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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尤其是在 30 年代

早期加入共产党之后，她的众多政治活动和言论，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她的

抗战思想转变在总体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建立抗日统一

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 

1931 年，宋庆龄回国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即爆发。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当时认为

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错误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

主义”的口号，并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由于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将主要精力用

于“剿共”和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宋庆龄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加入了共产国际。① 

对于抗日战争，宋庆龄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始终主张抵抗到底。一二八淞沪抗战爆

发后，宋庆龄赞誉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却仍不顾一切地“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②。

她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那样将十九路军按成分划为官兵两个阶层区别对待，而是亲往

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并在后方发动捐制棉衣运动，筹建伤兵医院，给十九路军将士以安

慰和鼓励。 

随着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接触日益密切，宋庆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

共产党渐趋统一。 

在这一阶段，宋庆龄抗战言论的主要特点是：将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并举，认为一切

军阀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主张直接发动人民抗战，借助民族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将抗

日与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并举，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一样具有瓜分中国的野心，

帝国主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攻苏联，主张反对英、法、美、日等一切帝国主义国家，

保卫苏联。 

1．“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教条地照搬了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

口号，宋庆龄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她主张民族解放事业必须与社会解放事业相结合，与“中

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相结合。③也提出

“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④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庆龄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领导抗日民主运动。她创办并领导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营救被捕爱国志士；她还参与了发起国民御侮自

救会的活动，号召“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

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⑤，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2．“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起，苏联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斗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在争夺殖

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中产生的矛盾，是消灭主张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国际

因而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武装保卫苏联。中国共产党忠于这一号召，为保卫苏联而将

斗争对象对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 

这一时期，宋庆龄也认为：帝国主义者世界大战的目的“是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

                                                        
① 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 年第 4 期。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7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01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99、100、136、132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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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侵略，与对苏俄的重新进攻。”①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

运动”，是为了“达到它最后进攻苏联的目的”，“它显然获得国际帝国主义的赞助，尽管帝

国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使英美对于日本的行动发生疑惧。”②宋庆龄因而也提出了“保卫苏联，

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这样的口号。 

宋庆龄在抗战初期之所以极“左”，除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影响外，也有她

自身的原因。孙中山生前认为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临终前最迫切的愿

望就是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消灭一切军阀。宋庆龄始终忠实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

和政策，因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许多契合点，所以宋庆龄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加入

了共产党。也正是上述契合点，使宋庆龄非常认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一切投降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与派别”的观点，她把国民党内的派别之争视为军阀内乱，强烈

表示反对所有军阀。 

孙中山的愿望是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客观历史所要求的，但是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

当时的急务不是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二、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向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一方面，日本在“塘沽协定”

后得陇望蜀，继续向我平津推进；另一方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

面。在这一形势下，为了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难关，1934 年 6

月 20 日，宋庆龄对外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纲领不再使用战争引发革命的理论，而是强调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

族危机，明显带有扩大统一战线的色彩。 

纲领不再强调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并举，片面要求停止进攻苏区，而是以中立者的姿

态，呼吁“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作战；纲领不再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

而将日本定位为唯一的敌人，并呼吁“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纲领不再强调阶级

对立，片面开展下层统一战线，而是以爱国和卖国为界限，号召“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

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事实上，六大纲领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提出了。1933 年 10 月 27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写信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列出了这一反对日本侵略的六条共同行动纲领。③很显然这是

来自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法西斯于 1933 年初在共产国际最重视的德国取得

统治地位，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它虽然没有改变下层统一战线的

策略，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战争引起革命的提法，而特别强调起以革命制止战争的问题

来。”④六大纲领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的微妙转变在中国问题上的体现。 

为了发表六大纲领，共产国际派代表尤金·丹尼斯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尤金

与宋庆龄“好几次长时间共进午餐”，他十分钦佩“孙夫人对新中国前景的看法。”⑤ 

1934 年 4 月 20 日午夜，中共地下党召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宋庆龄参

加了会议，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长的身份，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

基本纲领》为题，宣布了六大纲领。⑥ 

同日，上海临时中央亦发给各省、县委、市委一封秘密指示信，要求全党执行《中国人

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尽量争取一切名流、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

职业者，作为这一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或赞成人。⑦ 

不久，瑞金党中央指示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与宋庆龄接触，向她汇报江西苏区的困难

形势，取得她的帮助，在非共区内发起运动，以减轻被围攻的苏区的压力。是年夏，盛忠亮

约请宋庆龄在上海法租界一公寓大楼中会谈了将近 5 个小时，宋庆龄对苏区遭到的浩劫表示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98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32、12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第 9 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5、228、231 页。转引

自张喜德著：《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三次转变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7—258 页。 
④ 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7 页。 
⑤ 佩吉·丹尼斯著：《尤金·丹尼斯的一生》，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0 页。 
⑥ 张珏：《“老人节”回忆宋庆龄》，《红旗飘飘》第 27 辑。 
⑦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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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关怀，答应竭尽全力来帮助中国共产党。①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宋庆龄的威望感召下，有 1779 位各界人士在《中国人民对日

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6 月 20 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公开发表了六大纲

领，并同时发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

教、党派，一致拥护《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

革命战争。② 

但是，六大纲领的出台并不意味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想得到了纠正。除了六大纲

领之外，1934 年 4 月 10 日，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

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七条反帝统一战线纲领。③6 月 19 日，中华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纲领，并将

七大纲领整理为《反日统一战线五大纲领》。④ 

六大纲领与五大纲领在内容上有重叠的地方，但五大纲领仍然是中共“左”倾政策的

延续，纲领的第一条便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中国共产党将六大纲领

作为“全中国民众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抗日主张的最具体最鲜明的表现”⑤，所以六大纲

领在根本上还是中共为反蒋和走出困境的策略之举。从宋庆龄与尤金·丹尼斯和盛忠亮的谈

话内容来看，宋庆龄之所以同意出面公布六大纲领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她同样也没有根本

转变原来的观念。 

不过，六大纲领的公布的确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方

针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 

1935 年，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

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遵照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仍将蒋介石排斥在外，视南

京政府为卖国政府。 

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共（布）意识到在目前的

局势下，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抗日，国共必须为抗日实现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

相应反映，表示只要蒋介石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可以在抗日战线上与蒋携手。 

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同样发生了变化，并以她的特殊身份发挥了

重要作用。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途径，宋庆龄便

是其中之一。1936 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委派董健吾和张子华赴陕北瓦窑堡，向中

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董带回了毛泽东关于停

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 

同时，宋庆龄也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为中共联蒋而努力。1936 年 10 月，潘汉年向宋

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与潘

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⑥宋庆龄不负众望，

11 月 10 日，她发表文章呼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⑦ 

潘汉年当时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正值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

动各实力派签字。⑧宋庆龄、何香凝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

的活动。 

就在宋庆龄征集提案签名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庆龄原本支持

                                                        
①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 页。 
② 《红色中华》1934 年 9 月 21 日。 
③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第 43 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3 日第一版；《反日统

一战线五大纲领》，《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3 日第四版。 
⑤ 《尽力帮助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实现！》，《红色中华》1934 年 9 月 21 日。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1—62 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54 页。 
⑧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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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之举，她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曾通过救国会敦促张这样做。救国

会领袖章乃器早在是年 10 月就说过“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章被捕后，他的助手吴

大琨和夫人胡子婴“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① 

但是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就是否杀蒋的问

题产生了矛盾。杀蒋只会对日本最有利，认同这一严重后果后，宋庆龄准备发表声明，要求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内容上看，宋庆龄的声明显然源自季米特洛夫 12 月 16 日签署的致中

共中央电报。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

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②宋庆龄的声明谓：

“无论张学良的动机是什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因为它又将

国家引入内战的危险之中，而内战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

利。”③与共产国际完全否定张学良不同的是，宋庆龄的声明委婉地表示了对张学良的同情。

该声明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虽然中共对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一方

面表示因电报乱码不知所云而要求重发，另一方面又迅速修正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对蒋介

石的策略，而且宋子文、宋美龄也飞赴延安与共产党谈判，使得这一声明失去了发表的时效

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恢复总理三大

政策”的提案，1937 年 2 月，宋、何二人一起直接将提案交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

宋庆龄没有在南京出席会议，2 月 18 日，她在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

国报纸发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并附上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④宋庆

龄在公开信中主张结束训政时期、从早召集国民会议、集中人才、不拘党见、庶民众有实际

上参加政府之机会。她呼吁：“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不要使我们

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⑤ 

宋庆龄的提案并未能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这次会议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但会

议首次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敌

当前，国共终于携手共御外侮，宋庆龄激动地表示：“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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