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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舀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的影

响和指引下，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

史阶段，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编纂《福建民革志》目

的是“资政、存史、教育"，记述福建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过的风雨同舟的不平凡历程，进一步激发民革党

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珍惜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发

扬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

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而奋

斗。

《福建民革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领

导下进行的。1990年9月中旬，省委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

志》编纂工作会议，接着又召开《民主党派志》编写工作座

谈会，民革福建省委会随即组成《福建民革志》编纂工作领

导小组及工作班子，聘请民革省委会名誉主委陈齐埴，名誉

副主委林浩藩为顾问，陈家振、廖开贤、卓克淦、陈庭煊，

林嘉骤、刘海容、林锋为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廖开贤为

组长，陈庭煊主笔，黄树光为办公室：E任，订出《福建民革

志》编纂总体设计报省民主党派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定后

着手编纂工作，本志书下限至1994年。 ．



色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事业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由于档

案、资料在“文革”中严重散失，以及编纂工作人手缺乏和修

志水平的局限，力不从心，搜集资料及编纂，历时三年多，

几经修改补充，仍难免有失误，敬请读者谅解并予批评指

正。

2

《福建民革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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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 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主要是由原国民党民主

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

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逐步联合组成的。现在，它

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

1945年lO月，民革的前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

联)在重庆成立，福建爱国民主人士何公敢、丁超五和刘通

参加了民联。何公敢是民联十人筹备小组的成员，民联成立

时当选为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后来没有参加福建

民联和民革的工作。丁超五和刘通都是老同盟会会员，福建

国民党上层人物。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同时被孙中山指

派为福建的代表，丁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刘通参加了民联

筹备小组的工作，并被选为民联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丁超五出任福建省参议会议长，1947年初，受

组织派遣来福建协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朝缙，

在丁的安排下担任参议会秘书，并协助丁开始了民联在福建

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工作。这一年，在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

委员长的刘通，根据民联中央的指示，利用竞选立法委员的

机会，多次回闽进行联络活动，并发展了一批民联成员。

1948年1月，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派

当时在香港参加民革成立大会筹备工作的刘朝缙携带他的亲

笔密信分别转交丁超五和刘通，委托他们筹备成立福建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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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当时民革虽已成立，但民联和民促(即中同国民党民

主促进会)及其地方组织仍保持独立性，福建也仍以民革、

民联两个组织的名义继续活动。1949年1月，刘通奉民联中

央之命，回闽主持民联工作，在福：}l{市土山刘通家召，}领导

成员会议，成立刘通、管长墉、林浩藩、陈齐瑭、林大绥等

五人的领导工作班子。 ．

福州解放前夕，福建民联已有成员一百多人，并联系一

批外围的爱国青年。福建民联主要成员除丁超五、刘通外，

有刘朝缙、丁日初、林大绥、陈齐遗、林浩藩、管长墉、陈

东生、许显时、李黎溯、刘侠任、林鳢修、欧阳烈、郭则杰

等。 ·

1949年11月，民革中央决定，由刘通、丁超五、林大

绥，丁日初、陈齐王宜、林浩藩、管长墉、陈东生、李黎洲，

刘侠任、欧阳烈(后退出)等11人组成民革槲建省分部筹备

委员会，以刘通为召集人。1950年1月6日假丁超五家举行第

一次会议，进行分工，旋即成立办公机构。从此，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福建民革组织走上了新的道路。随着各项活

动的开展和组织的逐步发展，一批原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

知名人士加入了民革。1950年丁超五调沪，其筹委委员由陈

绍宽接任，后又增补张开琏、郭布谷，1952年张开琏辞职，

增补傅柏翠。

1954年11月，民革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省直单位和福州，厦门，泉州、南平四市

筹备组织的49名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王天强、刘通、许

祖义，许显时、吴堑、张圣才、陈东生，陈齐王宦、陈绍宽，

陈明缝、林浩藩、傅柏翠，管长墉等13人组成盘j筇一届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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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刘通当选为主任委员。这次大会以后，随着各项工作和

活动的开展，组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56年，中国共产党

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努的方针，

全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仃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样

的新形势下，于1957年5月召开了民革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由22人组成的民革福建省第二委员会，刘通

任主任委员，林浩藩任秘书长，并建立和健全了办事机构，

由林浩藩、陈东生、陈齐碹分别担任秘书处，组织处和宣传

处的处长。同时，为了加强对散处在社会上的原国民党及与

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中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设立了社

会联系工作委员会，由刘通兼主任委员，林大绥任副主任委

员。
’

1957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这场

运动中，少数省民革领导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此，在

第二届省委会成立一年之后，又召开福建省第四次代表大

会，改选领导机构。第三届省委会由24入组成，刘通继续当

选为主任委员。

1962年2月，福建民革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民革第四届钉委会，刘通继续当选为主任委员，傅柏翠、

许祖义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在十年动乱中，民革省委会和各级地方组织被迫停止活

动，干部下放劳动，省，市领导人以及部分机关干部和成员

受到了冲击，有的惨遭迫害致死致残。1979年4月，民革省

委会和各级地方组织恢复活动。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后，拔乱反正，落实各项统战政策。1980年1月，福建民

革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傅柏翠为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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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许祖义、许显时、陈齐碹、林浩藩、王兆堵为副主委，

由28人组成的第五届省委会。这次大会以后，民革省委会和
、

各地方组织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的轨遭上来，各项工作、活动和组织规模都有了新的发

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民革成员老化现象比较突出，各

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机构领导人大都年事已高，难以胜

任日益繁重的日常领导工作。在1984年6月的换届选举中注

意在领导班子中引进新人的同时，在常委会下设置了执行

组，具体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执行组于1988年民革七大后撤

销)。在1988年5月和1992年7月的两次换届选举中，省，

市领导班子加快了新老合作交替的步伐，并着手建立后备干

部队伍，以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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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活动

第一节 民主革命活动

解放前，民主革命期间，福建民革的前身福建民联，在

上级组织和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华南局的指导帮助下，同

中共福建地下组织密切合作，团结和联系国民党中上层军政

人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复杂艰苦的

环境中，以单线联系发展组织，采取秘密活动与合法斗争相

结合的方针开展工作。丁超五、刘通等都以自己的私宅作为

联系的据点，民联成员还在称为“解放区’’的澡堂碰头聚会

联系，着重宣传中共的理论，方针政策，扩大反蒋，反内战

的政治影响，收集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动态，情报，掩护、营

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配合鼹放战争、策动国民党

军，政、警、特人员起义，投诚，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做

了大量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合法斗争

1947年，在反饥饿反内战的高潮中，当时担任福建省参

议会议长的丁超五，在省参议会上致的开幕词，由在省参议

会以秘书名义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朝缙，根据民联中央

指示的精神拟的稿，内容反映反饥饿、反内战，被当时兼任

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联芬察觉，

提出指责。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福建民联得悉，汤恩伯



部队将从上海撤来福建，丁超五和福州市参议会议长史家

媵、长乐县参议会议长林庆垒等民联同志，在福州大桥头国

货公司楼上密商，以省、市、县参议会议长的联合笺名，通

电呼吁。“福建民穷财竭，不堪负担"，阻止汤思伯部队入

闽驻防。在省参议会中的民联成员策划下，又以参议会的决

议，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比党参政会呼吁：“胜利以还，社会

杌陧，蛇生凋敝，岌难终日，旰衡时局，极抱隐忧，亟盼速

采有效措施，恢复和平，实行民主，以慰群情，以舒民困”。

福建和上海等地的报刊作了报导，从侧面暴露国民党倒行

逆施，征兵、征粮、打内战、祸圜殃民的丑恶面目。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

代总统。这个消息公布后的第二天，丁超五应福94{《星闽日

报》记者访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为了国家人民利益，蒋

介石应当下野，南京政府应该真正停止内战，同中共谈判，

真正实现和平。这篇书面谈话在《星闽日报》登出后，在社

会上引起共鸣，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以

勘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2期发表的《蒋介石下野后在

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的文中记述，1949年6月21日蒋介

石自台北到福州，在机场办公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会后与

各将领谈话，蒋与李以勖谈话时查问；“福建省参议会在我

引退时，据报曾策划反对征兵，连招募自愿兵也反对，是否

属实?’’李以助在回答时提到。“丁议长和香港的李济深有

来往，自恃是国民党元老，朱主任(朱绍良)、李主席(良

荣)对他也奈何不得，请校长注意这些事情的影响，这对守

福州的困难是分不开的。，， ，

‘刘通于1947年在民联上级鼓励和林大绥等民联成员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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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从南京回福建竞选立法委员，竞选事务所设在林浩

藩家里，林大绥捐出黄金十余两，作为竞选费用，民联成员

纷纷奔走支持刘通竞选。李黎洲原竞选立委，改变计划竞选

监察委员，以原班底转移支持刘通。结果，刘通获得的选票

比国民党圈定的候选人多出几万张，当选立法委员，打击了

国民党统治集团，夺取了合法斗争的有利地位。其后，刘通

发展了福州。ii『市长何震、福建竹法院院长范体仁等当权人物

加入民联，并策划民联成员和进步人士打入军政部门，为开

展民主革命活动创造条件。福建民联主要成员陈齐碹利用他

与福建省主席李良荣枉陆军大学同学的关系，被委任福安地

区行政督察专员，另一福建民联重要成员管长墉，利用担任

闺侯县县长的职务，安插地下民盟盟员陈发卷担任县田粮处

处长’张圣才也在厦门市军警重要部门安插民联联系人士，

并开设“新绿书店"，“互惠实业有限公司”，掩护秘密活

动，销售进步书刊，扩大影响。

=，收集情报

福建民联在同民党军、警，特等各界有广泛的社会关

系，从而收集情报具有优势。民联成员吴石，管长墉，刘侠

任、张圣才等，通过关系搜集不少重要情报。吴石当时担任

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刘侠任的密友刘化之，担任省保安司

令部作战科长，福建民联从他们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军事情

报，其中一张重要的作战地图，提供南下大军，受到中共地

下党负责人的特别赞扬。张圣才和刘浑生搜集到福建军用地

图和金门防御地堡工事的位置分布图上报，他们两人在厦门

解放前夕撤退到泉州解放区，还向人民解放军十兵团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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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金门、厦门国民党守军的兵力及防务情况，并奉命到前

线部队传达。

解放前夕，中共华南局需要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各部门的

人事档案材料，在省教育厅工作的福建民联成员杨应钱和在

闽台监察委员行署工作的许万里等人，从李黎洲由香港通知

的信息将收集的材料秘密寄香港转送中共华南局． ．

三，掩护营救。
。

解放战争爆发前后，福建民联成员做了不少掩护、支持

地下党和进步入士的工作．福建的中共地下党重要领导人曾

镜冰、孟起(原名孟瑗焘)等人经常在林浩藩家聚会，曾镜

冰化名为郑守铭，受聘于林浩藩担任校长的私立福商中学作

为掩护，1947年，民联成员卓克淦在参加民联前担任台湾省

淡水区区长，孟起潜往台湾活动，由林浩藩以“双浑劳名义

署的便条介绍孟与卓联系，掩护住在卓的住宅，准备在紧急

情况下提供方便撤退。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搜捕地下党和进

步人士，镇压学潮，福建民联利用关系获得情报掩护地下工作

人员。管长墉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获得圜民党军警

即要出动搜捕一批进步人士黑名单之后，冒着危险及时通知

有关人员迅速转移，得免遭毒手，隐蔽在福建民联领导人刘

通同志家里的闽中地下党办的《拂晓报》一位女工作人员被

捕，也得到管长墉的营救脱险。李黎洲向国外筹款兴办南光中

学，安插民联成员作为掩护联络工作据点，他在教育厅厅长

任内，获悉国民党反动派准备逮捕、镇压参加学潮的师生黑笤：

单，暗中通过有关渠道通知，并设法营救已被捕的师生。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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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中学校学生掀起反饥饿运动，在省教育厅任科长的民联

成员高时良，说服国民党省府秘书长，采取克制的方针，避免

师生流血被捕，他还出面营救因向国民党驻军了解学校驻军

情况清理校舍迎接开学，被以“刺探军情’’逮捕的高商学校

工作人员。 -

国民党福建省高等法院院长范体仁参加民联后，极力营

救政治犯，常以“罪证不足"予以释放。对涉嫌为“匪”的

在押犯，亦以“口粮无着”的借口，尽可能开释。遇有重要

情报，以函件或便条方式送交刘通“亲启”，为民联地下工

作做出贡献。民联成员卓思贤在省高等法院任法官，利用职

便开释所谓共党嫌疑分子十多入。他从原莆田警察局局长伊

扬名处得悉国民党即将逮捕的共产党黑名单，其中一些人得

到卓思贤的通知，逃离厦门。

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要职的林梦飞，1948年参加地下

工作后，利用职便借口监狱人满，必须疏散人犯，下令准予

保释“病号"，使七十多名政治犯获得保释，其中包括郑秀

治、史惠英(爱珠)、王新井及中共地委林金妙、县委王朝

阳(化名陈挑)等人。林梦飞和刘浑生在获悉中统特务林鸣

岗、刘万倾报送要求警备司令部下令拘捕人员的黑名单，立

即抄报地下组织通知逃避，该批获救的有厦大熊德基、何若

钧，袁镇长、胡复生等师生七十二入。林梦飞烧毁了前任缴

获晋江、南安各县地下工作人员的名册。在厦门警察局工作

的民联成员吴月秋、林广义等也将局长刘树梓交查的厦大地

下党黑名单抄报民联组织通知转移。被宪兵团预定逮捕的民

主人士黄绿萍、郭荫棠、黄其华等人也得到林梦飞及时的通

知，逃避免祸。林梦飞还设法保释诈律宾政府押解来厦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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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华共陈永田，黄珠盘，汪志明、吕俊庆等五人，及被警察

局逮捕的双十中学进步学生林金泉。张圣才利用职便和社会

关系帮助营救和掩护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其中有民盟领导

人林植夫、厦大教授王亚南、郭大力，罗志浦、林砺儒等知

名人士，以及安溪地下党苏忠琴、晋江地下党外嗣的伍远辉

等入。

四、簸动起义

． 福建民联!h于与国民党军政界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密切的

特点，对策动起义、投诚很有利。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

福建民联的策反对象包括福建省主席李良荣，驻军军长沈向

奎等高级将领及所鞠：斟民党军队、保安团等，以及国民党特

务控制的海匪部队，后因形势及人事变化，着重帮助策反国

民党新编的三二五师。
‘

李良荣出任福建省主席后任命的三个地区督察专员林梦

飞，陈齐埴和李汉冲，都已和福建民联挂钩，陈齐追并已参

加民联。

林梦飞参加地下工作后，以策反闷民党三二五师作为主

要任务，当时李良荣执行蒋介石“固守福建，屏障台湾’’的

战略部署，积极在福建组建新军，委派其旧部闽南l—j乡吕省

吾，陈育廉任三二五师正副师长，并以秘：梦飞为第四行政区

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助该师组建一I?作。吕，陈均系林梦飞旧

部，交往密切，有弃暗投明意向，在与获得中共地下党挂钩

联系后，策动起义逐渐成熟。1949年4月，形势发生变化，

朱绍良接替李良荣为福建省主席，李良荣凋任二十二兵团司

令兼厦门警备司令，委任林梦飞为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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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五师师长吕省吾护眷(台胞)去台后不归，陈言廉剐师

长独担起义准备工作。1949年8月18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兵

团突然电令三二五师撤兵厦门，陈言廉乃于8月19日傍晚在

安海龙山寺率领一个半团、官兵二千余名宣布起义。国民党

三二五师的起义，震动了闽南残敌，对解放闽南地区起了有

益作用，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表扬。
’

，

张圣才、林梦飞的策反活动被察觉，蒋介石派毛森取代

李良荣为警备司令，电召张圣才去台湾，形势紧迫，张圣才、

林梦飞，刘浑生、黄介立急撤出厦门到泉州解放区，黄其

华、林启东走避香港，张奋生转移到漳州，继续协助部队搞

好后勤工作，并利用乡情、社会关系在云宵、诏安、东山一

带，继续从事策反，未转移的丘庵兢、林广义，吴月秋、王缗

青、林明辉，林纯江等人予9月17日被毛森拘捕，解放后才

出狱。

张圣才，刘浑生利用闺警同学会从中发展民联成员进行

策反工作，赖鄞祥被派任海澄县警察局长，率部起义，保全

该县人枪、档案，，装备，并帮助入城解放军做后勤补给，福

州、闽侯、长乐、连江等警察局起义，福建民联也做了促进

工作．

管长墉，林大绥、欧阳烈等都积极参加策反工作。饵放

前夕，国民党成立海上保安司令部，招兵买马，企图顽抗，

骚扰福建沿海，林大绥利用饵关系，冒险与国民党特务、港

匪联系、策反，并说服古田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饯玉光，拒

绝特务引诱，投向人民为当地剿匪、土改出力。
‘

福建民联策J更的起艾人员受到巾共党委和人民解放军热

诚欢迎和优待，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上了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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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护财产

福建解放前夕，国民党各部门极力转移或破坏档案，转

移财产，福建民联在地下党帮助下多方设法保护。民联成

员、福州市长何震留守岗位，利用友好关系制约福州市戒严

司令部王修身，并遵照民联的指示，将档案、枪枝、粮食，

经费等完整地移交给解放军，受到军管会的赞扬。省教育厅

的档案在民联成员高时良、杨应筏等的安排下，得到妥善保

护。长乐县参议会参议长，国大代表林庆垒，县参议会副议

长黄笱班，同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参议员王心湖、王任翔

等人加入民联后，策动以林伯荣为团长的地方防护团维持治

安迎接解放，并营救闽中游击队队员和地下党的眷属，保护

县参议会档案、公物完整移交。

福建民联在福建临解放时，截留福建省银行在香港的库

存黄金，美钞归交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8月6日，

中共华南局通过因走避特务潜往香港的民联成员李黎洲秘密

通知福建民联，国民党省主席朱绍良企图提取福建省银行在

香港的库存黄会、美钞，当时民联成员，福建省银行总经理

许显时，得到福建民联指示，借口检查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

库存去港，会晤中共华南局负责人，设法截留了一批黄金、

美钞(约五万美元)，解放初期，此款由分行起义人员用于购

买当时被美蒋封锁的福建省急需的棉纱、汽油、肥田粉等重

要物资运进厦门，福建省人民政府张鼎丞主席曾为此专函致

贺并慰问。

在此之前，在上海参加民联回福建的陈东生，1948年出

任中央银行福州分行经理，后又兼任福建省政府委员、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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