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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方盟史拾零》作者谢炎，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民盟的老盟员，在民盟广东地区组织的老前
辈彭中英、苏翰彦、郭翘然、胡一声、叶春等的领导下专职从事盟务工作多年，直至离休。
广东民盟许多历史重大场景，他或置身其中，或知情较深，几乎是广东民盟的一部活字典。
晚年，他致力于以民盟广东地方组织为主体的南方盟史研究，颇有建树。
先后出版了《粤盟鸿爪》（香港拓文出版社出版）、《落红护花—苏伯的故事》（群言出版社出版）
、《铁骨忠魂——彭中英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等书。
　　《南方盟史拾零》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南方（含东南亚地区）民盟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
书中《澳门分部始末》、《缅甸支部始末》、《港九支部始末》等篇，对民盟南方总支部属下一些组
织的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为南方民盟的历史研究添写了有意义的一页。
　　研究广东民盟历史的文章，过去重点描述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
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在《南方盟史拾零》中写了《建国初期的广东民盟》、《广东省民盟机关的反右
派斗争》、《小四清运动》、《华夏文化交流中心始末》等篇章，大大丰富了对广东民盟的历史研究
，为深入研究广东地区的民盟当代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萌芽于中国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了蓬勃的发展，最终形
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体系并在历史发展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赞成共产党领导，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以自身的丰富历史实践，建立并形成多党合作的政治模式，突破了西方数百年形成
的政党政治理论，发展并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党学说，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南方盟史拾零》的作者，以“我对民盟历史再认识”为题，根据民盟的史实特别是南方民盟的历史
资料，进一步探讨了民盟的性质，就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凸显出该书史论
结合的特色。
　　《南方盟史拾零》虽为“拾零”，却在南方民盟的史海中，作了可贵的钩沉，为补充和丰富广东
民盟的历史资料，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希望《南方盟史拾零》的出版能够推动广东民盟的历史研究，吸引更多的盟员关注民盟的历史，在用
实践推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同时，用笔记下民盟的一串串踏实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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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萌芽于中国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了蓬勃的发展，最终形
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体系并在历史发展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赞成共产党领导，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以自身的丰富历史实践，建立并形成多党合作的政治模式，突破了西方数百年形成
的政党政治理论，发展并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党学说，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南方盟史拾零》的作者，以“我对民盟历史再认识”为题，根据民盟的史实特别是南方民盟的历史
资料，进一步探讨了民盟的性质，就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凸显出该书史论
结合的特色。
　　《南方盟史拾零》虽为“拾零”，却在南方民盟的史海中，作了可贵的钩沉，为补充和丰富广东
民盟的历史资料，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希望《南方盟史拾零》的出版能够推动广东民盟的历史研究，吸引更多的盟员关注民盟的历史，在用
实践推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同时，用笔记下民盟的一串串踏实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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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炎，男，1924年农历8月25日生，广东化州人。
早年毕业于国立海疆（专科）学校，习师范科教育专业。
曾任中学、师范学校教师、教导主任、代校长等职。
1949年5月，在苏翰彦、李有杰引介下在广东中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历任民盟澳门分部宣委副主任兼组委委员、民盟中山分部临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民盟广州市分部组
委委员，民盟广东省委组织部干事、宣教部干事、文教委员会秘书、文教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秘书处副主任，华夏文化交流中心（民盟广东省委与深圳大学联合主办）总干事等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农村工作，历任村工作组组长、乡组长、片长、区政策检查组副组长。
1990年离休后参加多个社会学术文化团体工作，历任广东粤港澳台经济关系促进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广东国际综观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普通教育现代化1990～2000》编委兼执行编辑等职。
主编（含与他人共同主编）有：《风华正茂》、《21世纪亚太活跃经济区》、《广东民办教育论坛》
、《广东民办学校集萃》等书。
著有：《曾昭璇教授传略》、《展鹏小传》、《粤盟鸿爪》、《东山罗水》、《我的回忆》、《落红
护花一苏伯的故事》、《铁骨忠魂——彭中英的故事》、《美加行脚》等书。
在中外报刊及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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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李竟先我对民盟历史再认识建国初期的广东民盟设定办公场所遍地播种生花建立机构扩展队伍
（1950～1953）调整收缩巩固提高（1954～1955）解放思想放手发展（1956～1957）江门事件和中山事
件广东省民盟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引子佛山起火反右架构谁是右派？
郭钟联盟反右补课交心运动右派出路小结小四清运动华夏文化交流中心始末中心的建立运作过程终结
港九支部始末发展组织改变结构参与创建达德学院策反支前迎接解放澳门分部始末缅甸支部始末跋/王
则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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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0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广东召开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
我受灵山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临工委的委派，作为灵山县唯一代表，出席这次代表
大会。
会议期间，叶春率有关人员（含陈宏文、李有杰等）到德政中路德政新街18、20号勘察此处是否适合
作民盟办公地址，适当天我有闲，应邀参与一同前往勘察。
此两座房屋连成一体，共四层，同一楼梯上落，分左右门，中间有一天井，楼下可打通，把天井封顶
而布置成为礼堂。
这些房屋都是日本占领广州时期建的，当时已楼空人去，没有人承认是主人，所以作为伪产处理。
勘察人员一致认为此处可作民盟南总、省、市（广州）民盟联合办公之用。
于是，由叶春经手，报经政府房管部门批准，拨给民盟使用。
　　1950年5、6月间，经过简单装修，南总和省市盟三个单位都搬到这里来一起办公了。
1950年6、7月间，南总就是在这里召开了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有港澳及东南亚各地民盟组织代表参加。
会后出版了会议专刊。
　　我于1950年8月调回民盟广东省支部临工委组织部，叶春任部长（最初是兼职，后辞去交际处职务
，转为专职）。
专职干部只有我一人，叶春认为我盟龄很短，应从助理干事做起，我从之。
从此，我同广东民盟机关结下不解之缘。
至今，已经度过了59个春秋。
　　我回到德政新街省民盟机关时，南总、广东省民盟、广州市民盟都是在二楼办公，各单位干部的
办公桌连在一起，三个单位联合同一秘书处，即一套人马，出纳、会计、总务、收发公文、炊事、交
通员等等都是三个单位共有共用的。
至于具体某个人的编制是属于哪一单位的？
我也说不清楚。
秘书处主任先后由梁若尘、苏翰彦、廖越等民盟省委委员兼任。
梁若尘是市文化局副局长，廖越是省政协秘书处主任，平日都不来民盟上班，只参加省民盟领导核心
会议而己。
有一个时期李世浩作为南总的副秘书长、组委会负责人（秘书长是李伯球），日常在办公室上班，统
管三个单位全体干部，晚饭后，在办公楼门前同干部一起打扑克，聊天，同干部的关系十分融洽、和
谐。
南总结束后，他先后任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园林局局长。
反右前郑沧徽担任秘书处副主任，统管省市盟的秘书工作（此时南总己撤销），所有印章都在他手上
（包括省市盟公章及张文私人印章），放手让他开展工作。
　　办公楼的首层是厨房及饭堂。
后来经郑沧徽手改建为饭堂及礼堂，礼拜六、日晚上还常常举办舞会，邀请统战部及各民主党派干部
携伴参加，搞得颇为热闹。
　　办公楼的三、四层都作干部宿舍。
最初，18号三楼住李有杰一家，20号三楼住郭翘然一家，20号四楼住叶春一家，18号四楼住钟平一家
。
我回广东省民盟工作时，钟平腾出一个房给我居住。
以后，郭翘然、叶春、李有杰、钟平都先后搬出18、20号，20号三楼作市民盟办公地址。
20号四楼、18号三、四楼仍作干部宿舍用。
　　1953年，全省土改结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在城市，要落实房改政策。
广州市房管部门在省民盟办公楼门墙上贴出公告，说此二栋房子暂由房管部门代管，请房产权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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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若干个月内向房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不办者即由国家接管。
结果，始终没有屋主向房管部门登记，而成为代管房，最后房产权归国家所有。
本来，此时民盟可申请房管部门无偿拨给民盟使用的，但当时民盟有关人士认为，民盟自有房不如租
用房，反正租金是由银行划账的，交多少租与民盟无直接关系（那时仍未提出经济包干）。
租用房须要修葺时由出租方负责修葺费，不合使用时还可由我们单位出面向政府申请拨款进行装修。
自有房修葺费则全要本单位负责。
因此，别的党派办公场所都已办理了其房产归该党派所有手续，唯独民盟在德政新街18、20号二栋办
公楼却要年年月月向房管部门交租，而且租金按商业用房计算，比民居租金高一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方盟史拾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