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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李 天 松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
。

孙中山为了拯救资产阶级 民 仁共和国
,

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

复辟帝制的大旗
, 一

于19 1 4年 7 月在 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华革 命党
。

该党建立后
,

在全国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
。

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
,

所以孙中山称它是第三次
一

革命
。

本文试

就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
,

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

(一 )

二次革命后的形势
,

迫使孙中山再度亡命 日本
。 、 『

j 时
,

国民党在 南方各省的军事
、

政治

力量受到袁世凯的严重摧残
。

国民党的一部分激进分子先后为袁世凯屠杀
,

一些不坚定分子

在封建势力的威逼利诱下
,

堕落为袁世凯的心腹爪牙
; 其他国民党员都先后逃亡 日本

、

南洋

等地
。

这些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
,

大多灰心丧 气
, “

或缄 日不淡革命
,

或期革命以十年
,

种种

灰心
,

互相垢淬
。 ” “

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
,

几乎一撅不振
。 ” ①但孙中山却毫不气馁

, “

自东渡

以来
,

夙夜以国事为念
” ,

继续为挽救革命失败而英勇奋斗
。

他谆谆教 导革命党人
, “

既 不 可

以失败而灰心
,

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
” ,

只要坚持斗争
, “

终有最后成功之一 日
” 。

②表现 了他

再接再厉
、

斗争到底的伟大革命家的气魄
。

这时
,

他认真总结 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

认为这次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

是党员不服从领袖命令
,

革命组织涣散无力所致
。

同盟

会改组为国民党后
,

完全抛并了同盟会的纲领
,

只
“

求 七义之相同
,

不计品流之纯蹂
” ,

故当

时党员虽众
,

声势虽大
,

而党内意 见分歧
,

步骤凌乱
, “

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
,

复无奉 令 承

教之美德
,

致党魁则等于傀儡
,

党员则有类散沙
。 ” ③ 国民党 少; 去了同盟会时期的英勇奋斗

、

不怕牺牲的革命进取精神
。

宋教仁被刺身 亡后
,

国民党很快又分裂为
“

政友会
” 、 “

相友会
” 、

“

癸丑同志会
” 、 “

集益社
” 、 “

超然社
”

等五花八门的小团体
。

它们
“

皆独断独行
,

各行其是
,

无

复统一
。 ”

④ 鉴此
,

孙中山在致黄兴的信中感慨地说
:

这次革命
“

所以失败者
,

非袁氏兵力之

强
,

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 ” ⑤ 因此

,

孙中山决定从整顿党的组织入手
, “

恢复民国以前革命 党

人之面 目
,

而加以严格之训练
” ,

⑥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

当时规定凡要求加入中华革

命党的人都必须填写誓约
,

盖指模
,

郑重宣誓
“

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
。 ”

⑦但孙中山的这 一 决

定
,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



首先
,

是原国民党的
一

大批上层人物对这一决定表示反对
。

黄兴对这一决定尤持异议
。

他认为袁世凯在用武力打政国 民党之后
,

气焰嚣张
,

不可 一 世
,

而国民党 已赤手空拳
,

如果

现 在去和袁 世凯硬拚
,

无疑是 以卵击石
。

他主张
“

本昌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扬而光大之
,

不为

小暴功以求急功
” ,

目前应趁亡 命之机
,

研究学问
, “

组织干部
,

计划久远
” ,

只有这样
,

才能

使
“

汗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
” 。

⑧ 黄兴的这种主张代表了很大
,

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意向
。

由 犷他们这些人反对改组国民党
,

使一些动摇不定的国民党人离开了孙中山
,

削弱了改组国

民党的群众 基础
。

其次
,

是中华革命党的入党手续问题上 也引起 J
’

很大一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
,

特别反对

《 中华革命党誓约》上的
“

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
”

和盖指模的规定
。

他们认为
“

革命系服从主 义
,

不应服从个人 ; 孙先生系属个人
,

对
一

个人服从有违共和 民主
。 ”

⑨ 盖指模系命犯人所为
,

如 因

此
,

他们 以平等 ;lJ 由为借 [J
,

反对服从命令
,

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

孙中山没有因部分革命党人反对改组而放弃自己的主张
。

他指出
:

党员服从领袖
,

不是服

从个人
,

而是服从他们的团体
。

他严厉批评某些国民党人说
: “

殊不知革命主张平等 自 由
,

为

最大多数国民谋之
,

非为革命党 自身 i某之 若为 自身谋平等 自由
,

则革命党不应有团体之组

织
。

以既有团体之组织
,

则应有团体之纪律
。 ”

⑧
“

吾党固主张平等自由
,

然党人讲平等 目由
,

都把平等 自由安错位置
,

不把平等 自由安给国民
,

而把平等 自由安在自己身 上
。

自 己 要 平

等
,

而不服从创造主义之人
,

偏要人来服从他
。

自己要 白由
,

而不 肯牺牲
,

偏要人来供 他的

牺牲
。

所以 自第一次革命以来
,

吾党之受人攻击
,

以至失败者
,

大半都是将平 等自 由 弄 错

了
,

设欲举第三次革命
,

以求真正成功
,

非把以前错处都改了
,

则无成功之希望
。 ”

L 由于孙

中山对国民党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

认识了平等自由的真实意义
,

使一部分国

民党人明确了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性
。

同时
,

由于孙中山对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反对改组的错

误思想进行 了严肃的批评
,

分清了是非
,

更使一部分国民党人认识到改组国民党是继续进行

革命的当务之急
。

因此
,

逐渐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核心力量
,

终于在 1 9 1 4年 7 月 8 日

建立了中华革命党
,

接着公布了《中华革命党总章》 ,

明确宣布了
“

以实行民权
、

民生两主义为

宗 旨
,

以扫除专制政治
、

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

的革命纲领
。

L 要求每个党员立约宣誓
: “

协力

同心
,

共图二次革命
。 ”

@ 这样在组织上屏斥了官僚
,

淘汰了伪革命党
,

克服了国民党期间组

织涣散
,

独断独行的弊端
,

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
,

为中华革命党发动护国运动
,

推翻袁世凯

的洪宪帝制
,

奠定了组织基础
。

(二 )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
,

在孙中山的领导
一

「
,

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
、

前

币卜后继的英勇斗争
。

首先
,

在舆论宣传
_

L做了大量的工作
。

孙中山在筹建中华革命党期间
。

就在东京创办了

《 民国》杂志
,

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
, 《 民国》杂志成为该党机关刊物

,

以
“

研究民国政 治 革

新之重大问题
”

为主旨L
。

宣传党的纲领政策
,

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
、

媚外卖国
,

鼓吹 三 次

革命
,

激励革命党人和人 民群众进行反袁斗争
。

在孙中山的教育和带动下
,

中华革命党人在

国内外陆续创办了一些报刊杂志
,

并 以此为阵地
,

积极地开展宣传群众
、

动员群众和组织群

众的革命工作
,

把孙中 I勺及中华革命党的各项主张变为人民群众讨伐衰世凯的决心和力量
。

在上海
,

革命党人先后创办 了《五七报 》
、

《天中报》
、

《 民国 日报 》等
。
《五

一

七报》创刊后
,

对袁世



凯的卖国罪行
,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

使袁 世凯惊恐万状
,

先
一

「令禁止人民群众阅看
,

后又下

令封闭
。

革命党人 毫无畏惧
,

立即改名《 天中报》继续出版
。 _

L海《 民国 日报》创办后
,

每天发

表一篇社论
,

论述打倒袁世凯和建设完全民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及讨袁的具体 方 针 和 步

骤
,

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和人 民群众反袁的信心和决心
。

在美洲
、

香港
、

南洋等地
,

中华革命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刊物
。

在美洲各地的 日报和隔

日报有《民国报》
、

《大同报》
、

《民气报》
、

《少年中国晨报》
、

《 自由新报》
、

《醒华 报 》
、

《新 民

国报 》等
,

杂志 有《 民国》周刊一种L
。
《 民国 》周刊为全美之唯一杂志

, “

排击袁世凯独裁及发

挥三次革命最力
。 ” L 《新民国报 》在华侨中也起了重要宣传作用

。

该报原为加拿大同盟会机关

报
,

1 9 1 4年冬
,

由胡汉贤负责在域多利城《新民国报》 中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
,

该报

也就成了它
「

的机关报恤
。

当时
,

在加拿大华侨中有一 民间秘密团体叫
“

致公堂
” ,

辛亥武昌起

义前 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

辛亥革命后
,

因孙中山没有满足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当南

京临时政府总长的要求
。

就散布流言蜚语
,

攻击孙中山
。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
,

黄又指使致公

堂的《大汉 !」报 》
,

号召华侨拥护袁世凯
,

反对孙中山
,

低毁中华革命党在加拿大 的 革 命 活

动
。

《新民国报》于是撰文
,

用具体事实揭露袁
一

世凯投靠帝国主义
,

实行复辟帝制的阴谋
,

号

召广大华侨拥护孙 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

为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

再造共和作出贡献
。

由于该报的深入宣传
,

使广大华侨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

中华革命党在华侨中的影响 日益扩

大
。

同时
,

由于致公堂的上层人物 己与康有为
、

梁启超等原保皇党人坑靡一气
,

反对中华革

命党
,

也引起了一部分下层成员的不满
,

纷纷退出致公堂
,

加入中华革命党
。

这样使加拿大

先后成 立中华革命党分部和通讯处达五十余处
,

党员发展到数千人L
。

在香港
,

中华革命党创办了《现象报》
、
《香江晨报 》

、

《大光报》等与康 有为
、

梁启超为首的

立原宪党人控制的香港《商报》和澳门的《澳门时报》进行了论战
,

扩大了中华革命党的影响
,

对推动港澳同胞参加反袁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

在南洋等地中华革命党创办了《国民 日报》
、

《 民 国 报》
、

《光华 日报 》
、

《华逞新报》
、

《觉

民日报》等L
。

这些报纸主要是宣传组织中华革命党的重要意义
,

号召南洋各地华侨积 极 投

入反袁斗争
。

这样使南洋各地的原国民党支部
,

如新加坡
、

越南河内与堤 岸
、

印 度 加 尔各

答
、

泰国曼谷等支部都先后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勿
。

中华革命党通过大 量的舆论宣传 工作
,

一方面揭露 了袁 世凯倒行逆施
、

帝制 自为
、

危害

民国的丑恶罪行
,

激起 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无比愤恨
,

促使不 少人投入了反袁的武装 斗争
; 另

一方面深入宣传了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政策
,

击退 了以康梁为首的原立宪党人的进攻
,

争取和

团结了海内外一部分人 民群众
,

扩大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
,

坚定了革命党人反袁斗争的信心

和决心
,

为发动护国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

中华革命党在进行舆论宣传工作的同时
,

也积开展了武装倒袁的军事斗争
。

孙中山在筹

建中华革命党时
,

已进一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

把武装倒袁放在党的一切工作之

上
。

他 曾明确指出
: “

国事未定
,

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
,

质言之
,

即是武力
。 ” L “

以 积 极

的武力
,

扫除一切障碍
,

而奠定民国基础
。 ” L所 以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 日本

,

即在东

京创办了军事学校
“

浩然庐
”

和
“

法政学校
” L

, ` ’

以期培 养人才
,

充实干部
” ,

参加学习的大部

分是流亡党人 的子弟
,

共二 百余人
。

中华革命冤成立后
,

全体宣誓加盟
。

毕业后
,

都被中华

革命党秘密派遣回国
,

组织和领导讨袁的军事工作
。

与此同时
,

孙中山还派遣了大批干部回

国
,

秘密组织军队
,

举行武装起义
。

1 9 1 4年 5 月
,

孙中山命邓仲元至香港
,

成立了反袁军事

指挥所
。

6 月
,

广东的中华革命党人在邓仲元的领 导下
,

在黄冈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

接



着在德惠又发动了第二次起义
,

同袁世凯的爪牙— 广东军阀龙济光进行了激战
。

起义军虽

然失败
,

但它是中华革命党人在国内的首次反袁武装起义
,

点燃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烈

火L
。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
,

反袁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

1 9 1 5年夏
,

当袁世凯接受 日本

提出的二十一条后
,

孙中山看出
,

袁必称帝
, “

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消灭
,

内地 不 平之

声甚烈
,

… …此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
,

询为无党不可失之时机
。 ”

L所 以同

年 6 月
,

孙致函菲律宾华侨
,

促其筹款讨袁
,

说
“

今 日根本救国
,

舍倒去恶劣政府
,

更 无 他

术
。 ”

L为此
,

孙中山召集中华革命党各部长举行了重要军事会议
,

决定组织中华 革 命 军 东

南
、

东北
、

西南
、

西北四军
,

在上海
、

青岛
、

广州
、

三原 (陕西 ) 筹设军部
。

孙中山以中华革

命军大元帅的名义
,

任命陈其美
、

居正
、

胡汉民
、

于右任为四 军总司令
,

并任命了各省的司

令长官
,

以负责每一省区的讨袁工作L
。

10 月
,

孙中山又命陈其美至上海
、

居正赴山东
、

朱

执信往广东
、

于右任返陕西
、

石青阳至四川
,

从事起兵讨袁
。

这样
, “

各地的中华革命军
,

风

起 云涌
,

成为颠覆帝制运动之中心势力
。 ”

L

陈其美至上海后
,

虽决定立即起义
,

但袁世凯对上海控制很严
,

派他的心腹爪牙郑汝成

镇守上海
,

拥有反动武装 10 余万人
,

这对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起义是最大的障碍
。

于是

陈其美等人决定先除掉郑汝成
,

然后起义
。

革命党人王晓峰
、

王铭山 自告奋勇地接受刺杀郑

汝成的任务
。

1 9 1 5年 n 月 8 日
,

他们趁郑汝成前往日本领事馆参加 日皇登基典礼之机
,

终于

炸死了郑汝成
。

接着发动了有名的肇和军舰起义
。

只因起事仓卒
,

陆上进攻电话局
、

警察局

等路起义军未能取胜
,

夺取应瑞
、

通济两军舰计划亦未成功
,

起义最终失败
。

但这次起义具

有重大的意义
,

它打击了独夫民贼袁世凯的凶焰
,

振奋了全国人 民反袁的勇气
。

正如陈其美
、

居正就
“

肇和之役
”

通告全党所说的那样
,

这次起义
“

为第三次革命海陆军突起之一大霹雳
,

又

为各地讨袁军最有力之导火线
。 ” L 这次起义后不久

,

讨袁的护国战争便在云南爆发了
,

这与
“

肇和之役
”

有着直接的关系
。

朱执信在《 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一文中说
: “

厥后云 南 继

起
,

遂克有成
,

然推其本原
,

不得遂桃去肇和
,

正犹武昌起事之前有三月廿九之役也
。

中华

革命军实先护国军而起
,

而以甚大之好影响与护国军者也
。 ”

@ 这种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

(三 )

中华革命党组织的
“

肇和之役
” ,

不仅对云南护国军起义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
,

而 且这次

护国军起义也是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直接推动下开始的
。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
,

孙中山除任命云南军官邓泰中主持滇省中华革命军讨袁军事外
,

并

派 吕志伊回滇负责运动军队起义@
。

陈其美回上海后
,

又派党人扬大铸到云南积极进行倒袁活

动
。

他们在滇军中先后吸收了董鸿勋
、

杨秦
、

李文汉等许多中
一

f 级军官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

在昆明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
,

成为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的核心力量
。

吕志伊等人经过

多方联络后
,

召集滇军中团以上军官举行了秘密会议
,

议决了讨袁办法四条
: “

一唐继尧如反

对帝制
,

仍推为领袖
; 二唐继尧如表示中立

,

以礼送之出境
; 三唐继尧如 附 和 帝 制

,

则杀

之 ; 四如唐继尧采取二
、

三两项
,

则拥罗佩金为领袖
。 ” L唐继尧在云南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强

大压力下逐渐转变态度
,

同意讨袁
,

并于 1 9 1 5年 10 月上书孙中山
,

期望孙中山
“

登 高 一呼
,

俘群山之皆应
” , “

一切机宜
,

祁予随时指示
,

得有遵循
,

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憨
,

复我民族之

自由
,

马首是瞻
,

共存义举
。 ”

@ 拥护孙中山领导全国反袁斗争
。

接着吕志伊等人 与 唐 继 尧



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议
,

讨论了罗佩金拟定的讨袁作战方案
,

进行了战略部署
,

并定于袁世凯

登极之 日
,

宣布起义
。

12 月 17 日
,

李烈钧
,

熊克武受孙 中山的委托来到了云南
,

进一步加紧

了云南起义
,

的准备
。

L 至此
,

武装倒袁的准备工作实际 上 已 经 完成
,

即使后来 蔡 愕 不 回

云南
,

护国战争也必然爆发
。

蔡愕于 12 月 19 日回到昆明
,

团结各派力量
,

组成了护国军
,

并

表示愿意
“

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 ”

L 誓死
“

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 ,

L与卖国贼 袁 世 凯 斗 争 到

底
,

这对滇军反袁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

加速了护国战争 的爆发
,

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

但

正如上面所述
,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对推动护国战争的爆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

再从

云南护国军来说
,

三军的军长
,

除第一军军长蔡愕是进步党人外
,

第二军军长李烈钧是发动

反袁
“

二次革命
”

的国民党重要军事首领
,

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虽曾拥护袁世凯
,

但到护国军起

义前夕 已转变拥护孙中山
。

三军的各级将领
,

绝大多数均 为 同 盟 会员
,

国民党员或中华革

命党人
。

他们大都拥护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

他们之所以参加护国军起义
,

是响应

孙中山的 号召
,

为民主共和而战
。

所以没有孙 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高举捍卫民主共和
、

反

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旗帜
,

以及在各省发动广泛的反袁斗争
,

护国战争首先在云南爆发是困

难的
,

即使爆发
,

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

护国战争爆发后
,

孙中山立即以 中华革命党的名义
,

发动了《讨袁宣言》
,

痛 斥 袁 世 凯
“

背弃前盟
,

暴行帝制
”

的无耻行径
,

坚决表示要
“

戮此民贼
,

以拯吾民
” ,

呼吁一切
“

爱国之

豪 杰 共 图 之
c ” L 同时指示中华革命党人

“

注全力于粤省
,

旁及福建
,

闽
、

粤一下
,

与 云 贵

打 成 一片
” 。

L 首先命令朱执信在广东发动起义
。

朱执信到广东后
,

便以中华革命党广东司

令长官的名义
,

委任陆领
、

邓子瑜
、

李海云分任广肇 区
、

惠潮梅区
、

高雷区司令
,

一面运动

袁世凯的心腹爪牙龙济光统率的济军
,

使其军心动摇
; 一面发动武装起义

,

先后在石湖
、

黄

麻涌
、

紫洞
、

香 山
、

乐从
、

佛山
、

石湾
、

江门
、

新宁
、

高州
、

雷州
、

北江
、

石龙等地
,

与龙

济光的济军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战斗
,

中华革命军在广东迅速发展到一万 七 千 多 人
,

L牵制

住了龙济光的五万济军
,

动摇了袁世凯在广东的反动统治
。

当袁世凯要龙济光派兵镇压云南

护国军起义时
,

只能勉强抽调三千反动武装前往
,

不能造成对护国军的严重威胁
。

以后革命

党人又发功了一系列武装暴动
,

迫使龙济光不得不宣布
“

独立
” ,

为护国军假道广东
,

进兵江

西
、

实行北伐创造 了有利条件
。

护国军进入四川后
,

孙中山又任命卢师谛为四川中华革命军总司令
,

在成都附近发动武

装起义
,

并组织了一支近 7 00 余人的
“

四川护国军
” ,

与四川将军陈宦派来的北洋军黄树 成 部

展开了激
.

烈的战斗
,

黄树成部儿乎全军覆灭
。

四川护国军的胜利
,

迅速影响到川西
、

川南和

川北
,

迫使陈宦不得不宣布讨袁
“

独立
” ,

为云南护国军在四川的战争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中华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
,

对袁世凯统治打击最狠的是山东起义
。

护国军起义后
,

孙

中山又命居正 为东北军总司令
,

许崇智为总参谋长
,

到青岛设立中华革命军东北 军 总 司 令

部
,

发动讨袁战争
。

他们到青岛后
,

迅速编练了东北军两个纵队和五个支队
,

许崇智兼任前

敌总指挥
,

决定于 1 9 1 6年 2 月 9 日至 10 日发动起义
。

但到 2 月 6 日
,

吴大洲
、

薄子明率领的

第四 支队攻占了周村
,

并改第四支队为山东护国军
,

沿胶济铁路向前推进
,

迫近济南
。

接着

其他几个支队
一

也提前发动了起义
,

先后攻占了昌乐
、

高密
、

益都
、

安丘
、

昌邑
、

寿光等地
。

五

月间
,

东北军又击溃了敌军张树元率领的第五师
,

俘虏宫兵七千余人
,

克复了潍县 县 城
。

@

东北军克复潍县后
,

孙中山又组织了 5 00 多人 的
“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 队
” ,

由 夏 重 民 率领开赴潍县
,

巩固革命阵地
。

L 同时
,

孙中山还把华侨捐献的三架飞机组成了

一支飞行队
,

由胡汉贤率领
,

也一同派往潍县
。

东北军这时发展到三万多人
,

又有大炮和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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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

军威大振
。

L 居正
、

许 崇 智 又 立即根据孙中山的
“

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
”

的指

示
,

@ 积极部署力量
,

发动了两次对济南城的进攻
,

后来 由于 日本的阴谋破坏
,

均未攻下
。

但东北军在山东的武装起义
,

使袁世凯在山东的反动统治受到严重打击
,

山东将军靳云鹏胆

颤心惊
,

向袁世凯提出坚决辞职
。

袁世凯更是坐卧不安
,

为巩固他在北方的老巢
,

不敢抽调

他直接统率的大批北洋军南 「镇压云南护国军
,

这就极大地减轻 了云南护国军在军事上的压

力
,

保护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
。

在东北军发动山东起义后
,

陕西的中华革命党人郭坚
、

耿直也立即通电讨袁逐陆 (袁世

凯的爪牙
,

陕西将军陆建章 )
,

发动了白水起义
,

打败了陆建 章的反动武装
,

迫使 他 逃 往 陕

北
。 “

中华革命党的势力
,

遂东至黄河
、

西抵陇县
,

北达三原以上
。 ” L 1 9 1 6年 5 月

,

孙 中 山

又命胡景翼回陕西高平发动起义
,

歼灭了陆建章之
一

子陆承武率领的
“

中坚团
” ,

陆承武本人
一

也

被俘
,

肠 陆建章仓皇逃走
,

中华革命党人宣布陕西独立
,

使袁世凯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瓦解
。

湖北的中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号召下
,

于 1 9 1 6年初发动了武昌南湖炮队起义
。

这次起义虽

然很快失败
,

但也有力地打击了袁世凯在湖北的反动统治势力
。

自此以后
, “

鄂 兵 只 自保治

安
,

不复为袁敌滇
。 ”

@ 同年
,

湖南的中华革命军总司令林德轩
,

总参谋长林修梅
,

在长沙组

织了三次
“

泼汤大会
” 。

L在湘西大庸
、

永顺
、

吉首等地举行了武装暴动
,

歼灭了北洋军第五

师
。

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

袁世凯在湖南的心腹爪牙
,

湖南将军汤萝铭最

后狼狈逃出湖南
。

浙江的中华革命党人也运动军警
,

迫使浙江将军朱瑞独立
,

朱瑞逃走后
,

于 1 91 6年 4 月12 日宣布浙江讨袁独立
。

L 江苏党人在
“

肇和之役
”
失败后

,

仍然继续进行反袁

斗争
。

1 91 6年 4 月发动了攻占江阴炮台之役
,

占领了吴江等地
,

@ 后虽失败
,

但使袁世凯在

上海的数师兵力
,

不敢调动一兵一卒前往云南镇压护国军起义
。

此外
,

福建
、

安徽
,

江西等

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
,

宣布反袁独立
,

使袁世凯在这些省份的反动势力

受到了很大冲击
。

正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和暴动
,

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

气焰
,

牵制了他的兵力
,

动摇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的基础
,

才使得护国战争
“

有进无退
” , ②

取得 节节胜利
。

也正是由于中华革命军在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和云南护国战争的不断胜利
,

才迫使袁世凯在 1 91 6年 3 月 2 2 日下令撤销帝制
。

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后
,

仍想保住民国大总统的职位
,

以黎元洪
、

徐世昌
、

段棋瑞三人

名义
,

分电蔡愕
、

唐继尧
、

陆荣廷
、

刘显世
、

梁启超等
,

说什么
“

帝制取消
,

公等目的己达
,

务望先取干戈
,

共图善后
” ,

企图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
,

欺骗人民
。

孙中山识 破 了他

的阴谋诡计
,

立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 ,

并 向全国人民宣布
: “

保持民国
,

不徒以去袁为

毕事
, ” “

袁氏未去
,

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
;
袁氏既去

,

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
,

决不 使 谋

害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 ” L表明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仅要把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 辟 坚 决 进

行到底
,

而且要铲除一切
“

谋害民国者
” ,

这就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国反对袁世凯及其北洋军

阀统治的信心和决心
,

使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彻底破产
。

袁世凯终于在举国人 民一致反对下
,

1 91 6年 6 月 6 日忧愤死去
,

护国运动宣告结束
。

(四 )

在护国运动中
,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

始终站在反袁斗争的最前列
。

孙中山是护国

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
,

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护国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

但云南护



国战争爆发后
,

反袁斗争的领导权
,

却很快被善于投机取巧
、

随风应变的进步党所窃取
,

中

华革命党只落得一个配角的地位
。

黎元洪继袁世凯任总
、

统后
,

在段祺瑞 内阁里竟没有一个中

华革命党的席位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 ? 其根本原因
,

仍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及

其在纲领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
。

首先
,

在政治纲领上
,

中华 革命党只提出民权
、

民生两个主义
,

没有提出反帝内容的民

族主义
。

在孙中山看来
,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朗统治
,

民族革命已经完成
。

他没有认识到不把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

就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
、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

当时孙中

山对帝 国主
卜

义仍抱有不 切实际的幻想
,

特别是期望 日本赞助他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专

制独裁的斗争
。

他 曾致函 日本内阁首相大限重信
,

希望 日本 改变支持袁世凯的政策
,

支援中

国革命
, “

以救东亚危局
” 。

他甚至认为
“

日助我则我胜
,

日助袁则袁胜
” L

。

这就不可能使中

华革命党提出明确地反帝的民族 主义纲领
。

同时
,

中华革命党提出的
“

民生主义
”

也是空洞无

物
,

连
“

平均地权
”

的字样也一笔 匀销 了
。

但军阀幕后的支持者是帝国主义
,

而 以地主 : L地所

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 又是中外反动势力的社会支柱
,

反帝和土地问题未提出
,

相对 于同盟会的纲领来说是倒退了
。

因此
,

中华革命党的政治纲领没有多大号召力
,

不能动

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在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
,

共同进行反袁斗争
,

失败是不可免的
。

其次
,

在组织上
,

中华革命党沿袭 了中国封建的结盟方式
,

而组织原则是绝对服从孙中

山个人
。

规定党员
“

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 之要件
,

凡入党 各员
,

必 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
,

毫无

疑虑而后可
。 ” ⑧发展党员除有介绍人外

,

要入党者填写 《誓约 》
,

加盖中指模以示忠诚
。

如果

党员叛变
,

要受到严厉惩处
,

并追究介绍人的责任
。

为 了强调统一
,

孙中山任中华革命党总

理
,

以下各部的正副部长
,

各地 支部长都由孙中山直接委任
,

引起 了一些 国民党元老的反感

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

同时
,

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还规定党员按参加时间先后
,

分为首义
、

协助
、

普通三种党员
,

在政治上 各有不同的待遇
。

这样做的结果既把许多不同意中华革命党

意见的革命党人排斥于门外
,

又加深了党内党外的隔阂
.

进一步脱离了群众
。

事实上
,

利用

个人利益来吸收党员
,

不仅不能建立一个朝气蓬勃的
、

仃战 斗力的
、

统一的革命政党
,

而且

只能使党更
.

加孤立
。

中华革命党成 立时
,

国民党内部就明显地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东南派

和以黄兴为首的南洋派
。

黄兴赴美后
,

东京的南洋派另组
“

欧事研究会
” ,

使一大批革命党人

离开了孙中山
。

因此
,

在护国运动中
,

中华革命党不 可能真正形成全国反袁的核心力 量
,

牢

牢掌握反袁的领导权
,

以领导全国人 民进行反袁斗争
。

第三
,

军事上
,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虽坚持
一

了武装反袁的
一

革命道路
,

指挥革命党人

在全国各地
`

发动了一系列 的武装起义
,

并取得了 一 定的胜利
,

但这是在全国人民进行声势浩

大的反袁 斗争
,

严重地动摇了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基础
,

为中华 革命党的武装反袁开辟了广

阔的道路情况下取得的
。

孙中山 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
.

几乎全部重犯 辛亥革

命以来的军
`

事错误
。

他们看不到广大人 民群众是反袁 斗争的主力军
,

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领

异的民主革:命
,

如果不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
,

必将 一 事无成
。

相反
,

他们轻视人民群众的

斗争
,

不愿
:

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和组织 l二作
,

更不愿站出来领
一

导人民群众进

行反袁斗争
。

他们仍然是联络旧军队
,

招募退伍军 人
。

川金钱收买
“

土匪
” ,

在各地组织小规

模的武装暴动或暗杀活动
,

从表面上看
,

确是此伏彼起
、

遍及全国
,

但实际
_

L还是单纯的军

事冒险
,

不可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

尽管许多中华革 命党人在斗争中英勇 顽 强
,

艰 苦 奋

战
,

但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

最后总免不 了失败
,

不可能掌握反袁护国战争的军事领导

权
,

其结果只能是一 场悲剧
。



综上所述
,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发动的这场护国运动
,

最后虽然没有达到
“

建

设完全民国的 目的
”

而失败了
,

但他们为了维护辛亥革命在中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 制

度
,

与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进行了浴血奋战
,

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
,

粉碎了

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

进一步动摇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

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

他们那种爱国献身精神
,

也是值得称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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