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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邵力子先生1882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
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
他追随历史车轮的轨迹，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
一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邵力子先生素有“和平老人”的称号。
这是人们赞赏他一贯坚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的主张而给予他的称号，是对
他的称颂。
    在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及合作中，邵力子先生和周恩来同志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1925年夏，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邵力子先生出境时，他便毅然投奔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组织
领导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邵力子先生对于维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及准备出师北伐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在这次合作期间，国共两党曾进行过多次谈判：周恩来和邵力子，一位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位代表中
国国民党，两个人在谈判桌上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在两党谈判中，他们两位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友谊。
    1949年4月，邵力子参加了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
经过半个月的协商、讨论，最后形成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
但是南京政府拒绝签字，最终导致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时处北平的南京政府代表团讨论何时返回南京“复命”时，邵力子先生已经
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没落、注定要彻底失败，首先发言表示，坚决不再南返。
在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断时刻，邵力子先生坚决站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
从此，他开始了一生中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先生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但他心情舒畅，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参与协商国家大事，为社会主义事业
努力工作。
他的思想适应时代的进步不断前进，他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共领导人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邵力子之间的友谊也更加深厚。
    周恩来与邵力子的交往，肝胆相照，赤诚相见。
    周恩来与邵力子的友谊是真诚的、纯洁的，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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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入共产党又退出，加入国民党又退出，一生沉浮又号称“和平老人”——邵力子一身浓缩了中
国近现代史中复杂的党派关系。
但在其一生，他又与周恩来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本书以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和邵力子的党派、私人交往为视角，利用丰富的史料和历史细节，为读者解
开了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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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风，1935年生，河北省晋州市人。
1960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北京景山学校、中国曲艺家协会、国家科委(现国家科技部)人力资源研究所、国家人事部(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报刊社等单位工作。
历任《中国人才》杂志副主编、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著有《周恩来与张治中》《周恩来与邵力子》《培根》《曼德拉》《贝多》《伏尔泰》《托尔斯泰》
《马·．吐温《人比山高》《孙武与孙膑》等十数部人物传记和《列宁人才思想研究》《潇洒人生》
《把握住今天》《你怎样消费时间》《家庭人际关系》《国外婚恋漫话》等多部著述。
此外，还主编有《人才问题新思考》《新秀文论荟萃》《你怎样成才》《敢峰教育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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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实行国共合作。
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三大”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宣言”和“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①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推动国民革命运动；②中国共产党
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③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
。
25日，廖仲恺召集了100余人参加了国民党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孙中山给大会的专函。
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同意改组国民党，并制订了改组计划。
    中共“三大”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全力投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为了帮助孙中山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谭平山与瞿秋自在广州成立了指导小组。
同时瞿秋白、谭平山与胡汉民等人还共同草拟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中共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沈定一、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23人亦作为国民党代表
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决议”。
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以国共合
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政治纲领。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30多名成员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
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进一步重申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
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其中有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
工人代表邓培。
列宁询问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后，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
    1922年5月，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在目
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6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党人，在提交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项提案中，再次提出建立民
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这时，国民党人于右任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他认为“合则两益，离则两损
”。
    192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维辛斯基、马林等人，按照列宁的指示精神，同意实行国共
合作，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有这种意向。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党员，由于思想观念和志趣的一致，在办教育和办报纸刊物等
具体工作方面，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合作。
    1922年10月初，上海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师生在革命思潮影响下，因不满学校的办学方针
、混乱的管理制度和低劣的教学质量，驱逐了办学无方的校长，提出彻底改变东南高师“经营式之学
店”的要求。
同月中旬，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派了10名学生代表，到《民国日报》编辑部去找邵力子，希望他能
支持学生们的改革要求，并为东南高师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校长。
    为什么东南高师的学生们会求助于邵力子先生呢？
这是因为邵力子先生是一位极其热心的人。
他当时正担任《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的主笔，并经常撰写短评、随感录之类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主持正义，为群众鸣不平或解答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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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青年，不管是在婚姻恋爱方面，还是在求职、交友、处世方面有了难以排鳃的困难和苦闷，
都愿意找他倾诉或找他面陈求教，或写信直抒胸臆。
邵力子先生成了当时青年的朋友。
    邵力子当即答应了学生代表们的要求：“我动员于右任先生当你们的校长可以吗？
”    学生们自然高兴地说：“当然可以！
”“我们欢迎！
”    有的学生代表说：“于右任先生做我们的校长，您做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吧！
’，    于是所有的代表都齐声说：“欢迎邵先生做我们的副校长！
”    学生们为什么欢迎于右任和邵力子两人做他们学校的正副校长呢？
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不仅致力于新闻事业，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生活日报》、《民立报》等报纸，还致力于教育事业。
1905年9月，邵力子和于右任协助教育家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
后来改成复旦大学，邵力子曾出任国文系主任。
1910年，邵力子先生经于右任推荐还曾在西安“陕西高等学堂”教过西洋史。
于右任和邵力子二位先生在教育界的威望是很高的。
    于右任和邵力子经过慎重思考，他们又找了李大钊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商议，决定把“东南高师”改
办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并取名为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表面是一所私立大学，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合办，为国民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
于是他们二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东南高师学生们的请求，决定出任该校的校长和副校长之职。
    lO月23日，于右任、邵力子两人出席了“上海大学”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生动的演说，受到
学校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几天以后，于右任和邵力子又邀请李大钊和张继等在四马路的“同心楼饭店”共进午餐。
席问，很自然地又谈到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
    邵力子向李大钊诸位敬过酒之后说：“咱们‘上大’应着力为国民革命多培养一些专门人才，避免
类似俄国革命成功后，搞建设缺乏技术人才的状况再次发生。
”    李大钊说：“邵先生讲的话是很有远见的。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最感困苦的是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专门技术家，列宁不得不在旧有的、
资产阶级专家中寻求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其问不知经受了多少困难和危险。
”    于右任先生说：“社会改革家，不只是唤醒群众的觉悟，还要用知识、技术去培养人才。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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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是本社列入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图书。
初版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亲自作序，并指出：“编撰和出版这套丛
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
”丛书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
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
，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
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特别是为满足今日青少年学习历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长的需要，本社决
定修订再版此书。
在此，我们向给予此书诸多支持的作者们、读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华文出版社    2012年5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物传记系列>>

编辑推荐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
的欢迎。
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
，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
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这本《周恩来与邵力子》(作者舒风)是其中一册，以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和邵力子的党派、私人交往
为视角，利用丰富的史料和历史细节，为读者解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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