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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是展示黄炎培在过去的岁月里，为抗日，为创造和发展民建，领导广大民建会员，为争取
和平、民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披肝沥胆，不停奔波，不断奋斗，与时俱进的一生光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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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润生，1938年生，江苏南京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副主编，编审，主要著作有《实用编辑
学概要》、《邹韬奋传等，发表论文《与黄炎培教育思想》、《简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等近
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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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 以抗日救国为已任参加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组织“中国国难救济会”“一·
二八”淞沪抗战职教社逐步成为抗日团体七七事变与八一三抗战2 在国民参政会内外参政会的建立与
“遴选”为参政员对汉奸汪精卫的斗争促成一届四次会议取得成功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发动第一
次民主宪 政运动3 发起建立民主政团同盟皖南事变后的形势秘密发起发立民主政团同盟民主政团同盟
在重庆的公开活动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4 访问延安前后发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各党派要求建立联合
政府国共谈判破裂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推动国共恢复和谈促成重庆谈判成功5 创建民主建国会中国民
族资产阶段的处境与期望民主建国会的建立及其政治主张地立组织的建立和民建的宣传工作6 为政协
会议成功而斗争反对内战，为政协会议召开创造条件政协代表名额之争参加发盟代表团，出席政协会
议民建为推动政协会议成功而努力莆园寓所被非法搜查政协会议取得成功政协庆祝会与较场口事件7 
反内战　反暴政 拒绝参加伪国大8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9 参加筹备新政协 创建新中10 恢复国民经济　巩
固人民政权11 为社会主久改造作出重要贡献12 黄炎培的晚年与民主建国会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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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5年11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主张政府应在十天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并
在开会之前，国共双方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停止冲突。
11月9日，从参政会传来消息说，政府对制止军事冲突案，争辩甚烈。
同一大，周恩来、王若飞向民主党派领导人通报情况说，共产党已觅得蒋介石印发给国民党部队的《
剿匪手本》等，以致闷共会谈无结果；邵子说，第十—，战区发表反对内战宣言。
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认为，必须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对内战运动，制止内战的大爆发。
果不及时制止内战，政治协商会就开不起来。
他诚恳地希望民盟领导人研究和考虑。
　　黄炎培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由民盟出面发动重庆进步人士，联合召开反对内战群众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
并推动各地组织“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再组织“全国反对内战联合总会”，来制止国民党发动内
战。
　　经过紧张的准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
等二十几个进步团体于11月19日下午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礼堂联合召开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
成立大会。
各民主党派和经济、工商、文化界知名人士500多人参加大会。
黄炎培主持大会。
他首先报告了筹备经过，然后请尚丁朗诵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哪里》。
然后，工业家吴羹梅、民盟负责人梁漱溟、诗人郭沫若、教育家陶行知等相继发言。
大会在严肃、紧张、悲愤的气氛中通过了宣言和章程，选出代表二十几个进步团体的45人为理事、15
人为监事，正式宣告“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
接着举行第一次理事监事会议，选举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陶行知等为常务理事。
　　12月4日，民盟总部推定代表访问国共双方，敦促磋商，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即能召开。
　　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从延安飞抵重庆(董必武、王若飞两位代表已在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
　　12月24日，由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的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分别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
呼吁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主张凡《双十协
定》中已决定的事项，协力促其实行，尚未决定的事项，由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决定。
　　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建议国共双方1946年元旦立即停战。
　　12月31日，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
、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
　　经几度商谈，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根据停战协定，1月7日，由周恩来、张群(后改为张治中、徐永昌)、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委员会正
式成立。
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还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
令。
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
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于1946年1月10日同时公布。
　　至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经过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努力，国共代表多次商讨，国
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总算达成停战协定，就要实现停火了，政治协商会议也该开幕了。
　　根据《双十协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人员为以F四个方面的代表：(1)国民党9人；(2)共产
党9人；(3)民主同盟9人；(4)社会贤达9人。
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的代表由国民党同共产党双方协商确定。
但不久，国民党想到共产党可能会与民主同盟结成同盟，这样，国民党在会上就不可能占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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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了使它的拥护者在会议上能占多数，以便操纵会议，于是，便采取卑鄙伎俩拉拢青年党，并
妄图收买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企图拆散民盟和分化民盟代表团。
　　国民党通过曾琦等人唆使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并私下答应给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
。
在国民党的拉拢和收买下，青年党先是要求民盟在9个名额中分给它5个名额。
这个无理要求遭到民盟拒绝后，便表示坚决退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
国民党也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的要求，想以此来减少民盟的代表名额，以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中的地
位和作用。
　　为了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加强与民盟的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则坚决支持民盟。
周恩来等曾多次向民盟领导人表示，民盟原定的9个代表席位决不能减少，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
并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要加强团结，共同斗争。
　　由于国民党坚持青年党5个名额不能少，共产党坚持民盟9个名额不能动，通过反复协商，最后取
得妥协，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占5席；民盟仍占9席。
增加的名额，共产党主动提出自己让出2个名额，变为7席；国民党让出1个名额，变为8席；再增加2个
名额。
这样，政协代表人数就由36人增加到38人。
具体分配是：国民党8席，共产党7席，民主同盟9席，青年党5席，无党派社会贤达9席。
　　名额分配卜的斗争，是政协会议召开前的⋯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党虽然用收买的办法拉走了
青年党，却未能拆散民主同盟。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自己的席位照顾和支持同盟者的正确做法，既粉碎了国民
党拆散民盟和削弱民盟地位的阴谋，又使民盟深受感动，因而更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感情，
并决定和中共结成亲密同盟，实行全面合作，在政协会议上共同对付国民党。
10月19日，中共代表王若飞与民盟代表邓初民会谈，决定交换情报及资料办法，规定民主同盟嗣后收
得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及有关文化、教育、农民、工运等资料，一律另行抄送一份至新华日报资料室。
同时，新华日报资料室每周亦开送国际和国内问题等资料给民主同盟盟刊《民主》周刊社。
民主同盟的特殊文件及重要宣传品，亦由新华印刷品义务承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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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我研究黄炎培，是由邹韬奋“介绍”的。
邹韬奋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政沦家、出版家。
他在《经历》中多次提到黄炎培先生，称赞黄先生“指导青年时候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
”，特别是对《生活》周刊的“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的干涉”，表示非常感谢。
黄炎培是邹韬奋的挚友。
1944年7月24口，邹韬奋因患耳癌病死在卜海。
黄炎培闻讯极其悲伤，9月26闩，黄炎培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的追悼会，他在悼词中深情地说，韬
奋特长有三：真减、勇敢、专一。
后来，黄炎培多次撰文缅怀和纪念邹韬奋。
他们之间的友谊是超越生死而永垂青史的。
因此，我在写完《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后，就开始深入研究黄炎培。
　　我系统地阅读了黄炎培著作，我为他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品格所感动。
先后发表了《黄炎培的启示》、《简沦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　《〈中国教育史要〉与黄炎培
教育思想》、　　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哲学意义》等十多篇沦文。
　　南京大学姜平教授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丛书》，嘱我撰写《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
网会》。
我知道，是他对我的信任、鼓励和厚爱。
　　我从箧底寻出旧稿和—批资料，在炎热的南京“火炉”里，开始这部书的写作。
然后又遵照姜平教授的意见，作厂重大修改，三易其稿。
这里要向读者说明两点：　　一、在这部书里，为了突出黄炎培的政治活动，我只好将他的职业教育
理沦及其实践加以省略了，这是希望读者子以谅解的。
　　二、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实际是我在姜平教授指导下阅读和研究黄炎培著作和思想的过程，其中
包括许多民主党派史的著作，尤其是姜平教授的《是国民主党派史》和《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
资料翔实，沦述精湛．对我帮助和启发极大。
同时我在写作中也参考丁其他许多学者的著作，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谨此致谢!尤其感谢姜平教授
的指导和帮助!　　限于本人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盼读者批评指正。
　　俞润尘　　2001年7月31日初稿　　11月25日改定于南京石头城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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