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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建庄

当我们回顾河南九三走过的光辉历程的时候，应当首先熟悉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产生及特点、九三学社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样，我们就能清晰

地把握历史的脉搏，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

一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产生及特点

(一)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产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中，有八个民主党

派。这些党派多数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其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

的知识分子。它们具有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政治倾向。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

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创建的，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的不断进步精

神的一个民主党派．成立于1948年1月。
。

2．中国民主同盟
。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一个主要由爱国知识分子所组

成的民主党派。其前身是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4年9月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

3．中国民主建国会
’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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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有联系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民主党派。1945年12

月成立。

4．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主要由文化教育界的进步分子

组成的民主党派。1945年12月成立。

5．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由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些从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人士组成

的民主党派。其前身是1930年8月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先后数次更名，1947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6．中国致公党 ．

中国致公党原是由一部分海外华侨改造洪门致公党而建立起

来的一个政党，后逐步发展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它成立于1925

年10月。

7．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是由一批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文教科技界人士发起

组成的民主党派。其前身是1944年底组成的“民主科学座谈会”，

后改建为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正式成立。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

组成的民主党派。1947年11月成立。
． 八个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作出了贡献，均派代表

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的光辉历程。

(二)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特点

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各民主党派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以下一些共同特点：

(1)它们虽然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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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但从来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具有阶级

联盟的性质。

(2)它们因其阶级联盟性质而在政治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各民主党派内部常常既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又包括社会

进步分子；既包括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又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者。

(3)它们在政治上带有中间性，但从主流看则具有进步性和

民主性。各民主党派反帝爱国、要求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同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政治纲领大体一致的，因而能够同

共产党团结合作，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4)它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大致都经历了由初期的

建立合作、联共反蒋到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

我国各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

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它们从来不是单一阶

级的政党，而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其组织成分常常是既有统治阶

级内部的反对派，又包含进步分子。各民主党派都走过了一条由反

帝爱国、要求民主，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政治力量的历史道路。

在对民主党派性质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反复。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主资

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

分，各民主党派也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1957年反右派斗

争被严重扩大化后，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又把民主党派当作资

产阶级政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如同共产党内许多同志受到不公

正对待一样，民主党派成员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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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的著名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

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

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

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

文选》第2卷186页)同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

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邓小平出席并讲

话。讲话全面回顾了民主党派的主要贡献，肯定了他们的历史性进

步，表达了对他们的殷切期望。讲话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

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

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

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

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

的贡献。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

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

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

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

治联盟和工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

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

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

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同上，第203--204页)。‘

宣布各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在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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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性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精神的又一次生动

体现。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使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的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九三学社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

九三学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

派。它是由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

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与执

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

1944年底，一批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爱国人士为争取抗

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在重

庆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发表政见，响应中国共产党

的为争取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进行奋斗的号召，积极准备将“民主科学座谈会”建成一个永

久性的组织，以利于民主进步力量的团结壮大。为纪念1945年9

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扬中国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维护世界和平、民主的革命精神，决定将“民

主科学座谈会”正式定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5月4日，在座

谈会基础上正式成立九三学社，选出许德珩、褚辅成、程西恒、潘

菽、涂长望、黄国璋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等8人为

监事。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对时局的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

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同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成员分散到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等

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在坚持民主与科学的战斗旗

帜下，在各自工作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的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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