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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下称市文史馆)成
立于1953年9月19日o 50年来，市文史馆

在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的路

线方针政策，落实有关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文

件精神，扎扎实实开展工作，热情为馆员服

务，为馆员提供了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努力支持和组织馆员从事文史研究、文化艺

术创作和统战联谊等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为广州市的社
会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祖国文化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称
“文革")中，市文史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市

文史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有

关开展编修志书工作的精神，为庆祝市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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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成立50周年，为总结历史经验。促进今

后工作，特编修《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志

(1953年9月-2003年6月)》o在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照耀下，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指引下，

经过全馆同志团结一致，踏实工作，不断进

取，开拓创新，市文史馆在新的世纪将会得

到更大的发展，为广州市的社会经济协调快

速发展，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作出新的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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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

坚持辩证唯

是的思想路

线，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

论的方法，改革创新，结合文史研究馆特点，力求

全面、真实和客观地记述50年来市文史馆的发展
变化状况o

2、馆志力求简洁、清晰、准确、全面。全志

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突出重点事件、工作和人

物。为了使读者扼要地了解馆情，作较为详细的概

述于卷首o

3、馆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

点、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出版物规定的规

范书写o

4、馆志对字数太多的常用名词用简称，但首
次出现使用全称o

5、馆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本馆文书资料档

案室、诗书画档案室和图书室；同时还向老领导和

有关知情者征集与核实资料。志书不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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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馆志对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均按

惯称谓o

7、按地方志惯例，馆志记人物不加尊称，必

要时记职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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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市文史馆成立50年来，为广州市统一

战线的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进步和“存

史、资政、育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繁荣

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

精神财富o 50年的历程，充分体现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有中国特色的

文史研究馆工作，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是党的统一战线的缩影，是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光辉的反映。

市文史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是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领导下，

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给予具体指导的，具有

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早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出于对老年知识分子

的关心、爱护和照顾，在毛泽东、周恩来、

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下，

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先后在中央及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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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部分省辖市成立了文史
研究馆。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根

据1952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设
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

定》)，批准于1953年9月19日建立市文史
馆。党和政府很关心重视文史馆的工作o

1960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到市文史馆视察，细心听取胡根天副馆长的

汇报，热情接见了全体同志，鼓励大家要为
文史研究多作贡献o 1961年2月和1959年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中国科学

院院长郭沫若先后来广州，参观六榕寺后，

到市文史馆视察指导工作。历任主管文史馆

工作的广州市政府领导和中共广州市委统战

部负责同志，经常到市文史馆了解情况、指

导工作、解决困难。他们关心馆员，充分体

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才的尊重，对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o

50年来，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

府，共安排和聘请了267人任市文史馆馆

长、副馆长和馆员、研究员等。其中，民主
·2‘



员不适用退休退职等办法的通知》、中央统

战部《关于文史研究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先后下发。在这些文件精神指引下，市文史

馆的馆员队伍不断壮大，工作不断发展。从

1954年(主要是1956年)至1966年初，中

共广州市委、市政府先后安排89人到市文

史馆任职，其中副馆长2人、馆员87人o

“文革"中，市文史馆被迫停止工作，馆员

除病残者外，被遣散到广州市北郊筲箕窝农

场或者农村“改造"o

“文革”结束后，市文史馆人员的冤假

错案逐步得到平反纠正，党的政策逐步得到

落实。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坚决贯彻落实党

的统战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
．3。



题，

识分
审

- '

1983

1986

1987

基本

在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基础上，市文史馆

的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开展，特别是1984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

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意

见》，文史馆的性质和任务更加明确，并明

确聘任馆员由人民政府办公厅发聘书，有力

地推动了市文史馆工作的开展。从1975年

(主要是1984年后)至1987年，在市文史

馆共安排了97人任职。其中：馆长2人、

副馆长6人、馆员89人o 1988年，根据改

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国务院下发的《关于

改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的

通知》(国发[1988]57号，以下简称57
号文)进一步明确了文史馆的性质、任务，

．4‘



聘任馆员由政府的市长聘任并发给聘书。在
这一文件精神指引下，从1988年至2003年

6月，在市文史馆安排了52人任职。其中：

馆长2人、副馆长6人、名誉馆员3人、馆

员41人。市文史馆同志精神更加振奋，热

情更加高涨地投人工作，在著书立说、编辑

书刊、创作书画和其他艺术品、社会文化教

育、海外联谊等方面取得喜人的成绩，进一

步为广州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作出贡献o

50年来，在市文史馆安排的知名人士主

要有：

文史、教育专家：著名历史学家、古玉

鉴藏家陈大年；华南现代美术事业的启蒙者

和先导者、全国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广

州市立美术学校奠基人胡根天；三度出任中
山大学校长的金曾澄；曾任重庆大学校长、

金陵大学教授的张可廷；曾出任民国时期中

国驻葡萄牙公使的霍侣白；广州著名私立知

用中学创办人之一，连任校长30年的教育

家张瑞权；历任汕头国民通讯社社长及多家
·S‘



进步报刊总编辑等职的新闻界资深人士梁若

尘；跟随宋庆龄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妇

女促进会并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教育

家、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家徐舜英；中国修辞

学会会员余振唐；资深报人龙劲风；编著在

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宋元语言词典》的学者
龙潜庵；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广东中华

诗词学会副会长刘逸生；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常

务理事、广东楹联学会会长关振东；中山大

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政协文史

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邱

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

事、花城出版社副主编、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杨光治；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岭

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东儒学研究会

副会长陈华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广

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杨鹤书；广东楹

联学会副会长朱帆；全国语文教学法学会学

术委员、广东省大学语文学会副会长王佐

杰；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广州市政
·6。



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屠鹤云；中国文艺理论

学会理事王灼林；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饶展雄；广东省楹联学会副会长
曹思彬；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苏庚春；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民

间收藏委员会理事、广州中国陶瓷研究会会

长、研究员赵自强。

书法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李天马；

书法家吴子复；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代主席、

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曲斋；广东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卢

有光；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黄子厚；广

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董百振；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关晓峰、李伟、曾景充。

画家：被誉为“沈菊花"的沈仲强；诗

书画印俱佳的吴灏；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粉画家曹若；国家一级美术师、获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卢延

光；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叶绿野；有“陈红

棉”之誉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陈子毅；国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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