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
一”劳动节口号》，第二篇题为《一个响

亮的号召》。这是最早发表“五一口号”并
予以热烈响应的刊物。

《一个响亮的号召》一文指出：“中共中
央在纪念今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除
了又一次提到巩固与扩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
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外，并郑重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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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这一响亮
的战斗号召，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

疑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呼吁：“一切
爱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和社
会贤达，必须在这个胜利的前夜加强各方面
的工作，加强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更虚
心地去征询和收集他们对于将来人民代表大
会和联合政府的意见，准备好一切迎接新形
势到来的必要条件。让我们为担负起历史所
赋予我们这一代的重要任务而胜利前进吧！”

署名为“一个台湾人民”在《响应伟大
的号召》文章中明确表示：“今年劳动节由
中共中央发布出来的纪念口号，是给全中国
人民的一个奋斗指针，而对蒋管区的全体被
压迫的人民，无疑的也是一个鲜明的标志，
全国人民无一不在希求一个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赶快实现。所以听
到这个伟大的口号，我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
民都必须立即更加团结起来，为着争取全国
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8年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
胞书》,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指出：

“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
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
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
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
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
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
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
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同时，
台盟表明了强烈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政
治态度。《告台湾同胞书》强调：“美帝国主
义者又为了准备反动政权垮台后侵占台湾之
计，拉拢少数亲美分子，阴谋‘台湾分离运
动’，以‘反蒋不反美’为目标，来分裂中
国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台湾民主阵营的混乱
状态，台湾的手脚正被国内外强盗捆绑得动
弹不得，而且连喉管都被拢住了。在这种情
形之下，我们不但要反蒋，更加要反对美帝
的侵略。‘反蒋不反美’不但不能解放台
湾，反而促进台湾成为美帝的殖民地。”

迅速响应“五一口号”

“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迅速响应“五一口号”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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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年 前 的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
发出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的号
召，得到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
士热烈响应。当
时，刚成立不久
的台湾民主自治
同 盟 迅 速 响 应

“五一口号”，积极
推 动 新 政 协 运
动，北上参与筹
备新政协，为新
中国的成立作出
了应有贡献。

“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个行
动的具体内容，就是邀请、部署和组织民主人士前往解放
区，筹备和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在香港开展的新政协
运动，为民主人士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 1948年 9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安排下，
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海陆两途北上赴解放区，参
与筹备新政协。为了完成好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中共香
港分局在香港工委下成立了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这个小组
由5人组成，具体分工是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
责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物的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
饶彰风负责接送工作。

1949年2月16日，谢雪红、李纯青以及宗教界人士
吴耀宗等人离港北上。一个星期后，谢雪红一行到达朝鲜
的南浦港，再从南浦乘火车前往平壤。在平壤，他们参观
了一些名胜古迹。几天后，在朝鲜政府的护送下，他们离
开平壤，经过中朝边境的新义州，越过鸭绿江大桥到达安
东（今丹东）。“瞬间车已到桥的另一端，我解放军战士笑
容可掬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啊，过了国境线啦，进了家门
啦，大家都欢呼起来，谢雪红环顾着大伙，咯咯地笑出声
来。”在安东，谢雪红一行参观了造纸厂、橡胶厂和托儿
所后，乘火车到了沈阳。在沈阳，他们参观了许多工厂，
生活方面被照顾得很周到。3月7日，东北人民政府专门
安排一列专车开往北平。

3月10日，谢雪红等人抵达北平。在新政协筹备会
第一次会议上，谢雪红以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副主
席的身份出席，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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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台盟就由原来的地方性政治团体，成为全国性
的政治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经过广泛协商，最终
确定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
（候补代表）作为台盟代表出席新政协。

1949年9月7日，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周恩来在北京
饭店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的报告，指出：“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
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
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

‘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周恩来代表中
共中央对台盟的肯定，使谢雪红等台盟代表备受鼓舞。
他们围绕重要文件认真讨论，忠实履行代表职责。据李
伟光回忆：“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草案于 7日夜里送来，我们六个代表于 8日一
早就开始讨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会议通
过主席团提议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谢雪红在共同纲领
草案整理委员会，杨克煌在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
会，李伟光在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田富
达在宣言起草委员会，林铿生在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
员会。

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7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重
大变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
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的序幕。与此同时，解放区的土地改
革运动方兴未艾，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
主运动日益高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
二条战线已经形成。进入 1948 年后，
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人
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已经曙光在前。

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
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
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当时担任
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随即给中共中央
发来一封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
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
情发布。电报引发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
视和深入思考：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
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
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中国共产
党人的政治主张、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
候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提供了这样
的契机。于是，毛泽东指派胡乔木等人
着手起草“五一口号”。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书记
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
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
《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口号共23条，其中第5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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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并非一个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筹备建
国工作正式启动的标志。

当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中共中
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新华广播
电台同日进行了全文播放。5月 1日，
《晋察冀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
号”。5月2日，《人民日报》等解放区
各大报纸也在头版刊发。

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

聚集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
和组织下，多次召开座谈会，围绕新政协的
性质、影响、任务以及召集者、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充分发表意
见建议，迅速掀起了一场以筹备新政协会议
为核心内容，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
国为目的的新政协运动。

当时，台盟总部派出许多干部，到香
港各地访问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
说明目前国际形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发
展情形，及新政协与台湾的将来等，极力
推动新政协运动，获得了各人民团体及各
界开明士绅的赞成和拥护。据《华商报》
报道：“七月四日，台盟邀请各人民团体
内的进步干部及各界士绅，在某地开过一
个广泛的座谈会。各人意见总结如下：
（一）出席各团体及社会贤达一致拥护中
共号召，准备派代表参加。（二）未参加
团体，今后共同努力劝其参加并广泛征求
人民意见。（三）扩大宣传‘新政协’的

意义，同时发动群众斗争，配合新政
协运动。”

1949年 2月 24日，在纪念台湾人
民“二二八”起义两周年前夕，台盟
向新政协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表
达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其中指出：“台
湾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即必须
实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台湾是中国一行
省，台湾未得到解放以前，不能称为

‘全国胜利’，不得停止军事进攻，同
时也不容许任何外国帝国主义干涉台
湾问题。”

积极推动新政协运动

▲1948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报》全
文刊载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

▲1949 年 7 月 16 日，《华商报》 关于台盟展
开新政协运动的报道。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
强、林铿生 （候补）。

台盟首席代表谢雪红在大会上发言

▲1948年 5月 1日，由台盟主办的
《新台湾丛刊》 刊发 《一个响亮的号
召》 和 《响应伟大的号召》，迅速响应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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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谢雪红代表台盟在会议上发言，表示：
“将要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根据中国人民
的要求和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
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
全支持这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
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9月27日，田
富达代表台湾高山族人民在大会上发言，他激动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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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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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田富达回忆：“当时我心情很
激动，一方面感到自己作为长期受内外反动派凌辱的高山
族同胞，今天能在国家的最高讲坛上发表意见，这是破天
荒的事；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新中国，我们高山族才能有‘出头天’，才能和汉族同胞
一样享有平等权利。”

1949年10月1日，谢雪红等台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
楼，与天安门广场30万人一道，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从此，台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建立新中
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