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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 政党社团，作为志书门类，为历代旧志所未曾有。在新编

《湖北省志》中，本志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居政治部类诸志之首。

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即资本

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兴起后的产物。社团(这里主要指社会政治

团体)的产生，也是如此。中国的政党社团，是帝国主义入侵和

中国资产阶级出现后产生的。湖北由于位居长江中游，其省会武

汉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之一。这里，不仅近现代

政党社团产生和活动较早，而且曾几度成为全国反帝反封建民主

革命的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势力，都曾在这里进行过较量，经受

了历史的检验。特别是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与分裂，曾在这里导

演出无数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给全国革命形势的发

展变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各民主

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湖北的政党社

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共湖北党组织，在这样一个重要

省区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这

一伟大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不论它的成功或挫折，经验或教训，

都不仅具有全党、全国的共性，也同时有其自身和地方的特点。不

论前者或后者，曾多次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而对全国产生过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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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我们都力求在本志中予以记述和反映。由于许多

重大政治事件，在《湖北省志·大事记》和其他有关部门类志中

已有详细记述，故本志将详其所略，略其所详。本志体系，根据

记述对象的特点，采取综述历史和分陈事项相结合的方法。对晚

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个时期湖北政党社团的历史，分

期予以综合记述，以观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

的总过程；而对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政党社团的组织、思想

建设和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则分别予以较详细的记述(晚清、民

国时期，则未进行上述事项的分陈，主要是资料不足)。这是符合

详近略远原则的。

在结构上，本志由四大部分组成：一是晚清、民国、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三个时期的历史综述；二是共产党及工会、农会、青

年团、青联、学联、妇联；三是各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团体；四

是人民政协。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是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它

是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是共产党联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

人士的桥梁，同时也是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重要组织形式。我们认为，在政党社团志中予以记述是适宜的。本

志着重于政党社团历史发展进程和整体面貌的反映，对于组织、人

事状况，因有其他专门资料可资利用，未予详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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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一、晚清时期的湖北政党社团

(1840一1911)
’

湖北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鸦

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民族矛盾

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省内以反清为宗旨的民间秘密会社不断发

展。经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推动和影响，逐渐形成了以哥老会

为主体的民间反清力量。会党起义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

伏彼起。20世纪初，伴随全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缓慢发展和

教育改制，武汉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力主变革的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孙中山

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破土而出，它们

与会党、新军相联络，肩负起了领导湖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使命．

(一)晚清湖北民间秘密团体

清末，政治结社为律例所禁止。民间团体皆属秘密结社行为。

自19世纪初川楚白莲教被镇压后，余众散布省内各地，继续从事

反清秘密活动。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程依精等在江夏设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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