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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r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科学态度，全面、真实地记述厦门市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

与现状。
‘

二、本志注意突出时代特征、地方特点、统战特色。

三、本志记载年代上限追本溯源，下限至1 995年。

四、本志结构为分章平列式，首设照片、凡例和概述，末置大

事记。正文依序排列是：党委统战部工作、人民政协工作、民主党派

工商联工作、侨务工作、对台工作、宗教民族工作、爱国民主人士传

略。全书共31万多字。

五、本志按志书惯例，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传人物，选择

对厦门统一战线工作作过重要贡献和有代表性的已故爱国民主人

士，立传以生年顺序排列。

六、本志记述的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首次出现使用

全称，以后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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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有70多年的光荣历史。在各个

历史时期，厦门的中共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

政策，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不断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为厦门的革

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厦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人

罗明发展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团员，于1925年6月成立了厦

门第一个团支部，1926年2月建立了厦门也是福建省第一个党支

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在厦门的国民党福建省临委于1 926年

’7月改组，共产党员李觉民、罗扬才、阮山等人当选为党部常委，左

派力量在临时省党部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发

动群众支持北伐战争，举办平民学校、妇女工读学校、农民俱乐部

等，组织他们学习新文化和国民革命理论，引导他们组织工会、农

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救会，大兴工农革命运动。当北伐军入闽

时，徐琛、陈明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奉派到东路季任职或
到各地任督察专员，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挺进闽南，很快形成工

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元旦，中共厦

门地方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召开了“厦门各界民众庆祝元旦暨北

伐军胜利大会”，会后集队游行，高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口

号，许多人当天报名参加北伐军。报纸称，“俨然厦门为广州、汕头

矣!”

1927年1月，中共厦门市委成立，罗秋天任首任书记，即派得

力干部帮助国民党左派改组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和同安县党部。进

一步发展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严子辉到禾山，改组国民党区分部，

领导当地组建农民协会；邱泮林等到同安，改组县党部并任党部负

责人，领导同安地区建立一支数干人农民自卫军队和农民协会。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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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成立了“厦门市总工会(筹)”，发展会员1万人，下辖23个基

层分会，并即领导了号称“罢山罢海”的革命运动；还组织“反基督

教大同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运

动”。以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为核心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也此起彼

伏。然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厦门爆发了“四

·九”反革命事变，宣告厦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厦门的党组织把斗争区域拓展到周边地

区，把80％以上的工人、农民吸收入赤色农会，革命互济会、反帝

大同盟等革命团体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厦门岛内，以柯子鸿为首

的厦门赤色总工会及下属40几个分会，会员达l万人之众，厦门

反帝大同盟下属5个分会，会员也很多。1931年7月成立的中共

厦门中心市委，还领导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

击队，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再掀高潮。自1931年至1935年间，

厦门党组织动员了一千多名技工、司机、医务人员到闽南、闽西游

击区支援红军游击队，参加红军。同时，募捐了数万银元和大批物

资支援入漳的红军和游击队。党组织还深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中

去策反、组织兵变。1931年10月20日，国民党驻南靖独立一团

三、四连的205名士兵，携180支枪投奔闽南游击队，接受改编。厦

门中心市委还利用1933年“福建事变”后19路军退出包围闽西南

苏区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和红色区域。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El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上

升为主要矛盾。厦门中心市委创办了《战斗》、《群众报》、《火炬》、

《实话》、《青年画报》等宣传刊物，大造舆论。1931年10月至1932

年3月，。厦门民众救国会”，。厦门学界反帝大同盟”，“厦门互济总

会”，“厦门惨案后援会”，“厦门妇女救国会”纷纷成立。在厦门总工

会领导下，“厦门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突击队’，、“特务

队”、“锄奸队”、。打狗队”、“查日货队”、“北上抗日决死团”、“慰劳

团”、“募捐团”等纷纷诞生。他们奔走呼号，查禁仇货，打击汉奸，募

捐钱物，甚至赶赴前线抗敌。193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民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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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自卫”的号召，厦门中心市委增设了“反帝部”，由该部联系爱国

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并出版会

刊《反日战线》。

继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后于1936年建立的中共厦门临工委，努

力做好厦门各抗日团体的工作。同时，还争取了国民党157师群运

科长陈伯麟、国民党方面的许春草、张圣才及社会知名人士胡资周

(《星光日报》社社长)、黄绿萍(《星光日报》总编)、黄其华(双十中

学校长)、苏节等为抗日救亡作贡献。并于鲁迅先生逝世后组织悼

念鲁迅活动，激发全市民众抗日热情。

“七·七”事变后，厦门工委组织30多位7—13岁的少年成立

“厦青团”第八工作队——“厦儿团”，徒步经汕头、广州转香港活动

后又到越南，柬埔寨，行程万余里，宣传抗日，组织救亡募捐、慰劳。

在香港期间，在中共南方局工作的邓颖超接见了他们，称赞：“小小

年纪，就这么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

中共厦门工委在“七·七”事变后，主动把“厦门工联会”夏名

为“厦门工人抗日会”、“革命互助会”更名为“厦门商人反f=-I会”、

。厦门反帝大同盟”更名为“厦门各界反日会”、“红军游击队”更名

为“北上抗日义勇军”，把厦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组织理

得更顺，使其作用发挥得更好．更易为各方面所接受。以便最大限

度地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金门，

中共闽粤赣省委即发出《对日抗战保卫漳厦宣言》，包括厦门在内

的闽南11个县市“抗敌后援会”先后成立。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更为广泛。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为适应斗争需要．中

共厦门工委撤出厦门岛到漳州，合并成立漳厦工委。指导漳厦地区

工作。沦陷敌手的厦门入民自发组成各种抗日团体，尤其以“厦门

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最有影响。重建的同安中共党组织也以国共

合作的合法身份，以莲河、马巷等“抗敌后援会”为活动阵地．讲演

宣传、化装演出，还建立队伍，进行军训，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

国民党反动派因而恐慌和镇压。老共产党员胡邦宪1941年任同安
3



县长后，利用矛盾，合法斗争，推动同安民众抗日运动，被誉为“抗

日县长”，其侦办军统李品仙等污吏和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镇压叛

乱等行动尤为脍炙人口。

抗战一胜利，中共即在厦门岛内恢复党组织，在中国向何处去

的历史抉择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配合与国民党的军事斗

争，成功地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

和爱国民主人士，发动进步师生先后组织了“反美暴行”、“反内战、

反饥饿、反迫害”及“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等运动；另一方面，做好民

主人士的联络和争取工作。在厦门的民革、农工党成员、爱国工商

业者及其他民主人士积极运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支持革命：有

的设法保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免遭杀害，有的向党组织和游击区

输送地图、枪支，有的捐款捐药支持游击队，有的则策动漳、泉地区

国民党军警起义，有的设法保护工厂、学校和公共财产、历史档案，

有的参加支前动员和渡海作战，有的进行策反工作，向解放军提供

了较详细、准确的厦门国民党驻军布防图，为厦门回到人民手中做

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厦门市委就提出：“要通过各部门广泛建

立民主统一战线”，“让朋友们靠拢我们”，着手建立由党政军和各

界群众团体组成的“市人代会筹备处”，并于1950年元月，由各界

推选的225名代表民主选举“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简称协商会)l市侨务局、统战部、宗教处先后组建．侨联、工商

联及民革、民盟、农工的地方基层组织相继建立。在市委、市政府领

导下，各界人士围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社

会安定而献计出力。很快，海外侨汇重新沟通，部份企业恢复生产，

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进出口商在解放军炮火的掩护下，先小船后

大船，冲破国民党军队封锁，恢复与香港船运往来，为厦门的反封

锁斗争写下光辉一页。工商联筹委会积极工作，配合市政府组织一

系列物资交流活动，活跃了市场，恢复了与各地的商业网络，还组

织行业评议税收，辅导企业生产，协调劳资关系，为厦门经济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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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恢复和较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各界人士同仇敌忾。

在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积极捐款捐物，并在土地改革、镇

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1 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与

海外关系密切、又地处海防前线，而私营工商业在解放前集消费、

投机和服务性为一体、畸形发展的实际，重视发挥工商联和各界人

士作用，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改造方针和赎买政策。在以

往工作的基础上，扩大了初级形式改造的范围；做好占私商资方

2／3的批发商改造，辅导其转业，并分步对相关工业企业进行公私

合营，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改善了经济结构。1956年1月20目．

93个行业1572个工商业者实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厦门实现

了所有制转变的历史任务，迈入社会主义新阶段。

期间，各界优秀代表参与政权组织。1955年市政府26名委员

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12名。1955年5月，政协厦门市委员

会成立，较之市协商委员会，代表性更强．包容面更广，委员由30

人增至107人。全市民主党派成员达512名，除民革、民盟、农工建

立市委会外，民建也于1956年11月成立筹委会。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市委继续通过统一战线调动各方

面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在1 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扩大化，

一批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被错划为右派。

随后又开展整风交心运动，要求限时完成政治立场的改造，联合举

办“自我改造经验汇报评比展览会”。1960年起，根据中共“贯彻政

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和五不变政策，高级知

识分子和代表人士得到照顾，政协及民革、民盟、民建、农工、工商

联等分别举行神仙会，让大家畅所欲言，缓和各界人士的紧张情

绪。但随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确立，各种学习、检查、批判的开

展，各界人士思想又紧张起来，统战工作的大好形势又受影响。

1966年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遭受

严重破坏，许多统战干部和代表人士遭到批斗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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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厦门的统战工作随着全党工作重心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及厦门经济

特区的创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工作，为调动各界人士

积极性奠定了基础。市委成立了专门机构，平反“文革”冤假错案，

清退查处物资，纠正和安置错划右派，区别“三小”，收回“文革”期

间下放的原工商业者，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纠正归侨、侨眷和

台胞、台属中的冤假错案，落实部分归侨海外工龄，调整安置六十

年代初被精简的归侨、侨眷，清退宗教房产。这些，影响良好，赢得

民心，使厦门市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团结。市委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

导，根据形势需要于1983年至1986年成立各区统战部、并先后多

次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还于1991年进行全市性统战工作大检

查，组织首次全市统战知识竞赛，极大推动了统战方针政策的落

实，使厦门市爱国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可喜成

绩。

建立健全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0年5月，

厦门市政协五届一次全会召开，揭开了新时期政治协商工作的新

局面。与“文革”前相比，委员数增加1／3，达360人。8月，市民革、

民盟、民建、农工、工商联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揭开了党派工商联活

动的新篇章。随后，致公党、台盟、民进、九三学社分别于1981年至

1984年筹备成立市级组织。市委于1985年建立了与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的“双月座谈会”。以后，市委坚持通过这一形式，就厦门

市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人事任免等向党外人士通报情况，征求

意见。1 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厦门市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工作步入新阶段。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党员领导与党外人士交友联

系制度；市政府加强与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系，先后下发对

口联系文件，并组织检查交流；至95年，市监察局、检察院、审计

局、教委先后聘请民主党派人士58人次担任特约监察员、特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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