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望 1949：为新中国奋斗 

 

立场坚定 支持解放事业（1949年 2 月） 

 

1949 年 2 月 1 日，上海各大报刊头条均刊登了李宗仁昨日来沪拜访宋庆龄的消息。春

节刚过，李宗仁便于年初三（1月 31日）一早偕随员程思远等人搭乘专机赴沪。 

 

妄图划江而治的李代总统此行目的有三：一是会晤居住上海的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包

括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各位无党派人士，推请他们北上与中共接触；二是挽留孙科内阁，

希望孙院长勿将行政院迁往广州；第三便是亲自邀约宋庆龄“赴京（指南京）为和平努力”。 

 

记者对前两项事务均有具体报道，但苦于对李宗仁与宋庆龄的会谈不知详情。 

 

《申报》报道： 

 

总统府人士对李代总统在沪访晤孙夫人之情形，拒绝透露，记者询以李代总统曾否邀请

孙夫人前来南京，该人士答称：孙夫人健康仍欠佳，且连日此间气候恶劣，恐短期间甚少晋

京可能。 

 

 
1949 年 2 月 1 日，《申报》报道李宗仁来沪 

 

总统府之所以不向媒体做具体透露，是因为宋庆龄当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李

宗仁的邀请。 

 

1 月 31 日下午三时半，与孙科、吴铁城等举行的重要会议尚未结束，李宗仁便中途早

退，驱车分访宋庆龄和何应钦。 

 

对于那次在宋庆龄寓所的谈话，李宗仁随员程思远多年之后有具体回忆： 

 

1949 年 2 月 2 日（误，应为 1 月 31 日），李宗仁专机去上海挽留孙科内阁仍返南京，下

午偕我去拜访宋庆龄，希望她以个人身份到北京（时名北平）一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李谋

求和平的诚意。宋仍一本初衷，拒其所请。她说：“德邻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



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

纸造谣：说蒋介石下野，宋庆龄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20 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

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变更。” 

 

 

1965 年 10 月 5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李宗仁 

 

1965 年 10 月 5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右起：程思远、徐冰、

李宗仁、宋庆龄、郭德洁、石泓、张晓梅 

 

1 月 31 日，发生了一件比李宗仁来沪要重大得多的事情，上海媒体却没敢大肆宣扬。

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

的胜利在望。 

 

在这样的形势下，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四人组成的“上海

人民和平代表团”于 2月 14 日抵达北平，22日飞抵石家庄，当日下午抵达西柏坡，受到中

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2 月 24 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

日上午，离开北平南归。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同行要员合影。由左至右：老外交家颜惠庆、前大法官江庸、前



北京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邵力子、李宗仁顾问甘介侯 

 

1949 年 2 月 22 日在石家庄接见和平代表的毛泽东 

 

就在代表团南归带回毛泽东致李宗仁信的同时，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复函正由中共地下

党员华克之带回复命。 

 

1949 年春节期间，柳亚子女儿柳无垢收到金仲华自香港来函，说将有一位王先生来找

她，要她帮助他。2 月的一天早上，柳无垢正准备出门上班，那位“王先生”来了。“王先

生”交给柳无垢一封信，要她当面交给孙夫人。 

 

中共中央 1 月 19日指示电中提到的“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并非柳无垢，而是中

共地下党员、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柳无垢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她曾经在

香港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深受宋庆龄的信任和关

爱。 

 
1948 年 9 月，柳无垢与儿子柳光辽在上海合影 

 

香港沦陷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柳无垢陪伴父亲逃离了香港，后应金仲华之

邀进入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她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

胜利后，美国战时情报局改名为美国新闻处，总部迁到上海。在上海，柳无垢等金仲华手下

工作人员同他一起被调往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1947 年，发现自己被盯上后，出于安全

考虑，金仲华离开上海赴香港。 

 

柳无垢虽然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她并不常去宋庆龄寓所见宋庆龄，尤其

宋庆龄那一阵正因卧病在床而谢绝一切宾客。柳无垢写信求见，告诉宋庆龄有要信面交，但

是依旧被宋庆龄拒绝了。 



 

宋庆龄回信说，因为正在打针，医生不准见客，所以不能见柳无垢。 

 

1960 年 8 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与柳无垢（左）、 

罗叔章（右）和王安娜之子王黎明（后）合影 

 

不得已，“王先生”要柳无垢写信明白告诉宋庆龄，信是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她的，希

望她早日见柳无垢。 

 

柳无垢一直都不知道，“王先生”其实是中共秘密战线的优秀地下工作者，真名华克之，

曾经屡建功勋。 

 
1948 年，华克之在香港留影 

 



华克之在香港受命时，潘汉年明确告诉他，派他去上海执行任务是华南局的一致决定，

并指示他，到上海后不能直接去找宋庆龄，而是去辣斐德路柳亚子家找柳无垢。 

 

华克之在得到潘汉年允许后，将信件拆开改装。他买了一盒精美的英制巧克力糖果，拆

开上盖，倒出糖果，将信件平铺在盒底，然后装上糖果，重新将上盖合上，仔细地贴好封签，

天衣无缝和原装并无二致。 

 

这盒巧克力糖果随华克之一路坐船从香港来到了上海，并安全地被递交到柳无垢手中。 

为完成任务，柳无垢费尽心机，经过一个星期和宋庆龄的书信往返，最后，柳无垢得以

来到宋庆龄家中，将信面交宋庆龄，又从宋庆龄处取得回信交给华克之。 

 

宋庆龄信写于 2月 20 日，是用英文书写的，根据原件翻译的中译文全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高血压，正在

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

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 23 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谨致 

敬礼！ 

 

宋庆龄 

华克之多年以后凭借记忆在自己的《卅年实录》中记录该信道： 

 

接到某月某日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安全的关垂，至为感激。经长时间

的考虑，仍以一动不如一静，热烈地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迅速地在上海握手。根据我的

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求勿念。 

 

两相比较，字面上出入较多，但是在精髓上，华克之的回忆还是与原件完全符合的：一

是感谢中共中央的邀请；二是暂不北上；三是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不久将大

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