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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

张 光 宇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是个执政党
,

它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政党改组为工人
、

农民
、

城市小

资产阶级
、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

最后堕落为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党的演变过程
,

它的演

变对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本文拟对其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工人
、

农民
、

城市小资产阶级
、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

1 9 2 4年 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

接

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

还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
“

总

理
”

的名义下
,

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
,

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

实行集体领导
。

在 51

名中执监委中有共产党人 10 名
。

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开始由资产阶级政党改组为工人
、

农民
、

城市小资产阶级
、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

国民党
“

一大
”

在改组国民党方面虽是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
,

但改组工作并未完成
。

随后
,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中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工作
,

这种改组的深远意义是使共产党人和国

民党左派在各级党部 中占了优势
,

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

根据《中国国民党章程 》的规定
,

国民党
“

一大
”

闭幕之后的次日
,

孙中山主持召开 了国民

党一届一中全会
,

推举廖仲恺
、

戴季陶
、

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

处理日常事务
,

并决定设立
“

一处
”

(秘书姐
“

八部
”

(组织
、

宣传
、

青年
、

工人
、

农 民
、

妇女
、

军事
、

调查等部 )

组成中央党部①
,

其中组织部长谭平 山
、

秘书杨鲍安
,

农民部长林祖涵
、

秘书彭湃
,

工人部

秘书冯菊坡都是共产党人②
。

工人部长廖仲恺
、

妇女部长曾醒是国民党左派
。

在中央党部中
,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
。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各地的党务
,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在上海
、

北京
、

汉 口
、

哈尔滨

和四川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
,

作为中央党部的派出机构
,

由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前往组

织③
。

上海执行部成立于 1 9 2 4年 2 月 25 日
,

管辖长江下游各省
,

设立秘书处和组织
、

宣传
、

工人农民
、

青年妇女
、

调查等部
。

虽然各部部长不是共产党人
,

而组织
、

宣传
、

工人农 民三部

的秘书毛泽东
、

挥代英
、

邵力子 以及干事罗章龙
、

施存统
、

沈泽民
、

邓 中夏
、

王荷波
、

向警

予都是共产党人
,

在执行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④
。

台湾史学家也承认
“

共产分子渗入了 上 海

执行部
”

⑤
。

北京执行部成立于 1 9 2 4年 4 月 20 日
,

管辖黄河流域各省
,

设立秘书处和组织
、

宣

传
、

青年
、

妇女
、

工人
、

农 民
、

调查等部⑥
。

其中组织部长李大钊
、

青年部长于树德
、

妇女



部长褚松雪都是共产党人
。

调查部长王法勤系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

宣传部长马叙伦也与李大

钊接近
。

在五个执行部中
, 以北京执行部的共产党力量最大

,

台湾史学家也承认
“

共产分予

掌握了北京执行部
” ⑦ 。

汉口执行部成立于 1 9 2 4年 4 月
,
管辖湖北

、

湖南
、

贵州等省
。

汉口执

行部系由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 (共产党人 )组织的
,

设立秘书处和组织
、

宣传调查
、

工人农民
、

青年
、

妇女等部
,

其中秘书处秘书于若愚
、

组织部长林祖涵
、

干事李立三
、

许白昊
、

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
、

干事项德隆
、

青年部干事林育南
、

妇女部干事夏之栩均系共产党人
。

国民党右派
、

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
、

青年部长兼妇女部长覃振未到任
,

实由秘书和干事主持

工作⑧
,

所以汉口执行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
。

哈尔滨和四川两个执行部 虽 已 内定

名单
,

却始终未能成立
。

在五个执行部中
,

以能京执行部存在的时间最长
,

成绩最为显著
。

后来
,

由于各省党部逐渐建立起来
,

1 9 2 6年 1 月国民党
“

二大
”

便决议取消各地执行部⑨
。

在中央党部和各地执行部的指导下
,

各地的省党部也先后建立起来了
。

各省党部多由共

产党人帮助建立和主持工作
。

毛泽东曾说过
: “

当时各省的国民党
,

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
”

L
。

周恩来也说过
: “

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
”
@

。

事实正是如此
。

1 9 2 4年

2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各省党务进行计划决议案》 ,

决定派遣筹

备员
,

分赴各省建立临时省党部
,

其中直隶的于方舟
,

山西的韩麟书
,

热河的韩麟符
,

湖南

的夏曦
,

湖北的刘伯垂
,

江苏的张曙时
,

浙江的沈定一
,

江西的赵醒侬
、

邓鹤鸣等人均系共

产党人L
。

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于 1 9 2 4年 4 月 1 日
,

委员有夏曦
、

何叔衡
、

李维汉
、

邱维震
、

李达
、

郭亮
、

罗宗翰
、

夏明翰
、

李六如等均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

1 9 2 5年 5 月成立正式

省党部
,

在托名执监委员中除三名国民党左派外均系共产党人
。

湖北临时省党部成立于 1 9 2 4

年 4 月
,

大多数委员是共产党人
, “
同志殊占大半

,
计委员 (董 )必武

、

(刘 ) 昌群
、

(刘 )光国
、

许鸿
、

(张 )继渠等
,

秘书有何恐
,

干事有 (余 )世颂
”

L
。
1 9 2 5年 7 月成立正式省党部

,

在 22 名

执监委员中
,

共产党人占15 名
,

董必武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

实际上主持省党部

日常工作
。

江西临时省党部成立于 1 9 2 4年 3月
,

委员有赵醒侬
、

邓鹤鸣
、

涂振农
、

曾天宇
、

邹努
、

王镇寰
、

姜伯彰等人
,

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占居优势
。

1 9 2 5年 7 月成立正式省党部
,

在 16 名执监委员中
,

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12 人
。

据 1 9 2 6年 1 月国民党
“

二大
”

前的统计
,

已

正式成立省党部的有广东
、

湖南
、

湖北
、

江西
、

山东
、

直隶
、

河南
、

察哈尔
、

内蒙
、

绥远
、

热河等省
,

正在筹备省党部的有广西
、

福建
、

奉天
、

浙江
、

吉林
、

四川
、

甘肃
、

安徽等省
,

已成立特别市党部的有广州
、

北京
、

汉 口
、

哈尔滨等市
。

共发展党员20 万 L
。

国民党的组织
“

渐渐及于全国了
”

L
。

在党员 中
,

在地方组织中
,

左派力量占居优势
。

据中央党部组织部长

谭平 山说
: “

根据今年 ( 1 92 6年 ) 5 月国民党全会所发表的材料
,

党员数 目为三十一万六千人
,

而按党组织部的精确统计
,

只有二十五万人
,

如果不算七万国民党的士兵党员
,

那么左翼和

共产主义派就有十五万人
,

而中间派
、

右翼和极右翼总共不超过三万人
” 。 “

十分之九的地方

组织处于共产主义派和左翼的领导之下
”

L
。

国民党员的阶级成份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

例如当

时广东的党员中
,

最多的是农 民
,

约占40 %
,

其次是工人和学生
,

各占25 %
。

商人不足 10 %
,

其余军
、

警
、

法
、

政
、

报
、

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 0
。

以上事实表明
,

在经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的一系列改组工作之后
,

国民党才基

本上成了工人
、

农 民
、

城市小资产阶级
、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



(二 )

然而
,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

日益起着民主革命联盟作用的国民党却不断发生分化
,

最

后堕落为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党
。

在大革命时期
,

国民党发生了四次大的分化
。

第一次是冯自由派的出现
。

从孙中山的酝酿改组国民党的时候起
,

国民党右派就反对改

组
,

最先跳出来的是买办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冯自由
、

马素等人
。

冯 自由曾是老同盟会员
,

但因竭

力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

在国民党
“

一大
”

上没有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

他反对改组的
“

理

由
”

是共产党人跨党 (两重党藉 )
,

以所谓跨党间题为借口
,

企图迫使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

国

民党
“

一大
”

后
,

他和邓泽如等人在广州另行开会
,

起草一项决议
, “

警告
”

共产党员企图控制

党权
。

国民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怎么办? 孙中山说
,

办法只有两条
,

一条是谁反对改组
,

谁

可以退出国民党
,

另一条是如果国民党人都反对
,

我就宣布解散国民党
。

自然
,

孙中山并没

有解散他首创的国民党
,

也没有让冯自由简单地退出
,

而是把他开除出党
。

反对国民党改组是当时的一股反动逆流
,

不仅是冯 自由等人
。

1 9 2 3年 1 1月29 日
,

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
、

广东支部长邓泽如纠合林直勉等 n 人
,

向孙中山递交了所谓《检举共产党文 》 ,

反对改组国民党
,

大肆攻击共产党
。

孙中山于 12 月 3 日对此文逐段加以批驳
,

批示
:
国民党

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
“

为我请鲍罗廷所起
,

我加审定
, ……切不可疑神疑鬼

” 。

1 9 2 4年 6

月中旬
,

邓泽如又与中央监察委员张继
、

谢持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所谓 《弹劫共

产党案》 ,

反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
,

说什么
“

绝对不宜 党 中

有党
” 。

6 月 25 日
,

国民党训练员鲍罗廷对张继
、

谢持的争辩中指出
: “

共产党 (员 )加入国民党

三个月之后
,

见国民党不振作
,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
,

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
,

乃

不得不组织党团
” 。 “

组织党团
,

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
,

则党可复活
” 。

8 月 21 日
,

中央执行

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提出的《 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与 《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

命运动之联络间题》两项议案
,

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
,

与

第三国际联络
, “

协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络方法
” , “

协商中国共产党

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
” 。

这虽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个限制
,

但邓泽如等人

妄图取消党团组织的阴谋却未能得逞
。

第二次是西山会议派的出现
。

1 9 2 5年n 月
,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老右派谢持
、

林森
、

邹鲁
、

张继等 10 余人在北京西山开会
,

自称犷国民党一届 四中全会
” ,

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
,

他们决议
:

·

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应 即日停止职权
, “

取消共产党 (员 )在国民党中 之 党

籍
” , “

解雇
”

苏联顾问
, “

开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
”

等等
,

并在上海另立
“

国民党中

央党部
” ,

次年 3 月他们又召开
“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

从组织上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裂
。

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

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
。

1 9 2 5年 12 月
,

国民党

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
,

次年 1 月国民党
“

二大
”

又给参加西山会议

的右派分子 以党纪制裁
。

第三次是蒋介石集团的叛变
。

早在 1 9 2 5年 7 、 8 月间
,

国民党新右派
“

理论家
”

戴季陶就

抛出了《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 《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
,

宣扬以资产阶级为

中心的反动思想
,

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 戴季陶主义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

共纂权的理论根据
。

在北伐战争过程中
,

蒋介石的新军阀主义 日益发展
,

反共暴行不断发生
,



最后发展到发动
“

四一二
”

大屠杀
,

在声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

公开叛变革命
。

蒋介

石集团的叛变
,

导致了国民党的公开分裂
,

使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
。

第四次是汪精里集团的叛变
。 “

四
·

一二
”

大屠杀之后
,

夏斗寅叛变
、

许克祥叛变接踵而

至
,

汪精卫集团也由革命转向动摇
。

郑州会议之后
,

文由动摇转向反动
,

最后发展 到 召 开
“

七一五
”

分共会议
,

公开叛变革命
,

导致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变质
,

使大革命遭 到 最 后 失

败
。

促使国民党演变的决定力量是国民党内的当权者
,
国民党演变的主要标志是国民党中央

左右派力量的对比变化
。

与国民党四次大分化基本相吻合
,

国民党中央左右派力量的对比变

化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

1
。

左派占优势的阶段 (国民党
“

一大
”

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

首先
,

从国民党
“

一大
”

后中央党部的情况看
,

如前所述
,

秘书处三名成员中
,

、

有共产党

人一名
,

国民党左派丫名
。

组织
、

工人
、

农民三部完全在共产党人掌握之下
。

而组织部的地

位又居于各部之首
,

主管全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党员的吸收和训练
,

各地党员干部的派遣
。

国民党右派邹鲁也承认说
: “

组织部是党中最重要机关
,

由共产党的谭平山主持
,
本党一切的

组织章程
,

由他拟订 , 各地组织方面的人员
,

由他委派 , 而各地党务的筹备员
,

有共产党的
,

就派
,

没有共产党的竟不派 ; 并且派出去的人员
,

抵收容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
”
L

。

其次
,

从国民党
“

一大
”

后历届中央全会看
, 1 9 2 4年 8 月 15 日至 31 日

,

在广州召开国民党

一届二中全会
,

这次会议主要是肯定了国民党
“

一大
”

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完全

正确的
。

决议指出
: “

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
,

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

者
,

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
。

中国共

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
,

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
,

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

现存之中国共产党
,

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
,

彼此必将另行组织
。

故中国国民党对于

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
,

只间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
,

而不问其他
”

L
。
1 9 2 5年 5 月

18 日至 25 日
,

国民党又召开 了一届三中全会
,

再次肯定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

指

出
: “

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
,
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

。

从前中国革命同盟

会时代
,

即系如此
”

L
。

这两次全会
,

否认了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
,

坚持了联共的政策
,

表明左派的主张占了上风
。

第三
,

从国民党
“

二大
”

新选出的中央党部的情况看
,

1 9 2 6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选 出中央执行委员 36 名
,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4 名
,

中央监察委员 12 名
,

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8 名
,

共计80 名
。

由于陈独秀
、

张国涛的妥协退让
,

共产党人只有25 名
,

约占25 %
。

但是
,

在中央党部的成员中
,

左派力量却占了优势
。

秘书处的全部成员
,

即谭平

山
、

林祖涵
、

杨饱安
、

刘芬
,

组织部部长谭平山
、 .

秘书杨饱安
,

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
、

秘

书沈雁冰
,

青年部秘书黄日葵
,

工人部秘书冯菊坡
,

农民部部长林祖涵
、

秘书彭湃
、

罗绮园
,

外事部秘书许苏魂
,

商人部秘书黄乐裕
,

妇女部秘书邓颖超均系共产党人
,

在中央党部21 个职

务中
,

共产党人 占16 个
,

约占76 %
。

外事部部长彭泽民
、

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均系国民党左派
。

2
.

右派占优势的阶段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武汉临时联席会议 )

1 9 2 6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
,

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
,

主要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限制打

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
。

根据决议案中
“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
,

不得充任本党

中央机关之部长
”

的规定
,

蒋介石代替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 (由其秘书陈果夫代理
,

随后不

久
,
陈正式出任组织部长称顾孟余代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

,

甘乃光代替林祖涵任农 民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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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枪代替刘芬任秘书处书记
,

中来党部已无共产党人了
。

同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设主席一人
,

推举张静江 (右派 )任之 ( 7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
,

推举

蒋介石继任 )
。

从而
,

使国民党右派篡夺了中央党部的领导权
,

中央党部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

右派占优势的局面
。 “

党权
、

政权
、

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 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

地
,

国民政府所在地 ; 蒋就是国民党
,

蒋就是国民政府
”

L
。

3
.

国民党中央逐渐分裂的阶段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至
“

四
·

一二
”

)

1 9 2 6年 1 1月 2 6日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

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上
。

12 月 7 日
,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停止办公
。

第一批到

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 12 月 12 日召开谈话会
,

决定组织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
.

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

代行最高职权
。

同年 n 月 3 日
,

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后
,

蒋介石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这里
。

他

为了控制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 “

挟天子以令诸候
” ,

于 1 9 27 年 l 月 3 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临

时会议
。

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

并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二届兰中全会
,

书胜起了
“

迁都之争
” ,

标志着国民党中央公开分裂的开始
。

此后
,

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武汉和南昌两个左右派势力中心的局面
。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

坚持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作出的迁都武汉的原议
,

坚持临时联席会议继续行使最高职权
,

坚持

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

开展了提高党权
、

反对军事独裁的
“

党权运动
” 。

由于迁都

武汉是人心所向
,

大势所趋
,

大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冲破蒋介石的阻挠来到武汉
,

国民

党二届三中全会于 3 月 10 日到 7日在武汉举行
。

全会提高了党权
,

削弱丫蒋介石的权力
,

但

投有撤销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

仍选他为中央常务委员
。

蒋介石便利用总司令要职
,

在南昌

发表反共演说
,

接连制造
“

赣州惨案
” 、 “

南得惨案
” 、 “

安庆惨案
” ,

直至在上海发 动 哪四
·

一
劝

二
”

大屠杀
。

4
.

武汉 国民党中央由革命转向反动的阶段 (
“

四
·

一二
”

至
“

七
·

一五
”
)

在共产党人
、

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下
, “

四 一二
”

之前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还表

现出了相当的革命性
,

但
“

四一二
”

之后
,

面临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四面包围的 严 重形

势
,

开始由动摇转向反动了
。

他们反对东征讨蒋
,

包庇叛乱军官
,

破坏三大政策
,

直至发动
“
七

·

一五
”

反革命政变
。

(三 )

国民党逐渐演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

第一
、

国民党的阶级成份是复杂的
。

改组后的国民党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原国民党中一

部分地主
、

豪绅
、

军阀
、

官僚
、

政客仍留在党内
。

从阶级成份上看
,

国民党不仅包括了工人
、

农民
、

城市小资产阶级
、

资产阶级
,

还包括了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
。

虽然前一部分在数量上

占了多数
,

是党内的基本群众
,

后一部分人数较少
,

但有的却是 国民党的元老
,

身 居 党 内

要职
,

在党内影响很矢
。

党内不同成份的人们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
,

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

态度也就截然不 同
,

从而形成了左
、

中
、

右三派的政治分野
。

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是左派势力
,

代表工人
、

农民
、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 ; 中派代表一部分上

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右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
。

右派

之中
,

又有新
、

老右派之分
,

老右派多是国民党的元老
,

新右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右冀代表
,



如戴季陶和蒋介石等人
。

新老右派必然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和三大政策
。

这就是国民党演变
、

的阶级根源
,

也是主要的原因
。

此外
,

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原则或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的新三民主义也存在一定 的局 限

性
,

它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虽基本相同
,

但还有不同的部分
,

即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

纲领的不同
,

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
,

革命彻底性的不同
,

宇宙观的不同
。

这些缺陷

也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
,

作为反共分裂活动的借口
。

第二
、

形势的发展变化
。

国民党右派要公开反对三大政策
,

在组织上与革命的国民党分

裂
,

还得寻找对他们有利的时机
。

西山会坟派的成员虽从国民党酝酿改组之 日起就反对国共

合作
,

但由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还在世
,

他们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

不敢公开与革命

的国民党分裂
。

当孙中山逝世之后
,

他们以为时机已到
,

便公开扯起反共的旗帜
,

另立伪中

央
,

与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
。

蒋介石集团在羽毛未丰的时候
,

他们还要打着拥护三大

政策的旗号
,

迎合革命的潮流
,

来扩充 自己的右派势力
。

当在北伐战争中
,

他们的右派势力

得到极大的发展之后
,

以为羽毛已丰了
,

反共的时机成熟了
,

便公开举起屠刀
,

向革命人民

杀过来
。

汪精卫集团长期以左派面目出现
,

也曾表现出相当的革命性
,

但当着 1 9 2 7年上半年

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
,

他们感到工农运动危及了自己的利益
,

当着
“

四一二
”

之后革命

遭到局部失败的时候
,

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威胁
,

便转而反对三大政策
,

由动

摇转向反动了
。

总之
,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

国民党的老右派和新右派一批又一批地从国民

党内分化出去
。

第三
、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新右派的退让政策
。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老右派的政策

基本上是正确的
,

主要失误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的政策
。

长
-

期以来
,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蒋介石看作中派
,

虽然有时也说他是新右派
,

但又认为他与

老右派不 同
,

实际上并不认为他是新右派
。

从
“

三
·

二O
”

反共事件到
“

四一二
”

反章命政变
,

对蒋介石虽然也有过一些斗争
,

但基本上是实行退让政策
。

通过
“

三
·

二 O
”

事件和
“

整 理 党

务案
” ,

使蒋介石篡夺了党
、

政
、

军大权
。

在北伐战争中
,

一直把蒋介石看成是不能不依靠的军

事领袖
。

当国民党内的
“

迎汪复职
”

运动起来之后
,

当蒋介石的反共面 目日益暴露之后
,

他们

还一直坚持
“

汪
、

蒋分权
”

(汪任党和政府领袖
,

蒋任军事领袖 )的错误主张
。

因此
,

正如周恩

来所指出的
: “

在北伐战争中
,

一直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
,

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
,

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
,

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

@
。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汪精

卫 的 认 识 和政策更是错误的
。

在大革命时期
,

一直把汪精卫看作左派领袖
,

甚至在大革命

后期
,

当汪精卫的假左派
、

真右派的面 目日益暴露的时候
,

仍然实行以拉拢汪精卫为中心的

错误政策
。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
: “

在武汉时
,

若以邓演达为中心
,

不 以汪精卫为中心
,

当时

会更好些
,
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

”

⑧
。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未能识破汪的假左派面 目
,

错误

的依靠了他
,

从而客观上助长了他反共的气焰
。

第四
、

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
。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还有国际背景
。

在北伐战争取得基本胜

利的形势下
,

帝国主义除了以武力进攻中国革命外
,

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占1 9 2 6年

末
,

英帝国主义宣布了所谓对华新政策
,

表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 ’

对国民革命则持
“

体

贴与谅解
”

的态度
,

虚伪地承认中国应有
“

关税自主权
” 。

美帝国主义比英帝国主义更着重于分

化政策
,

1 9 2 7年 1 月 26 日
,
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政策声明

,
宣布美国准备

“

以最宽大

的精神
”

与中国谈判新约
,

企图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上的虚伪让步来引诱中国资产阶级
。

日本

帝国主义对分化中国革命阵营最为积极
,

1 9 2 7年 1 月28 日
,

日本外相币原在议会中正式发表



对华政策演说
,

向国民政府虚伪地表示友好态度
,

对中国的内政采取
“

绝对不干涉主义
” 。

因

此
,

蒋介石于 1 9 2 6年 1 1月 2旧 在南昌向外国记者公开发表谈话
,

对美国表示友谊
,

要求美国

给予援助
。

蒋介石还于 1 9 2 7年 2 月初
,

派戴季陶去日本活动
,

和日本的外务省次官
、

亚洲司

长
、

条约局长等会谈
,

要求日本支持他
。

蒋介石到上海算划反革命政变
,

便得到了 日本帝国

主义的支持
。

蒋介石于 3 月 26 日到达上海后
,

日本外相币原即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要

抢先同他建立联系
。

3 月卯日
,

·

矢田会见蒋介石时指出
: “

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

切的考虑
” ,

蒋当即表示
: “

充分谅察尊意
,

定当严加取缔
” 。

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
,

加速了蒋介

石集团的叛变
。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演变的历史告诉人们
,

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国民党的不断分化
,

是

不可避免的现象
。

但是
,

如果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始终掌握着国民党的领导权
,

对右派实

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
,

决不会导致整个国民党的蜕化变质
,

决不会导致大革命那样惨

痛的失败
。

注释
:

① 据《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史料》 , 文记载
: 1 924 年 2月 20 日

,

国民党中央
“

第七次常会… … 因事实

上之需要
,

曾次第添设三个部
:

一
、

海外部
,

林森长之 , 二
、

实业部
、

汪精卫长之 , 三
、

商人部
,

伍朝抠长

之
,

然不久
,

商人
、

实业
、

调查三部撤销
,

仍维持当初一处八部之原状
, 。

(载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 献》 第

八辑)

②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其中的共产党员》 ,

载《党史研究资料》 197 9年第 5 期
。

③⑧ 谭平山
: 《中央党务总报告》 ( 19 26年 1 月 )

,

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 ))o

④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执委会会议记录》
,

转引《党史研究资料》 19 83年第 2 期
。

⑤⑦⑧0 李云汉
: 《从容共到清党》

⑧ 《北京执行部报告书》
、

( 1 926年 1 月 )
,

转引《党史研究资料》 19 妙年第 13 期
。

⑨ 《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 ( 1 9 26年 1 月 )
,

载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

全会资料》 (上 )
。

L 毛泽东
: 《 “
七大

”

工作方针》
,

载 19 8 1年 7 月 16 日《光明日报》
。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n Z页

@ 《武 昌团地委的报告 》 ( 1 9 2 5年 )

L 《政治周报》 1 92 5年 12 月20
·

日第 3期

L
“

谭平山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
”
( 1 92 6年10 月 )

,

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
,

第 18 3页

0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 ))( 1马2 6年 1 2月 )

L 邹鲁
: 《回顾录》、 《中国国民党史稿》

。

L 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 )

L 《关于确定最高原则训令全体党员》

⑧ 《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 ( 1 9 26年 9 月 20 日)
,

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 O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 24
、

16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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