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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考辨

章舜粤

摘　 　 要: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ꎬ后改题为«中国人民大

团结万岁»ꎬ是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ꎮ 最初ꎬ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第五小组负

责起草会议宣言ꎬ但最终未能完成任务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ꎬ成立宣

言起草委员会ꎬ但也未能起草成功ꎮ 最后ꎬ由毛泽东亲笔起草宣言ꎬ并于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顺利通过ꎬ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ꎮ «毛泽东文集»收录时ꎬ在
注释中对文章修改过程的描述值得商榷ꎬ可考虑修改完善ꎮ
关 键 词:毛泽东ꎻ«毛泽东文集»ꎻ宣言版本ꎻ新政协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底ꎬ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以
下简称«宣言»)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已宣告成立”①ꎮ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收

录了这篇文章ꎬ改题为«中国人民大团结万

岁»ꎬ将其完成时间标注为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并有一条注释:“这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

的会议宣言ꎮ 其中‘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

领导之下’一句ꎬ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

提议增加的ꎮ”②通过考证ꎬ笔者认为ꎬ这条

注释值得商榷ꎮ 对于这一文本的形成过程ꎬ
学界也未有详细考察ꎮ 本文拟根据中央档

案馆档案、原始文件、日记等相关史料ꎬ对文

稿及其形成过程进行补充与考释ꎬ以丰富我

们对新中国成立史的认识ꎮ

　 　 一、未完成的起草任务:从第五小组到

宣言起草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原题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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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ꎬ
因此考释其始末ꎬ就不得不从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谈起ꎮ
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ꎬ是通过新政治

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

的ꎮ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会议

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ꎬ
决定新政协筹备会负责“一切筹备事宜”ꎬ
提出“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

位和代表”等 ５ 条“中心任务”①ꎮ 为具体落

实这 ５ 条中心任务ꎬ组织条例还决定设立常

务委员会ꎬ“处理日常事务”ꎬ“常务委员会

得按工作需要ꎬ设立各种小组ꎬ并由常务委

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②ꎮ 当晚ꎬ常
务委员会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ꎬ周恩来

主持会议ꎮ 会议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

的办法»ꎬ规定本届会议设立 ６ 个小组ꎬ围绕

中心任务开展工作ꎮ 其中ꎬ第一到第四小组

分别对应除第二条以外的 ５ 条中心任务ꎬ而
第五小组负责“起草大会宣言”ꎮ 会议指定

郭沫若为第五小组组长ꎬ陈劭先为副组

长③ꎮ 会议还决定ꎬ第二、第四、第五 ３ 个小

组“由各单位自由选择参加”④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联席会议

决定ꎬ邀请胡乔木参加第五小组⑤ꎮ 在各小

组名单拟就后ꎬ陆续有请求报名及更改者ꎬ
其中第五小组增加了李烛尘一人ꎬ“吴耀宗

请求撤销”⑥ꎮ 最终ꎬ新华社 ６ 月 ２０ 日电文

中公布的成员名单是:“组长:郭沫若ꎮ 副组

长:陈劭先ꎮ 组员:梅龚彬(吕集义代)、楚
图南、吴耀宗、丘哲、胡愈之、陈铭枢、蒋光鼐

(秦元邦代)、黄鼎臣、杨耕田、李烛尘、洪
深、胡乔木、邓裕志、云泽(奎璧代)ꎮ”⑦

６ 月 １８ 日ꎬ第五小组召开成立会ꎬ“推
定郭沫若、 胡愈之、 胡乔木拟出宣言初

稿”⑧ꎮ 之后ꎬ第五小组很快接受了一个新

任务ꎮ ６ 月 ２１ 日ꎬ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ꎬ
通过 ５ 项决议ꎬ其中第五项为“七七”纪念文

告由第五小组起草⑨ꎮ 这一纪念文告ꎬ即为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７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政

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民主党派各团体为纪

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ꎬ起草者

为本应参与草拟宣言初稿的胡乔木ꎮ
但自 ６ 月 １８ 日成立会后ꎬ第五小组一

直没有动静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各小组近况简报

称ꎬ第五小组“最近无活动”ꎮ 直到 ８ 月 ２１
日ꎬ第五小组才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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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宣言草案»”①ꎬ“决定要求胡乔木等三

位代表于 ８ 月 ３０ 日前起草完成大会宣言的

初稿”②ꎮ 那么ꎬ胡乔木等代表完成宣言草

案初稿的起草工作了吗? 据«胡乔木传»记
载ꎬ“到新政协开幕时ꎬ宣言稿已经准备好

了ꎬ只需按照会上情况作些增减ꎬ最后交付

会议审议通过”③ꎮ 据此ꎬ胡乔木应该是起

草了一份初稿ꎬ但初稿具体完成时间尚难确

知ꎮ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７ 日ꎬ新政协筹备会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召开ꎬ会议协商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草
案)»ꎬ分别听取和讨论了第二小组、第四小

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
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草案)»起草情况的报告④ꎮ 但直到 ９
月 １３ 日和 １６ 日召开的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和第六次会议ꎬ仍未见讨论宣言草案的记

录⑤ꎮ 照常理ꎬ假如此时已有一份“只需按

照会上情况作些增减”的宣言ꎬ应经过常委

会的讨论ꎮ
新中国成立在即ꎮ ９ 月 １７ 日ꎬ新政协筹

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ꎬ周恩来代表常委

会作关于筹备会议的报告ꎬ指出“由于起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

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

两项工作尚未完成ꎬ常务委员会提议把这两

项工作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ꎬ并由原来负责该两项工作的两个小组向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

报告”⑥ꎮ 可见ꎬ此时起草宣言的工作可能

尚未完成ꎮ
９ 月 ２１ 日ꎬ万众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正式开幕ꎬ会议选举了大会主席团ꎮ
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向主席

团提交了«本会议筹备会拟制国旗国徽国歌

方案组报告»⑦ꎬ但仍未见第五小组提交报

告的记录ꎮ 当日ꎬ主席团还提议设立若干委

员会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主席团的提议ꎬ设立 ６ 个

委员会ꎬ其中第五个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 (以
下简称为宣言起草委员会)ꎬ成员为陆定一、
陈劭先、梅龚彬等 ５３ 人ꎬ郭沫若为召集人ꎬ
秘书为刘尊棋、林一元⑧ꎮ 由此ꎬ起草宣言

的任务正式移交给新成立的宣言起草委

员会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议程紧凑ꎬ各单位代表纷纷发言ꎮ 全体会

议之外ꎬ各委员会也曾召开会议履行职责ꎮ
例如 ９ 月 ２５ 日和 ２６ 日ꎬ除共同纲领草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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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和宣言起草委员会ꎬ其余 ４ 个委员

会均曾分别举行会议①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第一届

全体会议休会ꎬ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则

于下午举行会议②ꎮ 至此ꎬ除了宣言起草委

员会外ꎬ其余委员会均已召开会议ꎮ

二、«宣言»的写作时间与修改经过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通过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ꎮ 这

应是«毛泽东文集»所署时间的主要依据ꎮ
不过ꎬ起草«宣言»的具体情况如何ꎬ又是何

时转由毛泽东完成的呢?
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主席团常委黄炎

培的日记留下了一些线索ꎮ 他在 ９ 月 ２８ 日

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晚活动:“夜八时ꎬ中南海

颐年堂主席团常委会扩大会议ꎬ各单位报告

研究名单经过ꎬ修正定草ꎬ再付各单位研究ꎮ
宣言稿研究ꎮ”③按这一记载ꎬ９ 月 ２８ 日晚上

已经有一份宣言稿起草完毕ꎬ提供给主席团

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ꎮ 这份宣言稿是毛泽

东起草的吗ꎬ还是另有其人? 据 «胡乔木

传»记载ꎬ«宣言»是“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

东修改的”④ꎮ 或许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的几天里ꎬ胡乔

木起草了一份宣言草案ꎬ即 ９ 月 ２８ 日晚黄

炎培等人研究的稿子ꎮ 但 ９ 月 ２８ 日的稿子

是否是最终提交大会的宣言草案呢? 中央

档案馆现藏有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草案)»手

稿(以下简称«宣言(草案)»手稿)ꎬ一共 ６
页ꎬ曾在不同场合公布过部分影印件⑤ꎮ 从

中ꎬ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宝贵的历史信息ꎮ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ꎬ这一手稿从标题开

始均为毛泽东手迹ꎬ而不是在胡乔木手稿上

的修改ꎮ 这意味着ꎬ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宣
言(草案)»手稿ꎬ可能在面貌上与胡乔木的

稿子差距较大ꎬ甚至可能是基本推倒重来ꎮ
如果仅仅是在胡乔木稿子的基础上加以修

改ꎬ很难想象毛泽东在事务繁多、时间极为

紧张的情况下ꎬ从头抄写一遍胡乔木的稿

子ꎮ «宣言(草案)»手稿标题下ꎬ用括号标

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ꎬ这里“二
十”后面空了一格ꎬ也就是说具体为二十几

日没有确定ꎮ 这说明ꎬ毛泽东起草该文稿时

一定在 ９ 月 ３０ 日之前ꎬ且他预计宣言应于

３０ 日之前经大会通过ꎮ
此外ꎬ手稿中的几处修改ꎬ亦提示我们

毛泽东亲笔起草文稿的时间ꎮ «宣言 (草

案)»手稿首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九七天工作中ꎬ业已完成了顺利地完成了

自己的任务ꎮ”⑥即毛泽东原本写为“九天”ꎬ
但随即改为“七天”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正

式开幕ꎬ第九天即为 ９ 月 ２９ 日ꎮ 不过ꎬ全体

会议曾于 ２６ 日和 ２８ 日休会两天ꎬ因此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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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会议ꎬ实际为大会第七个开会日ꎮ 因此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ꎬ即毛泽东是 ９ 月 ２９ 日

动笔起草«宣言(草案)»的ꎮ 由于当天距离

开幕式有 ９ 天ꎬ因此毛泽东一开始写下了

“九”字ꎬ随即意识到中间有两天休会ꎬ因而

又改为“七”ꎬ表述为“在七天工作中”ꎮ
因此ꎬ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胡乔

木曾起草过一个稿子ꎬ而在 ９ 月 ２８ 日晚上

的会议上ꎬ大家对这一稿子可能并不满意ꎬ
故而才转由毛泽东亲笔修改起草ꎮ

会议特别邀请人士、主席团成员张元济

的«赴会日记»ꎬ亦可作为佐证ꎮ 他于 ９ 月

２９ 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日上午 １０ 时ꎬ张难先

“召集本组同人在黄琪翔室内开会ꎬ述昨又

讨论选举名单”ꎬ“又讨论宣言稿ꎮ 黄琪翔

认为全文不能合用ꎬ应重拟ꎮ 李书城指宣言

包括毛主席ꎬ不能用如 ‘毛○○所说’ 字

样”①ꎮ 所谓“‘毛○○所说’字样”是指什

么呢? 毛泽东起草的«宣言(草案)»手稿中

有如下句子:“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ꎬ正如

毛泽东主席所说ꎬ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全

国人民援助之下ꎬ”而正式排印的草案

版本中ꎬ确实吸纳了代表的意见ꎬ删去了“正
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一句ꎮ 不过ꎬ从语气来

看ꎬ这种第三人称的表述手法ꎬ很可能是胡

乔木起草的稿子中的句子ꎬ而被毛泽东在时

间紧急的情况下沿用ꎮ 由于 ２８ 日晚上的会

议直到深夜“十二时半”才散会②ꎬ而 ２９ 日

早上 ９ 时、１０ 时各小组已经讨论昨晚主席团

常委会扩大会议情况ꎬ中间仅间隔 ８、９ 个小

时ꎬ时间极为紧张ꎮ 因此张元济等人所看到

那份“黄琪翔认为全文不能合用” 的宣言

稿ꎬ很可能仍是胡乔木起草的稿子ꎮ
同时ꎬ其他各组也于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召

集小组会议ꎮ 如上午 ９ 时ꎬ中国民主建国会

的代表们齐聚北京饭店 ４１３ 室ꎬ讨论政协全

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名单ꎬ
以及“讨论宣言草案”③ꎮ 可见ꎬ代表们应都

读到了胡乔木起草的«宣言(草案)»ꎬ而黄

琪翔关于“全文不能合用ꎬ应重拟”的意见ꎬ
应该代表了相当一些人的想法ꎬ故而毛泽东

才于 ２９ 日亲自重新起草宣言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大会举行闭幕会ꎬ代表们收

到了经过修改后重新排印的 «宣言 (草

案)»ꎮ 从目前所见史料看ꎬ排印的«宣言

(草案)»有两种形式ꎬ不过二者的内容是一

致的④ꎮ 但对比排印本和毛泽东手稿ꎬ可以

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ꎬ经过了较大篇幅

的修改ꎮ 例如ꎬ毛泽东手稿正文第一段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七天工作中ꎬ业
已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ꎮ”而排印本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

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ꎮ”
毛泽东手稿第二段为:“如大家所知ꎬ我

们六百多人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ꎬ
人民团体ꎬ人民解放军ꎬ各地区ꎬ各民族和国

外华侨ꎬ显示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ꎮ”排印本

为:“这次会议ꎬ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
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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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人民的意志ꎬ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

的大团结ꎮ”
毛泽东手稿第三段为:“这种全国人民

的大团结ꎬ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ꎬ是英勇的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ꎬ在三年多

的时间内ꎬ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

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ꎮ 几十年以

来ꎬ我们的先人ꎬ包括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

亥革命在内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

政府的压迫ꎬ举行了不断的斗争ꎬ百折不挠ꎬ
再接再厉ꎬ现在终于达了目的ꎮ 当着我们举

行会议的时候ꎬ想到我们先人的艰难奋斗ꎬ
想到今天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足以继承先烈的遗志ꎬ终于推翻

了内外压迫者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ꎬ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ꎬ就使我们感觉我们民族是

站立起来了ꎬ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

的ꎮ ”而排印本为:“这种全国人民的

大团结ꎬ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之下ꎬ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ꎬ战胜

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

府之后所获得的ꎮ 一百多年以来ꎬ中国人民

的先进分子ꎬ包括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

生在内ꎬ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

的压迫ꎬ领导广大的人民ꎬ进行了不断的斗

争ꎬ百折不挠ꎬ再接再厉ꎬ到现在ꎬ终于达到

了目的ꎮ 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ꎬ中国人

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ꎬ改变了中国的面

貌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我们四万万七

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ꎬ我们民

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ꎮ”
大会上ꎬ一些代表对«宣言(草案)»还

提出了修改意见ꎮ 张元济在会场审议«宣言

(草案)»时ꎬ在排印本上用蝇头小字留下一

段批注:“共同纲领十条、五十四条:‘保卫

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ꎬ‘保障本

国领土主权的完整’ꎮ”①«共同纲领»第十条

指出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ꎬ“其任务

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ꎬ保卫

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ꎮ”第

五十四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

则ꎬ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

整ꎬ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

好合作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

策”②ꎮ 张元济对保卫我国主权独立完整极

为重视ꎮ 他在会上发表意见时表示ꎬ近期读

«参考消息»ꎬ“有人觊觎我西藏ꎬ又云南、两
广边界外ꎬ亦对我有啧言”ꎮ 他提出ꎬ于«宣
言(草案)»第五节“解放全国领土”一句中ꎬ
在“解放全国”后加逗点ꎬ下加“保全我国

的”五字ꎮ 这一修改有两层意思:“前一层

即毛主席开幕词中不许任何帝国者再来侵

略我们的土地ꎻ后一层即«共同纲领»第十

条、第五十四条保卫中国领土主权完整ꎮ”他
在日记中表示ꎬ“言下之意不许别人侵略我ꎬ
我亦只保全我之领土ꎬ并无侵略他人领土之

意”ꎮ 随后ꎬ许德珩发言ꎬ“主张维持原案”ꎬ
“周恩来君在台上提议巩固国防之下ꎬ保全

我们的领土字样”③ꎮ
最终ꎬ正式通过的«宣言»作了如下修

正:(一)原文第六行中的“包括领导辛亥革

命的孙中山先生在内”ꎬ改为“其中杰出者

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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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ꎮ (二)原文第十五行末四字“在国际

上”删去ꎮ 第十六行全行ꎬ到第十七行第二

句“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移到该段末ꎬ即
“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的后面ꎮ
(三)原文第十九行第二句“巩固国防”下ꎬ
加“保卫领土主权完整”一句①ꎮ

最后需要专门强调的是ꎬ毛泽东手稿第

四段写道:“我们的会议是在团结和融洽的

气氛中举行的ꎮ 我们六百多人齐心一志ꎬ
”而排印本则为:“在人民领袖毛泽东

主席领导之下ꎬ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ꎬ”
«毛泽东文集»注释是:“其中‘在人民领袖

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一句ꎬ是会议通过宣

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ꎮ”②其实ꎬ这句话在

毛泽东手稿中虽然没有ꎬ但可能也不是会议

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ꎬ因为在 ９ 月

３０ 日供代表们讨论的排印本中就已经有相

关表述了ꎮ 这说明ꎬ在毛泽东起草完、正式

排印前ꎬ可能还进行了若干修改ꎬ但具体怎

么改的尚不详ꎮ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宣言»的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宣言»是新中国成立史上的一份重要历史

文献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ꎬ值得高度重视ꎮ
一是向世人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ꎮ

«宣言»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ꎮ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ꎬ奠定了新中国的国

家建设基础ꎬ打下了新中国最基本的制度框

架ꎮ «宣言»指出ꎬ大会“业已胜利地完成了

自己的任务”ꎬ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ꎬ以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ꎬ决定了

新中国的首都、国旗、国歌和纪年ꎬ选举产生

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ꎮ
从此ꎬ旧中国一盘散沙、军阀混战、帝国主义

势力瓜分地盘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ꎮ «宣

言»向世人庄严宣布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

已宣告成立ꎬ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

政府”ꎬ“中国的历史ꎬ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

时代”③ꎮ
«宣言»还深刻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ꎮ «宣言»
回顾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革命史ꎬ指出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ꎬ是“中
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ꎬ历经长期英勇奋斗ꎬ战胜敌人而获得

的ꎮ 这不仅指出党的领导对新中国成立的

决定性作用ꎬ同时高度肯定诸如孙中山这样

的“杰出者”为“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ꎬ骄
傲地宣布ꎬ“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

现在是站立起来了ꎬ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

光明的”④ꎮ
二是初步擘画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ꎮ

«宣言»向世人宣布ꎬ中国人民将团结起来ꎬ
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

国”ꎮ 首先在国体上ꎬ它宣布新中国“将遵照

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ꎮ
新中国将努力锻造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的国家ꎮ 在军事上ꎬ对内将“指挥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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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ꎬ消灭残余敌军ꎬ解放全

国领土ꎬ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ꎻ对外将

“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ꎬ巩固国防ꎬ保卫领土

主权完整ꎬ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ꎮ
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ꎬ将一面

立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ꎬ一面破旧———“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

贫困和愚昧”ꎬ从而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

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ꎮ 在外交政策上ꎬ
高举和平与自由的旗帜ꎬ“将联合一切爱好

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ꎬ“共同反对

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ꎬ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ꎮ 最后在组织动员和精神面貌上ꎬ
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ꎬ“克服旧中国散漫无

组织的状态”ꎬ“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

力量”①建设新中国ꎮ
三是生动体现了新中国的民主属性ꎮ

习近平指出ꎬ“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

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

计”②ꎮ 新中国的“人民当家作主”ꎬ在«宣
言»起草和通过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ꎮ 首先ꎬ在酝酿阶段ꎬ起草小组组成人员

是经过民主协商产生的ꎬ并经过协商后有所

调整ꎮ 其次ꎬ在起草过程中ꎬ代表也有充分

表达意见的机会ꎮ 如 ９ 月 ２８ 日晚上主席团

常委会扩大会议ꎬ就研究了«宣言» 草案ꎮ
次日ꎬ各组代表又在小组会内对«宣言»草

案进行了详细讨论ꎬ对草案加以完善ꎮ 这些

意见被充分吸收ꎬ修改后才提交大会表决ꎮ
最后ꎬ在«宣言»通过阶段ꎬ代表们又对草案

认真审议ꎬ提出修改建议ꎬ最终经过充分协

商ꎬ民主表决通过了«宣言»ꎮ 可见ꎬ«宣言»
起草和通过的整个过程都充分体现了人民

民主精神ꎬ有力说明了新中国的民主是广泛

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的诞生过程可能是这样

的: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新政治协商筹备会就

成立了第五小组ꎬ准备起草一份会议宣言ꎬ
但未能完成ꎮ 随后ꎬ这项工作被移交给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大会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ꎮ 第五小组

和宣言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胡乔木曾起草

过一稿ꎮ 但 ９ 月 ２８ 日ꎬ主席团常委会扩大会

议和次日各小组会经过研究ꎬ认为此稿并不

理想ꎮ ９ 月 ２９ 日ꎬ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宣言

(草案)»ꎬ经过充分讨论和修改后ꎬ«宣言»于
９ 月 ３０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得以通过ꎮ «毛泽东文

集»将«宣言»的完成时间标注为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如果是指毛泽东起草完成的时间则可

能是不太准确的ꎬ如果是指闭幕会上的修改

和通过时间ꎬ则尚有必要加以说明ꎮ
考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宣言»的起草过程ꎬ考辨«毛泽东文

集»注释中值得商榷的说法ꎬ一方面有助于我

们准确认识历史事实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宣
言»在新中国成立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ꎮ 鉴

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宣言»是新中国成立史上一份重要文献ꎬ也是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亲笔起草的一份重要

文献ꎬ可否考虑在适当时机公开毛泽东手稿

全貌ꎬ并在进一步全面考证的基础上ꎬ对«毛
泽东文集»的注释作相应完善或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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