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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

内容概要

《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与统一战线实践在南方局之前的演变、南
方局与中共统战重点的开始变化、南方局坚持抗争争取民主的统战工作全面展开、南方局应对皖南事
变危局与中间党派走向联合等九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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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

作者简介

　　胡大牛，1956年11月生，重庆市渝中区人。1978年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
学位。现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
思想史、中共思想史及人物研究。已公开出版独著或主编的专著《中国革命史话》（第10卷）、《中
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重庆》、《红岩精神读本》、《国际法教程》（与人合著）等多部，参与编
写《重庆通史》等多部，发表专业论文近50篇。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和省部级科研成
果·、二、三等奖多项，是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党校系统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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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

书籍目录

绪论一、民主的一般观念和统战理论渊源二、中共统战理论与实践在南方局之前的演进三、南方局统
战工作的历程四、南方局统战成绩的评价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与统一战线实践在南方局之
前的演变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联合战线与国民会议制度一、民主政治与统一战线二、国民党、青年党
的政治思想三、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与国民会议制度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与苏维
埃制度一、两种对立的国家政权二、统战和民主的转型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第三节 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特区制度和抗日民主政府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
长江局的统战工作三、中共对抗战以来统战和民主问题的初步认识第二章 南方局与中共统战重点的开
始变化第一节 南方局的成立和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一、相持阶段到来时的新形势二、南方局的成立
第二节 南方局统战实践的新变化一、对国民党当局以斗争维护团结抗战二、中间党派及其政治主张三
、重视争取中间势力四、大规模群众性统战工作的余绪五、团结华侨抗战，争取国际支援第三节 南方
局提出统战工作新思路一、周恩来在1939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二、周恩来报告与新民主主义理论
体系和南方局统战宣传新内容的提出第三章 南方局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统战工作全面展开第一节 对
国民党当局以斗争求团结一、抗战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与南方局内部机构的调整二、继续反对妥协投降
三、争取中共的发展条件第二节 以争取中间势力为核心全面开展统战工作一、争取中间势力反摩擦二
、开展以文化工作为中心的群众统战工作三、普遍推动全民抗战和国际统战第三节 南方局与宪政运动
一、毛泽东、周恩来对在抗战中发展民主政治的构想二、国民参政会：开展统战、争取民主的新平台
三、中共及其南方局与宪政运动第四章 南方局应对皖南事变危局与中间党派走向联合第一节 新四军
北移问题与秘密统战工作一、抗战局势变化中的新四军二、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判断对新四军北移的影
响三、北移过程中的策略方针与秘密统战工作第二节 南方局化解“皖南事变”的不利因素一、突破舆
论封锁，公布事变真相二、义正词严，围绕国民参政会的斗争三、坚毅果敢，沉着应对第三节 南方局
扩大皖南事变的积极因素一、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与支持中间党派的联合二、国共关系的重新调整三
、广泛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第五章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国民党当局及各派系的统战工作第一节 坚持
国共合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斗争一、宣传八路军战绩，破除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谣言二、重开
国共谈判，缓和国共关系三、配合陕甘宁边区武装自卫，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四、谈判桌上的再度斗
争第二节 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内的抗战民主人士一、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二、支持国
民党民主派建立组织三、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第三节 团结争取地方实力派坚持
抗战反对独裁一、对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二、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三、对桂系的
统战工作第六章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深入发展进步势力与争取中间势力第七章 实行“联合政府”新战
略，推动民主政治运动新高涨第八章 重庆谈判、政协会议与民主政治的新程序模式第九章 南方局统
战成果与新中国民主政治格局附：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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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

章节摘录

　　作为政党，同盟会是极其庞杂的。这也表现在其思想上的极不统一，对于民国初年的政体问题就
是如此。在民初的行政体制问题上，基于民权主义的基本观念，孙中山主张总统制。他认为：“内阁
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
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①这话的关键点之一，在于谁当政治之首冲，即谁真正掌权，对此
，他断然否定了英国式的内阁制，决然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且令人不可思议地倾向于在国家结构上
采取联邦制，从而使国会有虚悬之虞，因此也相应带来行政系统乃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可能有的专
断之弊。孙的话再一个关键点，是对于吾人推举之人不应再设防，其逻辑是吾人推举之人是吾人相信
之人，即在道德和能力上为吾人一般可信的人。这至少反映了孙对于政治、法制问题，当时似乎更多
的是从道德观念去认识和处理。可见孙对于民主制度的理解并不准确，仅仅以他所理解的内阁制、总
统制和过去经验来衡定一切，这就为国民党开了政体选择的先河——绝不采行责任内阁制。　　以宋
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北京本部一些人的主张与孙中山截然相反，认为既然民国“改国体为共和，变政
体为立宪”，就应将政治之中心“汇之于政党”，实行“政党内阁”，②以实现国民党为核心的政党
政治目标。因此，他们主张仿效法国，在国家结构上照顾历来统一的历史和防止分裂的现实，采用单
一主权的单一制（即中央集权制），反对各成员单位拥有相对主权因而容易分裂的联邦制；这样做的
一个主要目的还在于将政治的权威集中于国会，而在国会里头，占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
的党，便于实行政党政治；因此在政体上实行责任内阁制这一“共和国之良好制”，“总统当为不负
责任”，而由国务院负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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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补记 可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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