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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月初  邓照民从香港返渝，随即与肖泽宽在江津碰头，传达中共上海局钱瑛指示：工作重点必须从农村转向城

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学校工厂，防止敌人破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

义。上海局决定，成立川东特委，由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民任副书记。 

1月1日  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献词提出，全国同胞将走尽黑暗历程，

而踏进光明大道。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人士应各个准备以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

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最近的将来，新政协一定召开，制订促进各阶层合作的共同纲领。 

同日  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声称愿意商讨“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他所说的“恢复和平”，是以保存

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等“五项条件”为前提。 

同日  新华社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妄

图以“和平”手段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用革命的方法，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是月  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1月6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元旦文告说：蒋介石曾经破坏了结束内

战的机会，蒋介石提出的两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抨击蒋介石“并不真正要和平”。此时张澜

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 

1月7日  台盟发表时局声明，坚决反对陈诚主台。台盟的声明说，南京政府命陈诚主台，蒋经国为党部主委，是

去年10月中旬陈诚借口养病来台时，就布置了的，也是反动派决不愿投降人民，在加紧布置后路而决心挣扎到底的铁

证。陈诚的主台必然要全国解放，取得真正的解放，对垂死的反动派只许它接受八项条件的无条件投降，否则必须向

它作战到底。 

1月10日  民盟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痛斥蒋介石的“和平”阴谋。 

1月14日  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提出了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

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谈判条件。指出，只有在八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否则就是虚伪

的反动的和平。 

    1月中旬  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委托，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会

议。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

东并与严、雷作了彻夜长谈。 

1月16日  袁翰青、黄国璋、杨人楩等10余名教授，应傅作义宴请，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问题。 

1月21日  民盟总部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的声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声明略谓：“实现和

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词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

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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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等55人，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后，联名发表《我

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郑重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新中

国之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对李济深等表示诚挚的欢迎与祝贺。 

同日  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任代总统职，并致函民盟中央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表示他“决以最大之

努力谋和平之实现”。希望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一致主张，力加赞助”，作和平调解。 

同日  民进也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

将被灭亡的命运”。指出毛主席代表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是和全国人民的要求相符合，也是真正人民民主的

和平的基本要求，是被牺牲的广大人民最低限度的要求”，“除表示我们极端同意，还相信全国人民也一致地支持这

些条件，并要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一致联合起来，坚决迅

速实现全部条件。”《宣言》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正确，表示今后一定要走彻底革命道路。 

1月24日  章伯钧、彭泽民、丘哲联名发表书面谈话，反对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 

1月25日  东北备界举行欢迎民主党派人士大会。马叙伦在会上发表演说，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平民主

的八项条件。 

1月26日  九三学社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同日  许德珩、袁翰青、杨人楩、劳君展、黄幽璋、樊弘、薛愚等九三学社人士和北平文化界其他民主人士共30

多人，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拥护毛泽东八项主张。 

1月27日  民革在沈阳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揭露美帝国主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与国际干涉阴

谋。号召党内爱国民主分子，拥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于时局的主张及八项和平条件。 

同日  张群、邵力子往上海虹桥疗养院专访民盟主席张澜，希望张澜重新出面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张澜断然表

示：“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作调解人。” 

1月31日  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许德珩、劳君展等应邀到前门箭楼上欢迎解放军。九三学社袁

翰青、杨人楩、薛愚、黄国璋、樊弘、黎锦熙、方亮、储安平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均留在北平。 

2月  农工民主党向全党发出指示：大力开展城市的组织工作和民主活动；掌握地方人民武装；策反国民党军人起

义；扩大宣传，安定人心，保护一切地方公物、资产、财产；组织城乡人民迎接解放军。 

2月1日  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各地会员书。他们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揭露蒋介

石的求和是“以虚伪的和平，蒙蔽伪统治区人民，造成政治进攻之势，冀得片时喘息之机。”号召全体会员为全部实

现毛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而奋斗。要求全体会员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们联合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

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与其首领蒋介石”。 

2月2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复马叙伦等55人，对他们联名发表的《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欢迎。并指

出：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2月3日  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和沙千里、沈志远、罗叔章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同

胞书，呼吁上海人民团结起来，坚定意志，伸出铁拳，无情粉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和谈阴谋，为全部实现毛主席所提

出八项和平条件而努力奋斗。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总

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 

2月中旬  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托林伯

渠带交给马叙伦、许广平。信中说：“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惟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己。兹乘林伯

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2月15日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在上海处境危艰，中共上海地下党劝他离开上海。经王纪华等人的安排，在

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引导下，化装乘船去香港。同行的有姚维钧、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 

2月19日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盛丕华等一行乘船抵达香港。徐伯昕等到码头迎接。中共在香港负责人潘

汉年、夏衍至如云旅馆访晤黄炎培。 

同日  民主建国会港九分会举行成立大会，由何民麟主持。会上，黄玠然报告了筹备经过，盛丕华报告了民主建

国会的宗旨。大会最后选出负责人，因情况特殊，名单未予公布。 

2月20日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会谈。 

2月21日  乡村建设派主要领导人梁漱溟在本日上海《大公报》同时发表《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及《敬告中国共

产党》两文。前文指责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中共八条之第一条惩办战犯问题所抱的态度，主张：（一）“凡是国民党

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作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先生引退下野，闭门思过”。

（二）“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国家人民所遭损害，同深疚歉”。今后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

题，“决不用兵”。（三）由国共两方之外的公正人士采集证据，“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剧者究是哪些人。再经

过公开审判和辩论，即为定谳，永垂史乘。”后文“敬告”中共方面“要容纳异己”，“不要用武力”，略谓：“如

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既没有联合，亦没有民主。” 



2月23日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及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盛康年、林大棋、辛德培、潘公昭、李葆和、

何民麟、黄鼎如等在香港集会，商谈民主建国会的性质问题。提出该会的特性是代表民族工商业的企业者，它是政治

性的集合体，它的行动方式是团结合作。 

2月24日  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从是日起罢教3天，并通电国民政府，呼吁改善待遇。随后

成立争取师生员工温饱委员会，开展罢课、请愿、绝食、义卖、募捐等活动，声援教职工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 

同日  台盟公布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关于处理台湾问题的意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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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是中国的一行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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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帝国主义干涉台湾问题。(三)台湾解放后，应立即建立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自治，省县市长一律由人民直接选举。本省居住民不分省籍、党派、性别，除由法律剥夺

或停止公权者外，均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人民政府之官吏以及其他公教人员的任免，

保有最后决定权。(四)在全国统一币制以前，对于台币的存废或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本省人民代表会保有最后决定

权。(五)在全国未实行全国规模之经济统制以前，本省人民代表会对本省各种企业及进出口贸易统制，保有最后决定

权。(六)从日本政府接收之敌产——公私企业、银行、房地产，要归国有或省有，应重新调整，本省人民代表会保有

此项决定权。(七)居住本省之弱小种族(高山族)享有平等之权利，不受任何差别歧视；各种族得在现住地域建立各自

治单位。 

2月25日，李济深等自东北沈阳抵达北平。民革中央委员会机关暂设在北京饭店办公。 

2月26日  马叙伦以民进常务理事身份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举行欢迎民主人士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代

表全体民进会员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致敬。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来

到北平和留在北平的各方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代表。九三学社许德珩到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在中共主席

毛泽东领导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 

2月28日  民进在北平举行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

平、严景耀、雷洁琼等6人。会议举行了3天。马叙伦、许广平两位常务理事首先汇报和总结自1947年春第五次会员

大会以来进行的各项活动和会务情况，接着与会者各自报告到解放区后的见闻与感受，最后研讨了今后工作。这次会

议标志着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民进因环境关系而被迫处于隐蔽、分散状态的阶段业已结束，恢复了正常活动。 

3月   黄鼎臣奉命北上，进入解放区，同先期到达东北的陈其尤等人汇合，一道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3月5日  民盟总部由香港迁至北平，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推定中常委沈钧儒、章伯

钧为总部临工会负责人，吴晗、辛志超、沈志远任秘书，同时宣布民盟香港总部即时结束。 

3月7日  民盟中央临工会上书毛主席，报告本盟中央由香港迁来北平，并向毛主席表示敬意。 

3月10日  民革中央领导人为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等在沪横遭非法逮捕，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并紧急号召

在反动统治下的工作人员，更加积极、坚决起来，迎接人民解放军的渡江。 

3月14日  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座谈会，座谈北平解放

后大学的教育管理问题。 

    同日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等人偕姚维钧、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一行，乘船离开香港赴天津，转赴北

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3月25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入北平。马叙伦、周建人

等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召开民主人士座谈

会。 

同日  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等人由天津乘车抵北平，中共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负责人在六国饭店举行

欢迎会，欢迎黄炎培等人。 

3月31日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经济界人士在北京饭店举行座谈会。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章乃器、黄炎培、施复

亮、盛丕华、吴羹梅、胡子婴等参加。与会者就上海市经济接管问题及物价、金圆券、贸易、工商政策、劳资关系、

房地产、农林水利、外贸等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 

3月－4月  在南方的九三学社成员梁希、潘菽、涂长望、张西曼、金善宝、卢于道、侯外庐等，在中国共产党人

安排护送下到达解放区。 

4月1日  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来北平，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举行和平

谈判。和谈期问，李济深、谭平山等民革领导人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多次接触、访谈，为争取和谈成功，积极进行工

作。 

4月2日  南京4月1日发生镇压学生示威的“四一血案”。重庆学生成立“四一血案”后援会。 

4月2日  民进决定筹建上海分会，推定徐伯昕为总部驻沪代表负责联络。由赵朴初、谢仁冰、李平心、冯宾符、

宓逸群负责筹备。 

    4月3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陈其尤等，

对国共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 



4月4日  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发表联合声

明，反对美、英、法、意等12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谴责美国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

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4月6日  民革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分别通令本会各级干部与各地同志，着将各地部队分别并入当地人民解放

军，接受人民解放军的统一指挥与统一领导，并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与编制加以改编。望各地同志，依此指示与当

地的人民解放军及游击部队接洽进行。其为别具野心，甚至对于群众关系不好者，则显系与人民为敌，都与本会无

关，本会不能承认。 

4月10日  重庆32院校500余人举行“四一”烈士追悼会。重庆47所院校学生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从18日起罢课

3天，21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同时，决定成立重庆市学生争取生存联合会。 

4月12日  民主建国会成立在北平的常务理事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对去年11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常务理

事会上所作的授权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3人“处理总会一切会务”的职权终止；并决定在北平的会务暂由办事员

吴羹梅、孙起孟负责处理。 

4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招待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盛丕华、俞

寰澄、包达三、张絅伯、吴羹梅、胡子婴、杨美真等人嘱勉他们为解放上海效力。 

4月17日  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电文中说：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

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请你们考虑在没

有占领上海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参加工作。 

4月22日  张四曼等由中共安排参加“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团”，前往东北。相继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

北10个大城市的工业、农业、卫生、文化教育和基层群众组织。 

    4月22日  马叙伦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坚决支持毛

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  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常务理事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在常务理事会无法召开会议期间，由黄炎培、盛

丕华、章乃器、吴羹梅、孙起孟组成5人小组，代行常务理事会的职权。 

4月23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4月20日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各民主党派于4月23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竭诚拥护。 

同日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孟宪章、笪移今等参加并协助推动各界签名，拥护巴黎世界和平大会。 

4月24日  马叙伦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南京

解放。 

4月26日  李济深主席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报说：“京沪解放，前线各地区必有假借本人或民革中

央名义招摇者，烦请电知前线司令部代为公告，令其停止活动，听候敝会中央处理。” 

 4月28日  周恩来、林伯渠邀请民进理事座谈，讨论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前途问题。 

    4月29日  马叙伦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的身份，通过新华社向上海人民发表广播

讲话，号召上海各阶层人民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 

 5月11日  重庆市立一中、二中、女中、市商校、市农校等7校教职工代表在市一中开会，决定成立重庆市中等

学校教师联谊会，并酝酿总罢教。 

5月12日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炎培之子黄竞武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

于18日被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5月13日  省立重庆中学、省立高工、省立川东师范等7院校教职工决定14日起无限期总罢教，并派代表赴重庆绥

靖公署请愿，要求增加工资。 

5月14日  四川教育学院、省立高工、川东师范校等8所院校教职员罢教、罢工开始，并向当局提出改善遇待的6

点具体要求。 

5月17日  重庆4千多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增加公费，增加配给。 

5月19日  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张轸在湖北金口率部起义。李济深主席致电予以慰勉。 

5月25日  民主建国会在《商报》馆发表《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号召上海市民勇敢地一致站立起来，协

助人民解放军做好接管上海的10项工作。 

5月26日  周恩来邀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张絅伯、阎宝航、胡子婴、包达

三、王绍鏊、杨美真、酆云鹤等人共进晚餐，商谈民主建国会的前途和分工问题，一致同意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

干，包括公营企业者”为对象的方针，明确了民主建国会的分工。 

同日  毛泽东主席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设晚宴招待黄炎培。商定由黄炎培电请陈嘉庚、冷遹来北平参加新政治协

商会汉。 

5月27日  上海解放。民进留沪同人根据总部指示精神，于当天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庆祝上海解放，并号召全市

同胞做好慰劳人民解放军、救护伤员、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接收、协助新政府机关救护难胞、检举潜伏战犯和国民党



特务、防止反动分子破坏捣乱等八项工作。 

5月28日  民盟负责人张澜、罗隆基、史良、闵刚侯等在沪12位民主党派人士发表联合声明，热烈庆贺上海解

放。并严正声明，中国人民革命乃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若有任何国家的政府或党派，仍然冀图支

持中国的残余反动力量者，中国人民必视之为敌。 

同日  民主建国会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在红棉酒家举行座谈会，由新从解放区返回上海的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施复

亮等报告解放区见闻及中国共产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5月29日  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干事会，会同在沪的总会理监事举行会议，商定将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

工作委员会”以适应解放伊始的工作需要。选举胡厥文、章元善、陈巳生、施复亮、辛德培、范尧峰、朱德禽、莫艺

昌、何萼梅、陆亚东、周庚为常务委员；章元善为驻委员，杨卫玉为对外发言人。 

同日  张澜在上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庆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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