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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宣传民主党派的历史，对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九三学社中央高度重视社史工作，并于 2∞6 年正式在

全社启动了社史工程 以推动社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而撰写和出版

我社各地方组织的历史，正是社史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任务。目前，我

社已经有湖北等省级组织完成了其地方组织历史的编撰。

今年，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度确立 60 周年为契机，组织编写了《江西九三学社史》。作为一个曾长

期在江西工作并担任过社江西省委领导的九三人，我怀着高兴的心情阅读了书

稿。在我看来，这部书稿的最大特点，是史料扎实，朴实无华。编写者以高度

负责、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态度，一方面以大量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另一方

面又通过认真组织全省各基层组织共同参与，以简洁朴实的文字，并附以大量

的表格和附件，忠实地记录下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江西九三学社组织的历

史，使 50 年来江西九三的大致情况第一次得到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反映。我也

是在阅读这部书稿时，才比较清楚地知道了 90 年代以前江西九三学社的许多

事情。史之所贵，首在于信，书稿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读史使人明智"0 (江两九三学社史》虽然只叙述了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

九三学社在江西省的发展历程，但其实际上是从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和进步，展现了九三学社和

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演变和不断提升，因而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和政治发展道路的伟大意义和光明前景。同时，书稿还反映和彰显了江西

九三学社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的工作事迹和成就，从而使九三学社认真履行参

政党职责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努力，以及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特点

和"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与精神风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些，对

于今后社组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发挥政党作用，增强组织凝聚力和

向心力，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相信， <江西九三学社史》的编写和

出版，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是我们做好统一战线和党派工作的重要参考和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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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当然，作为我社省级组织中较早完成的一部地方组织历史， <江西九三学

社史》并不完美。比如，江西九三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问题的分析与思

考，典型事例和模范人物的突出展示，文字叙述的生动和鲜活等方面，似还存

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作为九三学社创始人的许德珩的

家乡，为什么在 50 年代九三学社一直没能在江西发展起来?这里既有江西科

技、文化发展滞后的因素，也有特殊的人事因素: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许德珩曾

提及， 50 年代，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要他到江西发展九兰学社组织，他没

同意，因为许老的胞弟许德暖在江西发展了民盟，许老认为兄弟间怎好唱对台

戏?此事见曾民牛同志《两次拜会许德珩老人》一文，当是可信的。像这样的

故事，其实完全可以写进社史，不仅存真，有助思考，也可以增加文字的生动

和可读性。

谨序

邵鸿

2∞9 年 12 月 20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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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是个大喜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60 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帮

助大家深刻领会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全面回顾九三学社江西组织的

发展历史与工作成就，进一步激发省社各级组织及广大社员的工作热情，社省

委编辑出版了《江西九三学社史》。

九三学社江西组织缘起于 1959 年 3 月成立的九三学社南昌学习小组。虽

然小组当时只有 4 名社员，既不对外联系工作，也不发展组织，其主要任务是

组织社员学习及鼓励社员做好本职工作 但它是九兰学社在江西的星火。经过

50 年燎原，已发展成为拥有 9 个市委会、 4 个省直基层委员会、 17 个省直支

社、 2307 名社员的九三学社江西省委员会。

重温九三学社江西组织的历史，我们更加感激社中央、中共江西省委、省

政府、省政协和省委统战部历任领导对我们这个组织的关心与帮助，更加缅怀

廖延雄等社省委老一辈创始人和领导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将激励全省

社员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回顾九三学社江西组织的历史，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江西九三学社的前

辈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指引下，以博大的爱国情怀、严谨的科学态度、渊博的知识技能、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化和教育了一代代社员，使九三学社"爱

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得以广泛继承，发扬光大。

细读九三学社江西组织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社省委历届领导

班子的正确领导和各基层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全省广大社员在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岗位奉献等方面取得诸多成绩，尤其在科技、医

疗等领域作出较大贡献。人物传中所列举的人物及其事迹，是全省社员学习的

榜样。

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说"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做一国之国

民。"因此，不知一党派之史亦难配做一党派之成员。我们编辑出版史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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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为全体社员提供一本系统的学习教材。希望大家通过对《江西九三学社

史》的学习，更好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广泛发扬我社的优良传统，不断推动党

派自身建设，大力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切实提高履行职能的水平，积极在各自

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把江西九三学社建设成适应新时期要求的参政党而共同

努力!

李华栋

2009 年 10 月 10 日于南昌

.4. 



编篡说明

编篡说明

一、全书共九章68 节，并附录 11 项内容。史书断限为 1959 年元月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社员人数统计截止时间是2009 年 9 月)。规模设计为一册，选用领导

题词和照片若干幅，同时制作了电子版史书。编篡体例采用"述、记、传、图

(含照)、表、录"等体裁，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原则，用记述语言叙述

了历史背景、沿革变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重要活动、

九三学社人物等主要内容，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统一。

二、人选人物传的条件1.两院院士、学部委员、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

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国家级大师。

2. 获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等国家级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3. 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中央委员、社省委常委、秘书长、市委会和

省直基层委员会主委，社一届省委会全体委员。 4. 社省委参政议政重要骨干及其

他有特别贡献的人员。 5. 省(含各部委)科技进步奖、省自然科学奖、省发明奖

一等奖的前三人及二等奖的第一人，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必须是前三名参与者)

以上获得者。

三、人选知名社员栏目的条件1.获得省部级以上(含)奖励。 2. 具有正

高职称。 3.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4. 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

四、各市委会和省直基层组织(含社员获奖科研项目、学术专著、人物传等)

的编录工作，是以各自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的，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由编写人

员按编写要求对部分段落和文字进行修改或调整。另有少数符合人选人物传或知

名社员栏目的同志主动放弃人选史书，也有少数社员因未及时上交材料(含获奖

科研项目、学术专著)而缺漏。

五、本书第八、九章的编录顺序遵照以下原则:社各市委会和省直基层组织

以组织缘起时间为序，获奖科研项目、学术专著和人物传以当事人的姓氏笔画为

序。知名社员、参事、馆员、特约人员、副厅以上领导干部等附表当中的人员属

随意编录(排名不分先后)。

六、为节省版面，附表中社省委、各市委会和省直基层组织历届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在主委、副主委和秘书长栏目中列出后，不在委员栏目中重复(委员

编录以姓氏笔画为序，增补人员列后)。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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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同前。附表中社省委、各委会和省直基层组织建立下属组织情况，同一下属

组织只列举首次组建的时间和名称，若更名或重组，则第二次列举。

七、附表中社省委、各市委会和省直基层组织的历年社员人数统计，只有发

展新社员和社员总数两项内容。社员总数的增减包括了社员调进调出、死亡等因

素，只有少数附表作了说明，多数附表由于史料不全未作说明。

编者

200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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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中央主席韩启德为社省委成立 20 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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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年 9 月，社中央十届十五次常委会在南昌召开，社中央领导在社省委机关集体题词。

"齐心"二字为社中央副主席金开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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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 3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社中央副主席王选为勉励社省委参政议政工作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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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 6 月，社中央副主席贺铿为社省委成立 20 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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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5 年 8 月，全国政协副主

席、 社中央副主席茅以升在

九江接见部分社员 。

1986 年 1 2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社中央主席

许德珩在北京寓所接见九江

市社员 。

1 989 年 1 月，中央统战部副

部长万绍芬在北京看望出席

社全国五大的江西代表。



1992 年 3 月，全国"两

会"期间，全国政协副

主席 、 社中央主席周培

源，名誉主席金善宝会

见社省委主委廖延雄。

1997 年 门月， 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中

央主席吴阶平与出席社

全国七大的江西代表团

合影。

1997 年 门月，社省委

主委黄愁衡与社中央副

主席郝怡纯在社全国七

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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