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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对白色恐怖统治 

 

沈阳 

 

 

1930 年代前期是宋庆龄由一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时期。对于

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时期却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方针的指导推动下，“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直至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艰难时期。在革命处于危急的紧要关头，宋庆龄凭着对共产

主义的科学认知和坚定信仰，毅然决然地选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竭尽所能地

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以所言所行，践行着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庄严选择。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右派继续残害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者，无数仁人

志士倒在血泊中，更有大批革命者身陷囹圄，饱受凌虐。1931年 1月 30日，国民党颁布《危

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此为凭借更加疯狂地制造白色恐怖。2 月，共产党员林育南、何孟

雄、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 24人遭到国民党秘密杀害。1932年 7月，上海

反帝同盟大会被国民党特务破坏，80 余名大会代表惨遭杀害。宋庆龄的挚友、坚定的反蒋

斗士邓演达也于此前遇难。营救革命者已成宋庆龄归国后的首要急务。 

 

 

宋庆龄 1933 年在上海留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31年 6月 15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四川路 335号拘捕了牛兰夫妇。8月，租界当局

将他们交于国民党法院。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这个同盟是赤色工会国际的分

支机构，同时他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组织科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

上海党组织、苏联情报部门及宋庆龄、杨杏佛等各界进步人士多方营救，组成了牛兰夫妇营

救委员会，由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与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合作，为争取释放牛

兰夫妇而斗争。 

 



 
1932 年秋，宋庆龄与为牛兰夫妇辩护的瑞士律师范桑夫妇合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对日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对内镇压进步势力，

摧残民权。为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联合全国进步力量营救

政治犯，1932年 12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酝酿筹建到翌年

6月被迫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时间短暂，但它在保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和革

命志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 1933 年合影，左起：胡愈之、林语堂、 

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杨杏佛、宋庆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宋庆龄发表的《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 

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 

 

1930 年代前期，宋庆龄还公开发表许多宣言声明，旗帜鲜明地表达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的鄙夷愤怒，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的肯定和支持。一方面，这是她思想认识的一种

历史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她对共产党的支持更来源于对一种信念的体认，“中国共产党

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在民族危亡之际，宋庆龄坚持抗日爱国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以多种方式开展

抗日救亡活动，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

一起为十九路军开展捐款筹物、战地慰问、举办伤兵医院等工作。此外，宋庆龄还通过支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积极推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1932 年 2 月 6 日，宋庆龄在真如前线断垣旁，手持未爆炸的敌弹留影， 

以表示她与十九路军将士一起抗战到底的决心（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支援中国人民抗日反帝斗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

争委员会决定派遣代表团来华调查，并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通力

协作共同领导，于 1933年 9月成功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3 年 8 月 18 日，宋庆龄在秘书黎沛华陪同下 

亲赴码头迎接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外国代表       

 

1933 年后，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进一步加深。针对国民党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取缔进步团体，为团结更多力量参与抗日，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携手合作，相继成立国民御

侮自救会（简称御侮会）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

动向前发展。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等人签名，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 

名义发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步步紧逼，企图直接控制华北。在深

重的民族危机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宋庆



龄曾给予爱国青年以热情指导和诚挚帮助。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妇女、文化、职业等各界

救国会相继成立，同时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不断涌现，纷纷成立救国会组织。宋庆龄积极参

加筹建统一的全国救国会。1936年 5月 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被

推选为执行委员。10 月，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等领导的救国会再次合作，共同主持鲁迅葬

礼，号召“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

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1936 年 10 月 22 日，宋庆龄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讲话 

 

宋庆龄“革命的一生，尤其是风雨飘摇的 30 年代”，诚如廖承志所言，“她艰苦奋战，

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这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一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