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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
它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胞书》 （通称“八一宣言”）影响下，组织起来的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
1936年5月31曰至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
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949年12月在北京开会宣告结束。
　　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挺身而出，抵制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反对日本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大力奔走呼号，起了巨大
的启蒙宣传作用。
国民党政府出于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极力摧残救国运动，并悍然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
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投入苏州狱中，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
事件，由此而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营救浪潮，并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线之一。
“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内形势丕变，国民党转向抗日，“七君子”始被释放出狱。
　　救国会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战争进程和社会进步，均起了不小作用。
同时给共产党输送了大量的抗日救国青年，对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救国会倡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并积极参与了营救“七君
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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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阐述救国会的历史，兼及其代表人物的言论思想，对研究民国史和现代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的历史，中间势力的历史，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以及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
，加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帮助；同时对当今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的建设，也有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本书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史料、日记、档案、报刊资料、回忆、访谈录和部分日文资料，对救国会和救
国运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束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等，作了较全面的叙述和较深入的探讨，评价力求客
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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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天度，男，5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编委、蔡元培研究会理事、沈钧儒研究会顾问等职。
1992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撰写主编的主要著作有：《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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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第一节　救国会成立的时代背景　　一“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的侵华活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并形成一种潮流。
1932年10月，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
墨索里尼抱有巨大的帝国主义野心，企图重新建立新的罗马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侵略扩张行动，先
后侵占了希腊科尔岛，征服利比亚，进攻埃塞俄比亚。
此外，在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
　　在亚洲，日本在二十年代末期，法西斯势力控制了军部，实现了军部法西斯化；军部要挟内阁摒
弃政党政治，建立军事独裁。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它的侵略目标首先指向中国的东北。
l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向日本呈送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根本政策》（即《田中奏
折》），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强调：日本要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权利是“第一大关键”。
因此，1931年9月18日它在沈阳向中国军队挑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
1932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
活动，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布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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