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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盟》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由在海外（解放前）、建国前后三部分文章组成，共6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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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盟》

章节试读

1、《我与民盟》的笔记-第1页

        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2、《我与民盟》的笔记-第36页

        黄大能是黄炎培之子，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领导南京市民盟地下支部。1950年参加中国民
主建国会，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我与民盟》的笔记-第37页

        1946年4月间，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往南京，号称“还都”大事。民盟派我和罗子为先走一步，到南
京为民盟政协代表团筹备住所。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大小机关纷纷“还都”，购买飞机票和船票是非
常困难的，除非“走后门”。民盟有什么后门好走呢？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候，中共伸出了支援之手。

4、《我与民盟》的笔记-第3页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和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加剧，这时，我们按照华岗同志传
达的中共南方局的意图，多方面做龙云的工作，一是希望他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警惕，二是希望他和
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在云南的进步朋友保持联系。应该说，龙云是个懂得多方面应酬的人。据我所知
，他曾以不公开身份为条件秘密参加民盟，并和民盟的领导人单独有些联系。
楚图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

5、《我与民盟》的笔记-第5页

        1949年以后民盟内也确有一些争论，而且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责任，以及有些
民盟领导人想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相当不一致。此外，罗隆基当时还力图在民盟领导层
中排斥救国会的同志。民盟内部实现了以张澜、沈钧儒为核心的团结，在解放初期，在当时的形势下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党派，

6、《我与民盟》的笔记-第72页

        冯素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作理论研究工
作。1933年任上海"反帝大同盟"秘书长。1938年前后，任云南文化界抗敌协会理事会主席，"昆明文化
界宪政联合会"理事会召集人，《战时知识》半月刊主编，民盟中央委员，云南省民盟支部常委兼组织
部长。1949年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务长。
周恩来说，像民盟这样几党几派在一起的团体，各种意见不能完全一致是必然的，做到求同存异就行
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前第63页，，民盟四川省支部（即省委员会）设在成都，共有盟
员2000多人，成都盟员约占全省盟员的一半，这种情况ZJ是没有的，民盟大概还是较为一致的团体。
但这种思路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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