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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

李 天 松

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

政治活动家
。

他不仅为辛亥革命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而且在辛亥革命后
,

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
,

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制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革命伟人
。

宋教仁一生革命事迹很多
,

史

学界已有很多论述
。

本文试就他与民初国民党建立的几个间题
,

即为什么要把同盟命改组为
国民党? 国民党的建立是否

“

历史上的倒退
”

?对国民党建立后宋教仁的活动如何评价?进行一

些探讨
,

以就教于史学界
。

莽沙禅跳 民国初年
,

由于民主政治气氛的空前高涨
,

社会上各个阶级
、

各个阶层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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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 . _ 、 山 , , . 。 、 * , , , , ` 林 * 。 。 二 、、

公 一 七 治代表人物
,

纷纷组织政党
,

一时出现了政团林立的现象
。

据统计
,

在民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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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时耐矛 至二年之间
,

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政治团体有 3 12 个
。

这些政团围绕着国家权力的

分配
,

互相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

为了在即将召开的民国成立 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国会竟选中

争取多数议席
,

组织政党内阁
,

各党派又纷纷
`

改组
、

合并
,

极为活跃
。

主持同盟会党务的宋

教仁
,

这时也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出发
,

积极展开了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活动
。

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有两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建立的革命政权 已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支持的袁世

凯听篡夺
,

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组织一个大政党
,

进行议会斗争
,

组织责任内阁
,

把衰世凯夺去的政权重新夺回来
,

以便使民主共和制度得到真正的实现
。

当时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政权
,

但由于民主空气还在继续高涨
,

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破

坏民主共和制度
,

只能在暗地里鼠窃狗偷地进行破坏
。

因此
,

袁在表面上还不得不装出一副

拥护共和
、

遵守 l(( 比时约法》的姿态
,

借 以麻痹革命党人
。

这就增长了一部分革命党人在 中国

实现
“

议会政治
”

的幻想
。

宋教仁是一个对西方议会政 治和政党内阁十分倾慕的人物
,

并以在

中国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为 已任
。

所以趁袁世凯虚伪表示拥护共和之时
,

他便立 即以政党 内

阁为武器与袁世凯展开 了公开合法的斗争
,

借以达到架空袁世凯的目的
,

保证民主共和制度

的实现
。

他说
: “

以前是破坏时期
,

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
。

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
,

同他们奋斗 , 现在对于敌党
,

是拿出政治的见解
,

同他们奋斗
。 ”

①宋教仁的
“

政治的见解
”

是

什么呢 ? 就是通过两党在宪政范围内的
“

和平竞争
” ,

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组成政党内阁
。

根

据政党内阁制的原则
,

总统不负责任
,

而 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
。

这也就是宋教仁在 《代草

国民党之大政见 》中一再强调 的
: “

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
,

实行担负责任
。

凡总统命令
,

不特须阁员副署
,

并须由内阁起草
,

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
,

以保其安全焉
”

②
。

为了实现

上述目的
,

就
“

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砒柱
”

不可
。

所以宋教仁就极力地主张 改 组 同 盟

会
,

使其成为一个真正强大之政党
,

以便组织政党 内阁
,

夺取袁世凯的权力
。

第二
,

是同盟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

不对它进行改组
,

就无法适应
“

政党竞争
” ,

组



织政党内阁的需要
。

辛亥革命后
,

大多数同盟会会员认为清王朝已被推翻
,

革命取得了成功
,

思想上解除了武装
,

贪图安逸的思想作风滋长起来了
,

甚至有些革命党人转化为新官僚
、

新

军阀
、

新政客
,

内部矛盾 日益复杂尖锐
,

同盟会 已处于分化瓦解的状态
。

章太炎等人在南京

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
,

首先提出
“

革命军兴
,

革命党消
” ,

对革命党人起了瓦解斗志的作用
,

接着他又公开脱离同盟会
,

与立宪派的官僚合流
,

先成立
“

中华民国联合会
” ,

后又组成统一
’

党
, “

以反对中国同盟会为职志
,

故对袁氏所为
,

皆极力赞助
,

满口讴歌
”

④
,

并恶意攻击南

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
,

对同盟会的瓦解起 了恶劣的影响
。

与此同时
,

以孙武
、

刘成禺为首的

一些革命党人也纠集一批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
“

民社
” ,

举黎元洪为领袖
,

拥袁反孙
, “

与同盟

会公开对立
”

⑤
。

1 9 1 2年 3 月
,

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后
,

又混进了大批旧官僚政客
、

旧立宪派

人
,

组织更加涣散
,

原有的革命性质明显褪色
,

无法适应当时的政党竞争
,

组织政党内阁的

需要
。

与同盟会组织 日益涣散相反
,

反对 同盟会的各种势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

于 1 9 1 2年 5

月联合起来组成了共和党
。 “

其势驾同盟会而上之
,

以国权主义相揭集
,

其实接近政府
,

世 目

为御用党
”

⑧
,

公开与同盟会为敌
。

共和党的建立
,

对同盟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

特别是 唐

绍仪内阁垮台后
, “

同盟会声势一落千丈
”

⑦
。

当时主持同盟会党务的宋教仁已感到
“

同盟 会

若固持初志
,

其失败也可立而待
,

于是改弦更张
,

另谋发展
”

⑧
。

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曾任农

林总长两个多月之久
,

在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
,

虽无重大政绩可言
,

但对袁世凯政府有了一

些认识
: “

甲
,

袁世凯在北方的势力
,

短时期内无法推翻
; 乙

,

同盟 会方而
,

不必急急争夺政

权
,

而须预备持久作战的基本办法 ; 丙
,

既不预备短时期内争夺政权
,

则现在之参议会
,

将

来之正式国会对于袁世凯之施政行为
,

除有重大关系
,

必须力争外
,

其他普通政治问题
,

应

该向袁世凯表示妥协态度
,

以免袁世凯之猜忌
,

或挺而走险
。

…… ”

根据以
_

L认识
,

他提出对

付袁世凯的策略
,

就是目前
“

必须竭力忍耐
,

此为最重要最妥善之 办法
。 ”

⑨为此
,

他
“

努力接近

袁氏
,

藉图进取
。 ”

L其目的就是减少袁世凯对他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阻力
,

最后达到困民

党组织政党内阁
,

夺取袁世凯的权力
。

以上两点就是宋教仁为什么要极力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

灵拌抖跳 同盟会改组为 国民党
, “

主其事者实为宋教仁
”

⑧
。

宋教仁在当时的同盟会中
,

念 二 之 除了最高领袖孙中山
、

黄兴外
, “

算是最露头角
,

政治手腕极灵敏
,

政治常识也比

呱 , , 护 较充足
,

能为他党所推重
,

政治热也达于最高度
”

L的热心政党政治的人物
。 ’

场
一

淞

士钊在《 民立报 》上发表
“

毁党造党
”

说
,

主张毁去小党
,

造成两个对立的大党
,

作为责任内阁

的基础后
,

宋教仁表示积极支持
,

因为章氏的这一思想
,

恰与宋教仁的政治理想相合
。

末也

认为
: “ `

一国政党之兴也
,

只宜两党对峙
,

不宜小群分立
。 ”

L所以
,

他在唐内阁任农林总 长

时
,

就曾公开表示希望 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能联合改组为一大政党
,

但 由于统一共和党 内部

意见不一
,

未能实现
。

当袁世凯迫使唐内阁垮台后
,

又使用军警胁迫参议院通过 了陆征祥内

阁名单
,

引起了统一共和党成员的极大不满
, “

遂欲与同盟会一致进行为正式国会竞争选举地

步
,

同盟 会
一

与统一共和党感情素原不恶
,

又 因政见相合亦欲左提右携以达政党内阁之 目的
。 ”

@

经过宋教仁的积极争取
,

终于达成了两党合并的协议
。

接着
,

宋教仁又把几个由立宪派
、

旧

官僚组成的国民公党
、

共和实进会
、

国民共进会
、

全国联合进行会等团休争取了过来
,

达成

了合并协议
。

在与几党合并过程中达成的协议
,

宋教仁都如实地函告了同盟会总理孙中 !11
,

协理黄兴
,

经过孙
、

黄的许可后
,

同盟会才与其他几个小党合并成国民党
。

19 12 年 8 月 25 11
,

国民党在北京正式宜布成立
。

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

黄兴
、

宋教仁等为理事
。

因孙中山正忙

于筹办铁路事宜乡
`

宋教仁任代理理事
一

长
,

主持党务工作
。



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改组确曾有过不同意见
,

但当宋教仁积极进行改组活动时他也是支持

的
。

国民党成立时
,

他不仅亲赴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滋的演说
: “

谓六党合并为

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
”

O
,

而且接受了理事长的职务
。

此后
,

孙中山虽侧身于实业建设
,

但

对于
“

政党政治
”

也并非完全忽视
。

他所到之处
,

除了演讲民生主义外
,

也大讲健全的政治是

民国的基础
,

强调
“

第一应研究者
,

即为政党内阁问题
”

L
。

他还明确指出
: “

现就中国情 形

论之
,

以内阁制度为佳
。 ”

0 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说
,

两党政治
、

责任内阁等虽不是他一贯

的主张
,

但在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中
,

他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

黄

兴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的积极支持者
。

他应袁之请到北京时
,

就建议袁世凯组织政党内阁
。

黄说
: “

政党内阁之弊害甚多
,

而其利亦足以偿之
,

是以列国争组政党内阁
。

予
’

很悉大总统反

对纯粹政党内阁
,

如大总统最近对国民党之主张证明之
, 予虽主张纯粹政党内阁

,

并非强大

总统之反对者实现之
。

予对于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
,

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
,

请大

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
。 ”

L黄兴的这种主张
, “

实出于宋教仁之献策
” ,

黄兴采纳宋教仁的意

见
, “

实出于诚心诚意
,

调和党见
,

利国福民
” L ,

也是出于对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的热情支

持
。

因此
,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活动
,

孙
、

黄都是支持的
。

国民党从筹备到成立
,

先后发布了《国民党宣言》
、

《 国民党成立宣言》
、

《国民党规约 》等

文件
,

确定了党的宗 旨
、

政纲和政治主张
。

从这些文件中
,

可以看 出国民党的性质仍然属于

民族资产阶级政党
,

虽然它的革命性比同盟会时有所削弱
,

但仍不失为一个进步性的政党
。

其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几点
:

首先
,

它强调民权
、

反对专制
,

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

国民党公开表明
“

本党以巩固共和
,

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
”

L
,

最终 目的是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真正的
“

共和立宪国
”

@
。

宋教仁起草

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
在这个国家里

, “

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
” , “

国家之主权在 国 民

全体
” 、 “

统治国家权力之机关
,

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
”

@
。

国民党极力强调民权
,

正是为了

反对
“

官僚
”

的独裁专制
,

维护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
,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

其次
,

主张与袁世凯正面抗争
,

实行责任内阁制
。

《国民党宣言》一开始就指出
: “

一国之

政治
,

常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
。

其中心势力强健而 良善
,

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

观
;
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

,

其国之政治必黯然无色
。 ”

而
“

共和立宪之国
,

其政治之中心 势

力
,

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
”

@
。

通过政党
“

进而组织政府
,

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
。 ”

⑧ 宋教

仁解释 国民党为什么主张实行内阁制时说
: “

内阁不善而可 以更迭之
,

总统不善则无术更 易

之
,

如必欲更易之
,

必致动摇国本
” ,

所 以主张
“

取内阁制
” ,

而
“

欲取内阁制
,

则舍建立政党

内阁无他途
。 ”
⑧政党内阁制 (即责任内阁制 )要义

, “

即总统不负责任
,

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

负责任是也
。 ”

函徐天复在《福国利民之政策》一文中
,

曾把宋教仁关于政体的全部主张概括为

五大端
: 一日主张单一国制 ; 一日主张责任 内阁制

; 一日主张省长民选
; 一日主张省有列举

立法权 , 一日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
。

这就是宋教仁所设计的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

和国方案的全部主张
。

这五大端归纳起来
,

就是责任内阁制
、

中央集权制
、

行政官吏选举制
、

地方自治制
,

一句话就是英国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
。

责任内阁制是这五大端的全部政见

的核心
,

是宋教仁利用责任内阁制
,

把国家政权掌握在国民党人的手中
,

使中国社会沿着资

本主义方向发展
。

所以
,

实行责任内阁制
,

是宋教仁反袁夺权的政治纲领
。

这对一上台就不

择手段地追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

第三
,

系统地提出了各项政治主张
。

国民党在提出建立责任内阁等一整套政治主张的同



时
,

还制定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具体政策
,

准备在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时施行
。

这些

具体政策是整理军政
、

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
、

整理财政
、

整理行政
、

开发产业 (包括兴办

国有山林
、

治水
、

放垦荒地
、

振兴矿业
、

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和奖励输出商业等 )
、

振兴民政
、

兴办国有交通业 (包括急办国有铁路
、

整理电信
、

扩充邮信
、

兴办海外航业
、

整理铁路会计

等 )
、

振兴教育
、

统一司法
、

运用外交等L
。

这是一个按照中国资产阶级的面 目改造中国的完

整方案
,

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建立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唯一大党
。

它的进步作

用我们应该充分肯定
。

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
,

无力在军事上与袁世凯较量
,

于是幻想

通 过组织一大政党
,

进行议会斗争
,

组织政党内阁
,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
,

结果
,

在政

治
、

组织路线上又犯了许多错误
。

从国民党的政纲来看
,

它提出的五条政纲
,

即
:
保持政治统一

,

发展地方自治
,

励行种

族同化
,

采用民生政策
,

维持国际和平L
。

这个含糊不清的政纲
,

把同盟会秘密时期的
“

平均

地权
”

改为
“

采用民生政策
” ,

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
“

男女平权
”

的主张
,

并把具有斗争意义的
“

力谋国际平等
”

改成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
“

维持国际和平
” 。

这个政纲是宋教仁代表同盟会与

其他政党合并时作出种种让步之后制定出来的
。

政纲的严重错误是既未提出反帝
,

也未明确

提出反封建
。

但宋教仁个人的政见与国民党的政纲还不应完全划等号
。

如
“

采用民生政策
”

一

条
,

宋在演说国民党纲领时
,

仍称为
“

民生主义
” 。

他说
: “
民生主义

,

级者他党多讥为 劫 富

济贫
,

此大误也
。

夫民生主义
,

在欲使贫者亦富
,

如能行之
,

即国家社会政策
,

不使富者愈

富
,

贫者愈贫
,

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
。 ”

L他的这个解释与极力提倡民生主义的孙中

山所说的
“

民生主 义并非分富人的资财与贫民
,

乃预防资本家压制贫民
”

@ 的说法是一致的
,

可见
,
宋教仁是赞成实行民生主义的

。

在取消
“

男女平权
”

的间题上
,

宋教仁原来并不同意
,

后来由于多数人反对
,

才被迫放弃O
。

在这个问题上
,

孙中山当时也同意暂不提出
。

他在国

民党成立大会上讲演时说
: “

男女平权当暂缓提出
,

侠国家巩 固
,

务要达到目的
。

如不协力巩

固民国
,

男子 亦无参政权
,

何况女子何论平权 ! ”

L 尽管宋教仁的个人政见与国民党政纲不完

全一样
,

但 国民党纲领中未提 出明确的反帝
、

反封建的内容
,

甚至还不如同盟会公开后倒退

了的政纲
,

作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

从组织路线上来看
,

宋教仁为了争取友党
,

对抗袁世凯支持的共和
、

统一
、

民主三党
,

扩大党的势力
,

把许多投机政客
、

封建官僚以及旧立宪派人物都拉进 了国民党
。

黄兴也不辞

辛劳
,

积极为扩张国民党势力而奔波
。

在赵秉钧内阁成立后
, “

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
” ,

甚至还劝袁世凯作国民党的领袖
,

希望他能以国民党为后援
,

巩固强有力政府⑧
。

袁世凯虽

未加入国民党
,

但
“

所有的国务员除了周学熙
、

范源镰二人及陆海军两部长外
,

每人都 填 写

了入国民党志愿书
,

名义上赵内阁变成国民党内阁了
”

L
。

黄兴对此极为高兴
,

认为中国已经实

现 了
“

政党内阁
” 。

孙中山这时也天真地认为
“

今日内阁
,

已为国民党内阁
”

L
。

其实
,

这哪是

什么
“

政党内阁
”

呢 ? 它是挂着国民党的招牌
,

实际上替袁世凯效力的
“

内阁政党
” 。

这时
,

从

表面上看来
,

国民党声势一时大振
,

但它的性质也就开始由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

逐步向 一

个官潦
、

政客
、

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
,

以至豪绅土棍的混合体的方向演变
”

了 O
。

这样
,

“

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他的革命性
”

L
。

国民党成立后
,

尽管在政治
、

组织路线上犯了许多错误
,

但在当时整个资产阶级趋向于

与洲的曝协的历史条件下
,

宋教仁敢于团结一部分革命力量
,

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
、

与帝

囱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的袁世凯展开正面的斗争
,

其进步作用应该是主要的
,

也是顺应当时



革命斗争需要的
,

说国民党的建立是
“

历史的倒退
” ,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国民党建立之际
,

正是民国成立 以后第一届正式国会即将选举之时
,

这对于

渴望争取政治权力的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来说
,
当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

由于当时孙中山
、

黄兴已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铁路开矿方面
,
因此

,
领导国民党

竞选的任务便完全落到了宋教仁的肩上
。

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
,

进而组织政党内阁
,

掌握国家政权
,

宋教仁

便积极紧张的展开了活动
。

第一
,

制定了详细的竞选计划
,

以确保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取得胜利
。

国民党建立后
,

首先面临的斗争任务
,

就是
“

争取在改选后的参
、

众两院中占有压倒的多数议席
,

并进而使本

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
,

组织责任内阁
,

掌握政权
。 ”

L宋教仁与其他国民党人都主张
:
将来

的正式总统
,

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
,

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
,

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

派来组织
,
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作用

,

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L
。

为

了实现这一 目的
,

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胜利的选举
。

为了保证国民党在国会竟选中

取得胜利
,

就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好好地组织起来
。

所以
,

在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后
,

宋教

仁立 即制定了竞选的详细计划
。

主要内容是
: “

第一
,

派人到各省组党
,

成立各省党支部 ,第

二
,

掌握各省
、

县的选举
,

进行一次胜利的竟选 ; 第三
,

取得国会及省
、

县议会中的压倒多

数
,

坚持议会民主制 , 第四
,

及早组织强有力的
、

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
,

并且预定以宋

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 ”

@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
,

宋教仁派遣了大批干部各回本省进行活动
,

仇鳌

被派回湖南主持选举工作
。

选举结果
, “

从国会
、

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
,

国民党的候选人

都 以90 % 以上的比例当选
。 ”

0 国民党在湖南省的选举取得了绝对胜利
。

2 月底
,

全国国会参
、

众两院选举全部揭晓
,

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
,

实现了宋教仁制定的竞选计划
。

.

这时
,

宋教仁自信国民党能够以多数党的资格组织责任内阁了
。

第二
,

拟定了
“

舍袁就黎
”

的正式总统人选方针
,

以使国民党顺利地组织责任内阁
,

掌

握国家政权
。

在国民党成立之初
,

宋教仁的确曾打算把正式大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
,

而内

阁必须掌握在代表新势力的政党手中
。

因他认为
“

责任内阁之国
,

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
,

故

政党不必争大总统
,

而只在组织内阁
。 ”

O 所以他说
, “

现在非新旧势力合揉不可
,

正式大总统

非袁公不克当此选
。 ”

⑧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

宋教仁逐渐认识到一生追逐权势的袁世凯是

决不会让权于责任内阁的
,

于是拟定了
“

舍袁就黎
”

的方针
,

甩掉袁世凯
,

选举
“

最为愚呆 脆

弱之黎元洪
”

为正式大总统L
。

所以
,

他在与黎元洪秘密磋商的同时
,

先后在鄂
、

苏
、

浙等地

的国民党欢迎大会上
,

对袁世凯执政以来在内政
、

外交上的种种弊端进行尽情地揭露和猛烈

地抨击
。

他说
: “

自民国成立
,

迄今二载
,

纵观国事
,

凡无一善状可述
。 ”
L

“

以言内政
,

内政

万端
,

而其要莫如财政
。

吾人试审思吾国今日财政之状况
,

可谓送掉吾 中华民国者
。 ”

@
“

以言外

交
,

则中华民国成立 以来
,

可谓无一外交
,

有之则为库伦问题
。

而库伦问题
,

悬搁已久
,

民国存

亡
,

骨在于此
,

然至今尚未得一正当解决
。 ”

L
“

外蒙将非我有
,

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
,

不

知是何思想
。 ”

L并斥责袁世凯政府是一个无能的
、

不符民意的
、

退步的政府@
。

这样的政府不

可能解决内政
、

外交上的任何问题
。

所以
,

宋教仁提出
: “

为今之计
,

须觅组织完善政府
,

欲

政府完善
,

须有政党内阁
。 ”

函 当国民党在国会竞选运动中获得胜利后
,

他预测袁世凯很可能
“

撕毁约法背叛民国
” 。

因此
,

他告诫国民党人一定要提高对袁世凯的警惕
, “

但是我们也 不

必惧怯
” 。

到那个时候
, “

正是他 自掘坟墓
,

自取灭亡的时候
。 ”

@ 后来
,

在南京国民党支部 欢

迎会上还简 明扼要地阐述了他的全部政治主张
。

他说
: “

现在正式国会将成立
,

所纷争最要



之点为总统问题与宪法间题
、

地方间题
。

总统当不负责任
,

由国务院负责
,

内阁制之精神
,

实为共和国之 良好制也
。

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
,

混合
、

超然诸内阁之弊
,

既已发露
,

毋庸鳌述
。

宪法问题
,

当然属于国会自订
,

毋庸纷扰
。

地方问题
,

则分其权之种类
,

而为中

央
、

地方之区别
。 ” 。 并严厉地驳斥了

“

维持现状
”

的言论
,

他说
: “

现在国家全体及 国民自身
,

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
,

日
`

维持现状
, 。

此语可谓糊涂不通 己极
。 ”

O 很明显
,

宋教仁发表的

这些言论
,

都是为他的
“

舍袁就黎
”

的方针制造奥论的
。

虽然
“

舍袁就黎
”
之策未必济事

,

但在

当时
“

非袁莫属
”

的政治气氛中
,

敢于触动这个旧势力最得意的代理人
,

不能不是一次向封建

旧势力最勇敢的挑战
。

袁世凯是一个极端残忍的独裁者
。

他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
“

灵魂
” ,

是他倒行逆施

的
“

最大障碍物
”

Q
,

绝不可能使宋教仁的
“

舍袁就黎
”

的方针得到实现
,

而且袁世凯已布下天

罗地网
,
决定消灭这个最危险的劲敌

。 1 9 1 3年 3月 20 日
,

当宋教仁正满怀胜利的信心
,

由上

海前往北京组织国民党责任内阁时
,

在上海车站为袁世凯指使的凶手所暗杀
。

这位杰出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家
,

为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
、

政党政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宋教仁

的被暗杀
,

标志着国民党
“

议会政治
” 、 “

政党政治
”

的彻底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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