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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1886—1975)，又名用威，字洁余，号壁武，黄安(今红安)县城关人。董必武

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奠基者。他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董必武 1886年 3 月 5日诞生于黄安(今红安)县。十八岁考取秀才。早年加入孙中山领

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在武昌军政府中工作。1914年东渡日本学习法律，参加了孙中

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策动“讨袁”的军事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

动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

1920年春， 在武汉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革命思想。同年秋，与陈潭秋、刘伯垂等建立武

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与陈潭秋一起赴上海出席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后，董必武回武汉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先后担任中共

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

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湖北筹建国民党临时党

部，1925年 7月， 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

员。1926年以国民党湖北省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代表国民党中央驻湖北，负责指导党务工作。北伐战争期

间，组织和领导湖北的工农运动，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受党的派遣，董必武到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不久转到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中国班进修。1932年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



地，先后担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院副校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书

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从事党和红色政

权的建设工作。1934 年 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1937 年夏，代

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民主政权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到国民党统治区，协助周恩来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 1937年底，任中共长江局委员，主持民运工作，积极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 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底，任南方局副书记，主

管统战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

策略方针，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进行了不懈地斗争，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央委

员，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董必武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协助

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6年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周恩来奉召回延安，他全

面负责驻南京和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

的斗争。随后，到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1948 年 8月， 

任中共华北局书记。1949年 10月 1日，董必武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同志道， 出

席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

员会主任。1954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年 12

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强调“依法办

事，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

监察委员会书记，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9

年以后， 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中共第

六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

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 4月 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岁。 

 

链接—— 

 

【董必武纪念馆】 

 

董必武纪念馆位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占地面积 5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 1370平方米，展线长为 500米，建筑风格为传统的庭院式结构。纪念馆于

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1985年清明节破土动工，1986年 3月 5日董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落成开放。 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馆名。李先念同志为纪念馆题词:丰功伟绩光照千秋。 

董必武纪念馆分别于 1992年和 2004车进行维修。修缮一新的纪念馆建有正院和东

院，三个展厅、报告厅、办公室依次环绕正东两院。展览内容以董必武的生平和业绩为依

据，通过 800余件珍贵文物、照片、字画、硅胶像等，生动形象地再现董老光辉战斗的一

生，以及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建馆二十年来，董必武纪念馆共接待观众近千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江泽

民、李鹏、李瑞环、乔石、吴邦国、刘华清、吴官正、刘云山、俞正声等先后来纪念馆参

观。 

近几年，董必武纪念馆先后与第二炮兵 



指挥学院、军事经济学院、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等单位以及武汉地区十多所大中小学、企业

厂矿共建教育基地，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赢得社会普遍赞誉。纪念馆还被中宣部、省政

府分别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全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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