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国后宋庆龄不能公开的悔与恨 
 
 

 
 
 

  1994 年 11 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 32 年

经历的材料。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

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1955 年 11 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

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

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

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 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

国丅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

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

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

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

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

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 1958 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

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 年 4 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

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

任。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

时，21 人中 18 人赞成，3 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当时毛发言："宋
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

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

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 年 8 月、1969 年 11 月、1976 年 6 月，宋曾三次产

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

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

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

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

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

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丅民

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 年 3 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

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

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

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

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 年 11 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

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

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 年 5 月，胡耀丅邦、

李丅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

吧！31 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

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原载“共识网”2014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