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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重庆，我国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得以创立和实践。
194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和积极争取下，由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旧政协
在这里召开，虽然其性质和今天的人民政协完全不同，但它在当时提供了民主与独裁、进步力量与反
动势力较量的重要舞台，而且创立了各党派共商国是的组织形式，开启了通过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民
主形式。
中国共产党和民盟还在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
两段佳话。
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
”
　　在重庆，我国民主党派组织得到建立和发展。
我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有“三个半”发祥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也就是民盟、民建、九三学社
和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特园还是民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诞生地。
从那时起，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作为重要政治力量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
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奋斗，并在政治上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在重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患难与共的传统得以孕育和形成。
特园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各界人士交流政见、讨论国事的重要场所，经常出现“座上客常满，樽中
酒不空”的盛况，被誉为“民主之家”，生动反映了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彼
此尊重、相互信任、真诚相待的感人事迹。
正是这种最广泛的团结、最真诚的合作，当中国面临向何处去，存在两种前途、两种选择的抉择时，
各民主党派等社会进步力量坚定地同共产党一道，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奔走呼号、不畏
强暴，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
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道
经受考验、一道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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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统一战线工作　　除了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斗争外，在政治上，中
共代表团积极活动，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宣传和贯彻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
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和会晤了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士，结交社会各界的朋友，努力争取中间力量。
从当政的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党政军负责人，到各中间党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闻界、实业界、戏剧
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等代表人物，不是亲自登门拜访，就是予以亲切热情的接待或约谈，向他们
说明重庆谈判的情况，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与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各国新闻记者也都有多次接触。
　　毛泽东充分把握了谈判的机遇，在重庆拜访了共产党的一些老朋友和以前没有机会见面的著名人
士。
他会见了小民革的主要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武等，仔细倾听他们反
映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备战的真实情况和对于时局的看法，谈古论今，对小民革的工作表示赞赏和
感谢，如认为他们经常提供的情况材料对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表示对争取国民党内进步势力
的问题十分关心，鼓励小民革努力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作。
他还会见了许德珩、‘劳君展、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等，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因而后来成立
了九三学社。
特别是对团结的重点对象民盟，毛泽东极为重视，会见了沈钧儒、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
鲜特生、张申府、冷御秋、罗隆基等，向他们及时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并征询其意见，宣传对民主的追
求，以至留下了“三顾特园”与民盟主席张澜坦诚相见的佳话。
8月30日，毛泽东一访特园，向张澜解释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
张澜认为问题提得“很公道”。
毛泽东又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情况，使张澜对解放区的新天地赞佩不已
，心驰神往。
9月2日毛泽东二访特园，一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又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他还在特园主人的纪念册上题词“光明在望”，互相勉励。
15日下午毛泽东三访特园，看望张澜并向其介绍和谈情况，揭露国民党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等问题上
恃强凌弱、专横霸道。
毛泽东告诉张澜，两党谈判已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大致获得
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量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
张澜听后，推心置腹地说：“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
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
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些干净土地”。
张澜还建议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
他还说：“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出来。
”毛泽东欣然采纳，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
于是，张澜于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表现出民盟更进一步靠拢共产
党的“和平、民主、团结”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大民众得以了解共产党的求和平反内战诚意，推
动了国共谈判，为促成国共和谈纪要的签字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民盟的重视还表现在对青年党、民社党的特别看重上，因为这两个党是组成民盟的最重要政党，当
时他们投靠国民党当局的面目尚未充分表露，共产党也就决计为民主大业再拉他们一把。
毛泽东曾专门宴请左舜生等青年党在渝中央委员，还特别邀请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讨论政治主张、斗
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
毛泽东同他们交换意见，涉及解放区政权及军队这一关键性问题，蒋匀田表示“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
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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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民主人士认识到共产党对重庆谈判的方针体现了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代表了全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们因而在谈判期间始终同共产党保持密切合作，抱有默契的态度，开始帮助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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