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副刊11值班主任/杨春 责编/李冰洁 校对/胡颖 排版/陈杰 邮箱/yc8291@sina.com

2024年 9月 25日 星期三

“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庆龄与人民政协

郑 瑛

1949 年 8 月 ， 宋 庆 龄 不 顾 病 体 难 支 毅 然 前 往 北 平 （今

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

龄 的 一 生 ， 始 终 与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同 频 共 振 ，

并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Z 政协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除了

承担大量国务活动，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和儿

童的文化、教育、卫生、福利事业中。

1954 年 12 月，宋庆龄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

会议。12 月 25 日，新华社电讯提及：“根据宋庆龄

委员代表主席团的提名，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这 时 ， 全 场 起 立 ， 热 烈 的 掌 声 和 欢 呼 声 经 久 不

息。”同日，宋庆龄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任职期

间，她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的一系列

重大方针政策，坚持团结和民主，积极引导各党

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

作用。

1955 年 6 月初，宋庆龄视察公私合营上海仁

德纱厂。在两天中，她听取纱厂负责人的工作汇

报，与车间主任、老年工人、青年工人、医务人

员、多子女母亲、托儿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进行

座谈，还深入车间、托儿所、厨房等处视察，并语

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搞好生产，为社会主义建

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努力。”

6 月 6 日至 11 日，宋庆龄在江苏松江专区 （后

所属各县划归上海） 视察，听取当地领导的工作汇

报，深入基层作调查；其间，她曾在泥泞的阡陌来

回步行 10 余里。6 月 10 日，宋庆龄身着淡灰色的

衣服，脚穿半高统的拉链雨鞋，视察全国水稻丰产

模范陈永康为主任的松江县 （今上海松江区） 联民

农业生产合作社，她同合作社骨干以及老年、青

年、妇女社员进行座谈，详细了解生产情况、经济

利益处理、新式农具推广、青年团作用、妇女地

位、农民文化学习和卫生保健等，并听取大家的意

见；接着，又到陈永康和部分社员家里访问，她在

临别前勉励大家：“希望你们努力生产，争取更美

好 的 生 活 ， 为 广 大 农 民 走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树 立 榜

样。”宋庆龄及时与当地领导共同研究分析所发现

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离开前还请他们吃水饺以

表达谢意；不久，她特意派人送上几本亲笔签名的

《为新中国奋斗》。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 发表宋庆龄的 《为了

社会主义，为了和平》，其中提及：“这次我视察江

南的农村和上海的纺织业以及社会福利事业。我见

到了许多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

和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

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

了五年计划建设胜利的保证。”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宋庆龄在云南进行 6

天视察。11 月 28 日上午，她听取中共云南省委和

省人民委员会 （即省政府） 的工作汇报，并详细询

问个旧锡矿工人生活和云南妇女工作情况；下午，

视察多地粮仓，检查粮食保管工作。29 日，她赴

晋宁视察云南省农业劳模李能担任社长的上蒜农

业生产合作社，听取合作社介绍发展过程，与妇

女干部促膝交谈，访问在田间劳动的妇女和农民

家庭，参观合作社抽水机站；在视察中，也了解

对烈军属、老弱社员、复员军人的帮助情况和社

内政治教育、福利事业，听取社员们的意见，勉

励大家努力保持先进、巩固合作社。其间，她还

曾视察少数民族的阿拉乡、云南烟厂、昆明珠玑

街的街道工作、竹器和五金等手工业合作社、保

育院等单位。在视察报告中，她谈了对当地农业

合作化、民族问题和保育工作情况的感受，并鉴

于视察的地方“妇女病相当多”“ 农 村 中 眼 病 也

多”“一般干部的卫生习惯也较差”，提出了“云

南省的卫生工作还需要加强”的意见。诚如李红

梅 《委员视察——体现政协特色的一项工作》 一

文所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1955 年 11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委员会联席会议

通过了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决定……

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庆龄率团赴云南进行视察，开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之先河。”

1958 年 6 月 14 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今

上海展览中心） 举行中国福利会 （前身为中国福

利基金会） 成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和展览。中国福

利会由宋庆龄创办并兼任主席，坚持广泛动员国

内外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士，从道义上和物

质上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维护世界和平

作贡献，也在妇幼保健卫生、少年儿童文化教育

福利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工作，扩大国际交

往和合作，这是她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

生动写照。此次庆祝大会收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

周 恩 来 、 时 任 全 国 妇 联 副 主 席 邓 颖 超 送 的 大 花

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香凝等由北京前来参

加 ； 在 会 上 ， 宋 庆 龄 发 表 讲 话 《永 远 和 党 在 一

起》：“新中国光明灿烂得像巨人一样站在东方。

中国福利会当初成立并为之奋斗的目的：建立一

个自由、独立、由人民治理国家的理想，已经实现

了……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

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这个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使我国人民

能够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惊天动地的胜

利……中国福利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和中国共产

党站在一起，将来也是这样。”

（作者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
随 着 解 放 战 争 的 节 节 胜 利 、 中

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 1948 年

4 月 30 日 ， 中 共 中 央 发 布 《纪 念

“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

口 号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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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成为创立人民政协、建

立新中国的一个动员令。对于“五

一口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海外华侨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

响应和普遍拥护。

面 对 我 国 民 主 协 商 的 新 曙 光 ，

宋庆龄以继续尽力支援解放区来表

明政治态度。如在“五一口号”发

布不久，她亲自推荐新西兰护士赴

解放区工作，并致函董必武：“根据

计划，布赖奈尔特森小姐作为新西

兰 对 外 救 济 团 体 联 合 会 小 组 成 员 ，

同伊莎贝尔·伊斯顿小姐以及其他

新 西 兰 人 一 起 到 你 们 的 地 区 去 工

作。除此而外，我们还请她作为中

国福利基金会的一名代表……”

1949 年 1 月 19 日 ， 毛 泽 东 、

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中国革命

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

末 日 ， 沪 上 环 境 如 何 ， 至 所 系 念 。

新 的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将 在 华 北 召 开 ，

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

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

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

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

导。”由于国民党当局进行垂死挣扎，

上海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宋庆龄身处

险 境 ， 她 经 慎 重 考 虑 作 了 这 样 的 回

复：“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

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

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

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

我 的 预 计 ， 蒋 介 石 是 无 可 奈 何 我 的 ，

请勿念。”

1 月 21 日 ， 蒋 介 石 宣 布 “ 引 退 ”，

由 副 总 统 李 宗 仁 代 行 总 统 职 。 2 月 2

日，李宗仁由南京抵沪，见到宋庆龄

时，欲请她以个人身份向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转达“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

龄立即拒绝，严正地表示：“我曾经明

白地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

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

个党的任何工作。”

2 月 20 日 ， 宋 庆 龄 再 次 复 函

毛 泽 东 、 刘 少 奇 、 朱 德 、 周 恩 来 ：

“ 请 接 受 我 对 你 们 极 友 善 的 来 信 之 深

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炎症及

血 压 高 ， 正 在 诊 治 中 ， 不 克 即 时 成

行 ”“ 但 我 的 精 神 是 永 远 跟 随 着 你 们

的事业”。

5 月 27 日 ， 上 海 全 境 解 放 。 第 二

天 ， 在 上 海 寓 所 （今 上 海 宋 庆 龄 故

居） 会见前来看望的史良时，宋庆龄

高兴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

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

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

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

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 年 6 月 15 日 ， 新 政 协 筹 备

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第一

次全体会议同时开幕，出席会议的

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 23 个单

位 的 代 表 共 134 人 。 毛 泽 东 在 会 上

发表讲话，其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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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 ， 毛 泽 东 亲 笔 致 函 宋

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

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

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

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

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

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6 月 21 日 ， 周 恩 来 也 亲 笔 致 函

宋庆龄：“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

当 蒋 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

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

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

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

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

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

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这 两 封 信 ， 均 由 受 中 共 中 央 指

派的邓颖超面呈，她与廖梦醒 （廖

仲恺、何香凝之女，曾任宋庆龄秘

书多年） 于 6 月 25 日抵沪，当天就

与宋庆龄会面。此时，宋庆龄正受

疾病困扰，如她在 6 月 14 日给王安

娜 （曾任宋庆龄的外文秘书） 的信

中说：“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

慢 。 昨 天 我 试 着 多 工 作 了 一 会 儿 ，

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倒。”

6 月 27 日 ， 邓 颖 超 向 毛 泽 东 报 告 ：

“有日抵沪，当晚孙夫人即约谈，其

情绪很兴奋，盼孙一定来平。但因

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据其

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今

日廖梦醒又往晤孙，谈话间颇感盛

情难却，表示考虑……”

廖 梦 醒 在 《我 认 识 的 宋 庆 龄 同

志》 中回忆：

第 一 届 全 国 政 协 会 议 快 要 开 会

了。毛泽东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

龄 同 志 来 京 ， 并 派 邓 大 姐 和 我 去

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

她。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的最伤心

之地 （按：孙中山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

在 北 京 病 逝）， 我 怕 到 那 里 去 。” 我

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

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

6 月 29 日 ， 邓 颖 超 又 来 到 寓 所 ，

同 宋 庆 龄 会 面 ， 说 明 中 共 中 央 和

毛 泽 东 、 周 恩 来 恳 切 盼 望 她 能 北 上 ，

共商建国大计，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经深入交谈，宋庆龄“立时

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北上。

6 月 30 日 晚 ， 中 共 中 央 华 东 局 、

上海市委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 年 大 会 。 宋 庆 龄 出 席 并 发 表 题 为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的祝词，她因身

体 抱 恙 ， 由 邓 颖 超 代 读 ， 祝 词 中 说 ：

“ 欢 迎 我 们 的 领 导 者 —— 这 诞 生 在 上

海、生长在江西的丛林里、在二万五

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

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

共产党致敬！”

鉴于宋庆龄病体难支，中共中央

于 7 月 1 日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

在宋庆龄北上时“备头等卧车直开南

京 ， 然 后 再 换 卧 车 ， 由 浦 口 直 开 北

平，并附餐车”。陈毅非常重视，指示

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组

织一列专车”。

8 月 26 日 ， 由 邓 颖 超 、 廖 梦 醒 、

管易文等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寓所出

发北上，她看见“沿途的城市、市镇

和乡村飞驶过去”“就感觉到，我们中

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

的条件都具备了”。据管易文 《忆毛主

席亲迎宋庆龄》 一文回忆：“偕同邓、

廖二位送宋庆龄赴北京。车到天津暂

停，由黄敬安排食住，同时打电话报

告毛主席。毛主席说，他要亲自到车

站去接宋庆龄。我们把专列到北京站

的时间与毛主席去接的时间安排得正

相吻合。”

8 月 28 日 下 午 4 时 15 分 ， 宋 庆 龄

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

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

子、廖承志等 50 余人的热烈欢迎，并

接受儿童献花。毛泽东与宋庆龄热烈

握手：“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

了。”宋庆龄高兴地表示：“谢谢你们

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

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

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

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和无党派

民 主 人 士 的 代 表 （含 候 补 代 表） 共 662 人 出 席

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精心的

会务工作安排，完全可以说是细致入微。据孙小礼

《亲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一文回忆：

1949 年 8 月，新政治协商会议 （9 月开会时改

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秘书处从

当年北平市高中毕业生中抽调 20 名党团员参加工

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我们一进入中南海，就

到了秘书处的议事科。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

75 人，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领导

决定由荆惕华和我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

到。在准备过程中，先达 （秘书处议事科副科长迟

先达） 同志对我们说：“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

字，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

钢笔。”

宋庆龄的报到处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记

得是在大会开幕前两天，约 9 月 19 日上午，宋庆龄

由管易文陪同着来报到了，她拿起钢笔非常工整地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9 月 22 日，也就是政协开会的第二天，人民日

报有一整版关于会议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宋庆龄

签到。

9 月 21 日晚 7 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宋庆龄穿着一袭黑色旗袍，

显得格外端庄秀丽，她步入会场一眼就看见主席台

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心中顿

感一种莫大的欣慰和振奋。当天，她和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89 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

员，并当选主席团常务委员；27 日，她是会议的

执行主席之一。

在会上，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发表讲话，

其中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

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

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

了最可靠的保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

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

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

民民主政府。”

她强调“发展生产是当前政策的基点”，并对

“政治方面”“文化教育工作”“国际阵线”等问题

进行阐述，还认为：“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

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

了。这种人民力量的结合，已经改变了历史的均

衡。这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世界亿

万人民的伟大力量。”最后，她又号召：“同志们，

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

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

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与会民主人士宋云彬的日记记录了会议情况，

其中说：“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

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

……”宋庆龄始终不改乡音，她那纯正的上海方

言，以特有的韵味吸引了大家。

这次会议代行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 6 人

为副主席，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56 人，还选

举由 180 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从此，

宋 庆 龄 作 为 国 家 领 导 人 之 一 ， 开 始 了 新 的 奋 斗

征程。

10 月 1 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

典，面对无数欢呼的群众，不禁激动万分，她在

《华北之行的印象》 中谈到自己的心情：“这是一个

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

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

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

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

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

会再回头，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

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据王

昆仑 《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战士》 一文

回忆：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

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

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同志同毛泽东主

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我站

在周恩来总理的身后……

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在雄壮的 《义

勇军进行曲》 代国歌声中，毛主席亲手把第一面五

星红旗升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

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历史的时刻，我看到宋庆龄

同志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一定想的

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实现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宋庆龄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时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