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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的三次革命转变

陈 伯 强

李济深是
“
著声的民主革命家
、

可敬的爱国主义者
” , “
同中共长期合作的者朋友
” , “
我们国家一位享有很

高声望的领导人
”

①
。

李济深坎坷的革命生涯
,

曾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转变
,

充分体现了他为祖国独立
、

统

一 自由
、

民主和富强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
,

以及他正视现实
,

顺应历史潮沉
,

迫求真理的奋进精神
·

本

文试就他的三次革命转变作一概述并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
,

有不妥之处望同仁们指正
。

一 李济深早年参加 了梦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
。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
,

他

所训练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威振南北
,

以 “铁军
”

狱誉
。

但后来随着
“
清党
”

和新军阀混战
,

这支战功煊赫的军

队终于被蒋介石肢解
。

1。湘年 3 月 1吞日
,

李济深突然被扣钾
, `
罪名
” ;是伙同李宗仁
、

白崇禧
.

分头发难
,

谋

叛掌旷
。

他被蒋介石
“

永远开眯党箱
” ,

剥夺了党政军木权
6

了月 “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作出决议
: `
李济

深恢复自由
”

②
。

但实际上他一直被软禁在南京汤山俱乐部
。

软禁期间
,

他曾写下 了这样的诗句
: “
丢 了 将

军印
,

问渠何所之 ?
”

③

九一八事变后
,

李济深获释
。

他坚决支持由他的 旧部改编的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
。

他受军委之托去北

平命令东北 义勇军南下协助抗战
,

但蒋介石私授该部
“

不要接受命令
”

④
,

并将十九路军调福建
“
剿共
” 。

李济

深对这种不抵打诚策深为不满
,

愤然离宁
,

赴南方联络两广和福建的民主人士
,
号 召并筹划抗日反蒋
。

蒋介石

勃然大怒
,

于 1 9 3 3年 10 月 23 日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议
,

又一次决定将李济深
“
永远开除党籍
” ,

并
`
交政府严

行拿办
” 。

李济深与陈铭枢等在 1 1月20 日发动了著名的
“

摇建事变
” ,
公开举起抗 日反蒋义旗
。

李济深
`
从此

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

⑤
。 `

这是他在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
。

事实证明
,

李济深这次转变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 ,
在 闽 变 期 间

,

他 与 我 党 驻 臼。代 表 潘 汉 年 就 政 治
、

军 事

、

外 交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广 泛 讨 论
,

对 我 党 有 了 新 的 认 识

。

闽 变 失 败 了

,

他 没 有 气 馁

。
1娜 5 年 7 月

,

他 同 陈 铭 枢 等 在

香 港 建 立

“

中 华 民 族 革 命 同 盟

” ,

坚 持 联 共 抗 日 的 立 场

。

次 年 秋

,

他 撅 钱 寿 康 到 西 北 与 我 党 联 络

,

提 出 了 一 份

《 抗 日 救 国 协 定 草 案 》
。

我 党 热 情 接 待 了 钱 寿 康

。

毛 泽 东 亲 笔 写 了 致 李 济 深 的 复 函

,

倍 赞 李 济 深 的 提 议 系

“

谋

国 伟 画

” 。

信 中 写 道

: “
贵 我 双 方 订 立 抗 日 救 国 协 定

,

实 属 绝 对 必 要

” , “
双 方 根 乳 协 定 一 致 努 力

,

务 达 抗
日 救

亡 之 目 的 而 后 已

” , “
中 华 民 族 之 不 亡

,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之 驱 逐 出 中 国

,

将 于 贵 我 双 方 之 协 定 开 其 端 矣

” 。

我 党

对
《 协 定 草 案 》 提 出 了 若 牛 修 改 意 见

,

请 钱 寿 康 带 回 商 量

,

并 希 望 李 济 深 努 力 对 南 京 当 局
“

督 促 批 判

,

责 其 更

新

”

⑥
。

不 久 发 生 西 安 事 变

,

李 济 深 与 我 党 采 取 了 一 致 态 度

,

力 主 和 平 解 决 西 安 事 件

。

他 于 12 月 15 日和18 日

连发两电给国民党有关各方
,

强 调 指 出

“

强 寇 压 境

,

危 亡 即 在 目 前

,

至 盼 号 召 全 国 所 有 力 量

,

一 致 对 外

”

⑦
。

在 整 个 抗 战 期 间

,

李 济 深 为 抗 日 救 亡 奔 走 呼 号

,

在 极 艰 难 的 条 件 下 坚 持 斗 争

。

他 在 力 所 能 及 的 范 围 内

,

保 护

了 廖 承 志

、

陶 行 知 等 一 大 批 我 党 干 部 和 爱 国 民 主 人 士

。

周 恩 来

、

董 必 武 对 此 事 曾 多 次 称 道 ⑧
。

二

、

杭 战 胜 利 后

,

正 当 国 共

.

两 党 在 重

庆

谈 判

“
和 平 建 国

”

大 计 时

,

在 白 崇 禧 的 一 次 家 宴 上

,

有 人 扬 言 要 用

武 力 解 决 中 共 问 题

。

李 济 深 在 席 间 表 示

: “
不 要 说 内 战 应 不 应 该 打

,

就 利 害 来 说

,

打 起 来

,

你 们 一 定 失 败

。

“
初 时 中 共 才 有 多 少

? 后 来 越 打 越大
,

现 在 华 北 有 百 余 万 人

,

你 们 如 柯 能 打

”
? l⑨白崇 禧 等 很不 以为 然
。

李 济

探 断 定 国 民 党 当 局
已 蓄 意 发 动 内 战

,

于 是 决 心 在 国 民 党 内 开 展 民 主 运 动

。

1 9 4 6 年 夏 天
,

内 战 乌 云 密 布

。

蒋 介 石 三 次 电 催 李 济 深 上 庐 山

“
议 事

” 。

李 济 深 抱 着 最 后 一 次 力 谏 的 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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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蒋 介 石 根 本 听 不 进 他 的 忠 言

。

李 济 深 奋 笔 写 了 一 封 十 九 页 的 长 信 给 蒋 介 石

,

尖 锐 批 评 他
风

民 主

和 策 动 内 战 的 政 策

,

题 诗 两 首 拂 袖 下 山

。

他 写 道

: “
庐 山 高 处 最 清 凉

,

为 恐 消 磨 半 热 肠

” ; “
纵 使 上 清 无 限 好

,

难 忘 忧 患 在 人 间

”

L
。

这 些 诗 句 抒 发 了 他 优 国 优 民 的 心 怀

。

李 济 深 从 此 与 蒋 介 石 彻 底 分 手

。

在 南 京

,

李 济 深 与 董 必 武 等 我 党 领 导 人 取 得 了 经 常 联 系

。

我 党 坚 决 支 持 他 的 正 义 立 场

。
1 9 4 7 年 2 月 下

旬
,

国 民 党 当 局 悍 然 下 令 驱 逐 中 共 代 表

,

并 肆 无 忌 惮 地 扩 大 内 战

,

导 致 国 共 正 式 破 裂

。
3 月 9 日

,

李 济 深 在

香 港 发 表 了
《 对 时 局 意 见 》

,

指 出

“
现 在 中 国 危 机 加 深

,

每 叫 个 对
同 亲 负

有 责 任 感 的 人

,

都 应 该 勇 敢 的 站 出 来

说 话

,

同 样

,

国 民 党 本 身 危 机 更 大

,

每 一 信 仰 总 理 遗 教 的 党 员

,

亦 应 该 不 客 气 的 起 来

,

改 正 党 内 反 动 派 的 错

误 政 策

,

不 应 消 极 放 任 听 其 错 误 到 底

,

误 党 误 国

,

弄 到 同 归 于 尽

” 。

声 明 提 出 了

“
政 府 必 须 放 弃 武 力 统 一 政

策

”

等 七 项 意 见

。

李 济 深 的
《 三 九 声 明 》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

。
5 月 间

,

国 民 党 中 常 委 会 议 竟 以 李 济 深

“
有 背 党

纪

” 、 “
诵 毁 蒋 主 席 及 政 府

”

的 莫 须 有 罪 名

,

决 议 予 以

“

惩 处

” ,

并 下 令

“
全 国 通 缉

” 。

李 济 深 又 第 三 次 被 蒋 介 石

南
永 远 开 除 党 籍

” 。

李 济 深 没 有 屈 服 于 压 力

。

年 底

,

正 当 反 动 当 局 强 令 解 散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时

,

他 在 宋 庆 龄

、

何 香 凝 等 支 持

下

,

勇 敢 地 创 建 了

“
中 国 国 民 党 革 命 委 员 会
” ,

团 结 了 国 民 党 内 广 大 爱 国 民 主 人 士

,

严 正 宣 布

“
脱 离 蒋 介 石 劫 持

下 的 反 动 中 央

” ,

同 反 民 主 势 力 作 针 锋 相 对 的 斗 争

。

这 是 李 济 深 第 二 次 重 大 的 革 命 转 变

。

他 对 国 民 党 中 的 反 动

派
已 不 再 存 任 何 幻 想

。

对 李 济 深 的 进 一 步 转 变

,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恨 之 入 骨

。

他 们 在 一 份 内 部 报 告 中 写 道

:
李 济

深
“
妄 图 联 合 奸 匪

,

组 织 联 合 政 府

,

叛 迹 显 著

,

且 向 国 外 与 华 侨 间 大 肆 宣 传

,

耸 人 听 闻

,

实 可 目 为 李 之

`

人 民 政

府

’

野 心 之 再 度 表 现

”

@
。

我 党 和 广 大 人 民 则 热 情 地 欢 迎 李 济 深 的 转 变

。

周 恩 来 及 时 向 全 党 发 出 指 示

,

强 调 指

出

:

对 李 济 深 等
“
改 变 立 场

,

拥 护 我 党 行 动 纲 领

,

公 开 反 对 美 蒋

” , “
采 取 欢 迎 态 度

”

O
。
一

基 于 季 济 深 转 变 带 来

的 影 晌

,

国 民 党 当 局 在 对 他

`
惩 治

”

的 同
时

,

又 派 人 到 香 港 去 活 动

,

对 民 革 成 员 进 行 利 诱 拉 拢

、

分 化 瓦 解

。

但

在 我 党 影 响 下

,

在 全 国 革 命 洪 流 激 励 下

,

李 济 深 与 民 革 其 他 领 导 人 一 起 作 了 坚 决 抵 制

,

使 反 动 派 的 阴

`

谋
未

能
得 逞

。

三

、
1 9 4 8年

,

中 国 人 民 的 革 命 战 争 已 经 达 到 了 一 个 转 折 点

,

革 命 与 反 革 命 的 较 量 到 了 最 后 决 战 时 刻

。

李

挤 深 发 生 了 最 为 重 要 的 第 三 次 革 命 转 变

。 `
由 于 革 命 形 势 的 推 动 和 他 自 已 的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

终 于 使 他 逐 步 接

受 了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

走 上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道 路

.

L
。

年 初

,

美 国 政 府 曾 向 冯 玉 祥 露 骨 地 表 示

: `
只 要 你 们 不 要 共 产 党

,

我 们 就 不 要 蒋 介 石

” , `
我 们 美 国 政 府

,

愿 意 帮 你 们 的 大 忙

,

用 钱 用 军 火 有 的 是

,

@
。

冯 玉 祥 写 信 告 知 了 李 济 深

。

他 们 役 有 上 当 受 骗

。
5 月 1 日

,

毛

泽 东 特 泥 潘 汉 年 送 交 一 封 亲 笔 信 给 李 济 深 和 沈 钧 偷

,

提 议 由 三 党 联 合 发
轰 声 明 号 召 举 行 新 的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

讨 论 成 立 民 主 联 合 政 府 ⑧
。

5月 5 日
,

由 李 济 深 领 衔 十 一 位 民 主 人 士 联 合 发 出 向 全 国 的 通 电 和 致 毛 泽 东 复 电

,

丧 示 热 烈 响 应 我 党 的 五 一 号 召

。

这 是 李 济 深 第 三 次 转 变 跨 出 的 至 为 重 要 的 一 步

。

为 了 配 合 和 推 动 人 民 解 放 战 争

,

加 速 新 政 协 的 召 开

,

李 济 深 积 极 开 展 了 对 吴 化 文

、

程 潜

、

陈 明 仁

、

傅 作

义 等 国 民 党 将 领 的 劝 说 工 作

,

鼓 励 和 带 助 他 们 举 行 起 义

。

辽 沈 战 役 胜 利 结 束 时

,

李 济 深 在 致 毛 泽 东

、

朱 德 贺

电 中 热 烈 写 道

: “
贵 党 领 导 有 方

,

奋 斗 不 懈

,

造 福 国 家

,

实 至 伟 大

”

L
。

这 是 他 首 次 明 确 承 认 中 共 领 导 地 位

和 作 用 的 表 示

。

此 时

,

南 京 政 府 正 在 作 拼 命 挣 扎

,

企 图

“
划 江 而 治

” ,

造 成

“
南 北 朝

”

局 面

。

他 们 一 方 面 佯 装 与 我 党 谈 判 和 平
;

另 一 方 面 揭 力 引 诱 李 济 深 去 南 京 所 谓
“
主 持 大 业

” ,

或 者 由 他

“
造 成 第 三 种 力 量

,

以 制 造 反 共 舆 论

”

L
。

中 外 反 动

分 子 还 散 布 诺 言 锐

,

李 济 深 将

`
出 任 临 时 联 合 政 府 主 席

” ,

阴 谋 挑 拨 他 与 我 党 关 系

。

李 济 深 面 临 着 考 验

,

然 而

他 坚 持 了 正 确 的 立 场

。

他 在 香 港 答 记 者 问 时 明 确 指 出

:

关 于 出 任 联 合 政 府 主 席 的 说 法
“
均 属 不 确

” 。 “
我 认 为

南 北 朝 的 局 面 是 不 可 能 的

。

蒋 政 权 的 崩 溃 一 定 是 全 面 的 崩 溃

”

L
。

他 亲 笔 写 信 并 托 人 转 告 李 宗 仁

、

白 崇 禧

。

信

中 写 道

:
我
“
相 信 共 产 党

、

毛 主 席 是 真 正 为 国 家 民 族

、

为 人 民 谋 利 益 的

,

一 切 稍 微 具 有 一 点 正 义 感

、

民 族 感 的

人

,

都 应 赞 成 和 拥 护 他 们

。

也 许 有 人 以 为 过 去 曾 经 反 对 过 共 产 党

,

现 在 怎 么 能 够 合 得 来 ? 过 去 是 过 去 了
,

历

史 是 向 前 发 展 的

,

我 们 也 要 向 前 看

,

莫 要 向 后 看

。

我 自 己 不 是 也 反 对 过 共 产 党 吗 ? 但此 二 时 彼 一时 也
。

过

去 不 认 识

,

今 天 认 识 了

,

只 要 现 在 我 们 所 作 所 为 有 利 于 人 民

,

有 利 于 建 立 一 个 独 立 自 主 的 富 强 的 新 中 国

,

就

会 化 敌 为 友

” 。

力 劝 他 们

“
当 机 立 断

” 、 “
向 人 民 靠 拢

”

L
。

李 济 深 的 这 番 话

,

严 于 解 剖 自 己

,

言 出 肺 腑

,

可 谓

’

语 重
心
长

,

极 尽 仁 义

。

(下转第 7弓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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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当

时

的
中

尾 井
产

党

里 辉 还
珍 在

幼

年 时 期

,

但 在 把 马 列 主 义 的 普 遍 原 理 同 中 国

革 命 的 具 体 实 践 结 合 起 来 方 面

,

已 经 做 了 一

些 工 作

。

党 正 确 地 提
出 了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民
丰

革 命 纲 领

,

并 在 此 蓦 翔
l

_

上
同

可
民

党
建 立

丫 革

命 统
一

战 线

,

从 而 大 大 加 速 了 革 命 的 步 伐

,

使 革 命 取 得 了 伟 大 的 胜 利

。
一

也 是 在 这 个 正 确

纲 领 的 基 础 上

,

逐 步 形 成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总 路 线 的 基 本 思 想

。

以 李 大 钊 为 首 的 中 共 北

方 区 委

,

正 是 在 这 个 光 辉 思 想 的 指 引 下

,

在

北 方 地 区 实 现 了 对 各 革 命 阶 级 的 政 治 领 导

,

调 动 千 百 万 革 命 群 众 参 加 了
轰 轰 烈 烈 的 革 命

运 动

,

在 中 国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史 上 写 下 了

伟

大 的 篇 章

。

尽 管 北 方 的 革 命 薄 动 与 全
国
的 革

而
运 动 一
祥 在 后 莱 出 规 了 面 薪 犷

一

但 廷 次 革 命

在 中 国 北 方 辽 阔 的 土 地 上 播 下 的 革 命 火 种

。

大 质
来 革 命

烹 典

的 继 组

举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

’

注 释

:

① 《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选 集 》第 1 集
,

第
400 页
。

② 《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选 集 》 第 2 集
,

第 30 页
。

③ 《 政 治 生 活 》 第 5 6期
。

④ 《 李 大 钊 文 集 》 (下 )
,

第
8 2 4
、

5 3 3
、

5 3` 页
.

`
、

⑤ 《李 大 钊 文 集 》 (下 )
,

第
8 7 5
、

8 7 6
、

87 7页
。

⑥ (( 京 报落
, 2 9 2 5

年
12月 2 9 日
。

⑦ 《 政 治 周 报 》 第 2 期
,

第
1 页
。

⑧ 上 海 《 民 国 日 服 玩 注 ” 5年 招 月
·

4
渝 乞

勿
《申 报 》

,
1匀2 5

年 招 月
1 7日
。

·
今 嘴
峪
扣 洲 从 峥 伞 补 洲 铸 岭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拐 冲 十 洲 峥 妇 冲 幸

今 今 今 幸 今 今 今 冷 今 今 小 洲 沁 幸 冲 李 冲
种
令 招 吕 岭 今 加 洲 冲

.

(上接第 1 26 页 )

一
:

1 2月 1 6 日
,
`

李
济
深 冲
破
了
各
种
势 力 的 重
重
包
日

,

级 悠 秘 密 离 港 奔 赴 解 放 区

,

参 加 我 党 领 导 的 创
津 娜

中 国

的 伟 大 事 业

。

海 船 经 过 孙 中 山 早 年 就 读 过 的 玛 丽 医 院

,

航 行 五 天 始 出 台 湾 海 峡

,

在 灯 塔 指 引 下 日 夜 兼
哪

驶 向 大

连

。
海 上 时 而 风 平 很 静

,
时 而 恶 浪 突 起

。

李 济 深 与 同 行 的 民 主 人 士 心 潮 翻 腾

,

不 时 交 谈 着 从 辛 亥 革 命 到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走 过 的 艰 难 曲 折 的 航 程

。

他 在 沈 雁 冰 的 手 册 上 不 无 感 概 地 写 下

: `
前 进

.

1 前 进
, 努 力 卫 努力 1

,

。

里 年 初抵 达 解放 区
,

.

他 在

一

个

声 明

中

强

栩 指

出

:

中 国 革 命

.
必 须 在 中 国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 中自共产党领导之下, 才 有 不 再 中 途 夭 折 的 保 征

”

⑧
。

这 个 结 论 正 是 他 奋 搏 一 生 找 到 的 真 理

,

是 他 继 承 和 发 扬 孙 中 山 不 断 前 进

的 革 命 精
神

的 结 果

.
- ’

-

新
中 国

建 立
后

,

李 济 深 担 任 了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重 要 翻 导 职 务

,

一 直 致 力 午 祖
国 统 一 事 业

。

在 他 与 世 长 逝 前

的 因 天
,

写 下 了 他 生
俞

未 竟 的 遗
瓜

`
十 年 国 庆 万 年 红

,

衡 旅 光 辉 永 照 中

.

我 与 全 院 宏 愿 在

,

及 身 要 见 九 州

同

。 ”

O
·

注 释

:

① 《人 民 日 报 》 1 9舫 年 n 月 7
日
`

② 国 民 党 中央 政 治会 议 1 89 次会议纪录
。

见 于

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 馆

。

③ 《 李 济 深 诗 文 选 》 第 4 页
。

④ 《 李 济 深 诗 文 选 》 第 14 8页
。

⑥ 林 伯 渠
: 《 李 济 深 先 生

,

永 远 安 息
胆

界 ))( 1” 9

年 10月 1 2 日 )

⑥ 《 毛 泽 东 书 信 选 集 》 第 70 页
。

勿
《 李 济 深 诗 文 选 》 第 43 页

一
⑧ 谢 和庚

:

侧
乙
李 济 深 》见 《 纵 横 》 1 9

舫 年 第 1

期
。

⑨
:

《李 济 探 诗 文 逸 》 第 16 8页
。

L 《 李 济 深 诗 文 选 》 第 拐 页
。

O 欢关于李济深等虑立你
`
国 民 觉 苹 命 委 员

会

’

的 报 告
》 l( 驭公年

一
3 月 al 日) ,

原 件 存 上 海 市 摘

案 馆

。

心
《 周 恩 来 选 秦 》 、 上 卷 )始 28

顶 一
: 一

0 林伯渠
: 《 李 济 深 先 生

,

永 远 安 息
吧 l)) (宝托 ,

年 10 月 : 含日 )
-

O 冯玉样
: 《 我 的 生 活 》 第 秘 。军

.

0 《 毛 泽 东 书 信 选 集 》 第 301 瓦

L 香 港 《 华 商 报 》 1 9
铭 年 u 月 5习
`

0 粼
李宗仁回忆录》
·

L 东季 济 探对 美 英 记
.

者
谈 新

政 协

与 新
政 府

》
,

香 港 《 华 商 报 》 1 9 48年 11 月 3 日
。

L 黄 启 汉
: 《 1 , 4 9年
`

和 谈

,

的 回 忆 》 ,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 第 67 辑
。 ` ·

O 《 李 济 深 诗 文 选 》 第 76页
。 ’

一

函

`

《 中 瞥 国 民 党 革 命 委 员 会 对 于 时 局 声 由 沙

1̀舰 . 年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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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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