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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演

变和共产党的政策

张光宇 钟永恒

国民党左派的历史是第一次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共产党对它的政策则直接影响国

民党左派的演变乃至第一次大革命的进程
。

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

希冀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共

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历史
。

(一 )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组织演变比较复杂
,

有过重大的分化和组合
,

大致经历了形成

发展
、

受挫
、

复兴和分化四个阶段
。

国民党
“

一大
”

至
“

中山舰事件
”

之前
,

这段时间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
。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帮助下
,

孙中山于 1 9 2 4年 1 月20 日至 30 日
,

在广州主

持召开 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
,

宣言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反帝反封建政纲
,

确立了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

这次大会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
,

通过 了新的国民党党纲
、

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
,

并且

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

廖仲恺
、

汪精卫
、

胡汉民等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

国民党
“

一大
”

的胜利召开
,

标志着国民党左派的正式形成
。

左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

左派人物是孙中山的亲信干部
,

他们参

与了国共合作的谋议
,

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

后来发展的方向也各有不同
,

但在当时对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是拥护和执行的
。

这时期的左派代表人物有廖仲恺
、

汪精卫等

人
。

廖仲恺是坚定的左派领袖
,

他长期追随孙中山
,

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

对国共合作作出

了重大贡献
。

如在最为关键的联俄政策方面
,

孙中山主要是依靠廖仲恺联络实现的
。
1 92 3年

, 月《孙文越飞宣言
》发表后

,

廖即受孙中山委派赴 日本热海与越飞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

商讨有关联俄联共的具体方案
。

10 月
,

鲍罗廷到广州后
,

廖又成为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接触

最为密切的国民党领袖
。

同时
,

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
.

负责统筹改组事宜
。

在廖仲恺的主持和参与下
,

临 时 中 央 执 委 会 于 n 月发 表 了

《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

公布了国民党党纲草案
,

并决定于次年 1 月召开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

会
。

在
`

一大
”
会议上

,

寥是以广东代表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的
,

参加了会议的领导



工作
。

他贯彻孙中山的意图
,

坚决抵制那些企图取消宣言革命内容的错误意见
,

使大会顺利

通过 了
“

一大
”

宣言
。 “

一大
”

之后
,

廖亲手筹办了黄埔军校
,

担任军校党代表
。

在党内
,

他既

是中央执行委员
、

政治会议委员
,

又担任工人部长
、

农民部长
,

还一度担任广东省省长
,

握

有实权
,

不仅是左派的核心人物
,

也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

汪精卫
,

有较长的革命历史
,

名望甚高
,

与胡汉民合称孙 中山的左右手
。

最初
,

汪精卫

对国共合作是持反对态度的
,

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

国民党的生命
“

定要危险
”

①
。

但当孙

中山坚决表示要改组国民党时
,

汪即赞成国共合作
,

并参与谋划
。

在
“

一大
”

会议上
,

汪发言

反驳了右派言论
,

表示支持国共合作
; 之后

, “

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
,

热衷拥

护
,

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
,

奉国际代表若神明
”

②
,

并以左派面 目出现
。

因此
,

当时汪 也 被

视为左派领袖之一
。

在左派形成发展阶段
,

中派胡汉民
、

蒋介石
、

许崇智等与左派关系密切
,

对左派影响很

大
。

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
。

一般说来
,

中派同意改组国民党
,

但对三大政策

的态度有左
、

右倾之分
。

中派之右倾分子同意联俄
、

反对联共
,

他们从 自身的利益出发
,

认

为联俄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帮助
,

而联共则有失去领导权的危险
。

他们对扶助农工政策持反对

态度
。

中派之左倾分子对改组国民党
、

对三大政策的认识和态度也不尽相同
,

但在言行 中表

现 出来的主流是赞成
,

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
。

1 92 5年 3 月12 日
,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
,

左派经历了一个重新组合的过程
,

其主要变

化就是胡汉民由中派左倾转为中派右倾
,

并逐渐转化为右派
。

1 92 5年 8 月20 日
,

廖仲恺被刺身亡
,

廖案发生的当天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国民政

府委员会
、

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

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廖案及时 局 的
“

特别

委员会
” ,

拥有
“

政治
、

军事
、

警察全权
” 。

汪精卫
、

许崇智和蒋介石被推为委员
。

经过侦破
,

发现属胡汉民的
“

元老派
”

诸人
,

如胡毅生等直接参与了谋 划 刺 廖
,

还涉及

胡汉民本人
,

粤军部分将领也 有嫌疑
。

8 月24 日
,

蒋介石宣布就任广州卫戍司令
,

控制了广

州
,

并将许崇智部陆续缴械收编
; 9 月 19 日

,

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许崇智总司令部
,

致书劝许

暂行离粤
,

声称
“

侯介石将一切乱事及不 肖分子扫平之后
,

再请回粤主持
,

为 期 仅 三 月 而

已
” ③

。

对蒋的行为
,

汪精卫是支持的
。

所以
,

当许崇智电询汪精卫时
,

汪称
: “

余实为认定

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
”

④
。

许崇智被迫于 9 月20 日晚搭船离粤赴沪
,

而蒋介石作为粤军参谋长

负责
“

所有该部收束事宜
”

⑤
。

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
,

汪精卫借助蒋介石的实力支持
,

保持了政治领袖地位
,

而蒋介石

则借助汪精卫的政治庇护
,

挤走了许崇智
,

成为军事首领
,

从而形成了汪蒋合作的格局
。

但

是蒋介石的地位并没有为国民革命军其它将领所承认
,

只是到了 1 9 2 6年 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以汪精卫为政治首领
、

蒋介石为军事首领的格局才在政治上确认下来
。

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
;
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

常务委员
,

后又被任命为全 国陆军总监
, “

在一般代表心 目中
,

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
,

前者

是军事的
,

后者是政治的
” ⑧

。

但是
,

两个重心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
,

随着蒋介石的右倾
,

发动中山舰事件
,

赶走了

汪精卫
,

国民党左派也就陷入受挫阶段
。

左派的受挫阶段是指中山舰事件之后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这段

时间
。

这个时期
,

左派受到已转入为新右派的蒋介石的压迫打击
,

呈现出组织涣散
、

工作不



力的状况
。

蒋介石经过对廖案的处理和第二次东征
,

实力大增
,

其政治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
。

他要取得共产党人的支持并得到苏联军械
,

表面上仍主张联共
、

联俄
,

但在内心里
,

对

联共
、

联俄政策已产生对立情绪
。

他认为
“

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
,

即 不 能 相 见 以

诚
”

⑦ ; 4 月 9 日
,

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说
: “

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来
,

党务
、

政治事

事陷入被动
,

弟无时不抱悲观
,

军事且无丝毫 自动之余地也
。 ”

⑧

而汪精卫
“

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
,

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
,

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

军权的大忌
,

加以鲍罗廷走后
,

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
,

对国共关系
,

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

方面
,

他们间的歧见渐深
。 ”

⑨ 廖仲恺被刺后
,

汪精卫表现出明显的激进
。

他
“

一切事多 与鲍

罗廷商谈
” L

。

在
“

二大
”

会上
,

多次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1 9 2 6 年 2 月 1 日
,

他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会议上
,

提议任命周恩来
、

李富春
、

朱克靖为第一
、

二
、

三军副党

代表
。

22 日
,

汪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演说
: “

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 同、

志
,

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
,

惟有镌之中心而 已
”

@
。

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

会之间的冲突
,

他也鲜明地左袒
,

曾命令王愁功
“

严厉制止
”

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
; 3 月初

,

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
,

激烈的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
。

这样
,

蒋
、

汪冲突愈演愈烈
,

其结局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赶走汪精卫
,

使左派群龙

无首
,

呈现挫折局面
。

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后即隐去
,

并于 5 月 n 日离粤
。

于是
“

一般 左 派

群众
,

一部分根本动摇
,

行动右倾
; 一部分不满现状

,

而又无法以解决现状
,

仿徨无主
”

L
。

1 9 2 6年 5 月 15 日
,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
。

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提 出 的《整理

党务案》
,

原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
,

组织部长谭平山
,

代宣传部长毛泽东
,

农民部长

林祖涵
,

均以身为共产党员被迫辞职
。

6 月 5 日
,

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7 月

7 日
,

国 民政府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
,

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
,

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
。

至此
,

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控制了党
、

政
、

军大权
。

1 9 2 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
,

左派进入复兴阶段
。

左派复兴的重要体现是
,

在与蒋介石新右派的斗争中形成了新的核心人物
,

加强了组织

性
。

在复兴阶段左派的核心人物除宋庆龄
、

何香凝外
,

邓演达的地位无疑是特殊而重要的
。

邓演达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
,

两 湖战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
。

9 月 7 日
,

邓演

达被蒋介石任命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

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
,

在武汉代行总司令职

权
。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
,

邓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

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 民部长
, “

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
”

L
。

此外
,

徐谦的地位也很重要
。

徐谦是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主席
, “

当时与邓演达并称
”

@
, “

是当时真心拥护孙中山遗志
,

拥护

仲恺坚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

实行三大政策的主张的人
”

L
。

他们俩人在收回汉口英租界
、

反

蒋斗争
、

坚持国共合作等重大事件中起 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

左派不满蒋介石新右派独揽大权
、

排挤共产党
、

压迫打击左派力量
,

希望汪精卫回国主

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

复兴左派
。

1 9 2 6年 7 月
,

左派主持的一些国民党省市党部 纷 纷 电 请
“

汪精卫销假视事
”

L
。

10 月
,

左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
,

会 议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 ,

要求汪精卫
“

即 日销假视事
” 。 “

左派领袖们在此次大会中已企

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
,

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
,

在此四条政纲之

下
,

团结各省左倾分子
,

以备第三次全 国大会和中派
、

右派竞争
。

其政纲四条是
:

(一 ) 拥

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 , (二 ) 拥护孙 (中山 )
、

廖 (仲恺 )农工政策
;

(三 ) 反对西山会议派 ,

.

1 2
,



(四 )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 ”

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是
“

左派势力的抬头
。

他们造成直接 反 对

张静江的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
,

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
。 ”

L

复兴的左派
,

形成了以邓演达
、

宋庆龄
、

徐谦为政治 首领的左派中心
,

有张发奎
、

唐生

智的军事力量为其支柱
,

开展了反蒋斗争和迎汪复职运动
,

造成了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革命高

潮
。

但是: ,

左派的复兴带有许多异化的基因
,

反蒋斗争进行得不彻底
,

对汪精卫的本质也认

识不清
,

最终使左派发生分化
,

一部分分化成汪精卫假左派集团
,

一部分则是以宋庆龄
、

邓

演达等为首的真正左派势 力
。

.

汪精卫假左派集团是在 4 月底左右形成的
。
1 92 7年 4 月 1 日

,

汪精卫在迎汪复职运动的

召唤下
,

从法国经莫斯科转海参威回到了上海
,

随即与蒋介石
、

李宗仁等就分共间题进行了

秘密会商
。

因为上海为蒋所控制
,

为了与蒋争权夺利
,

汪精卫离沪去汉
, 4 月 10 日 到 达 汉

口
。

汪精卫初到武汉
,

为了站稳脚跟
,

曾迎合武汉的反蒋情绪提出了
“

革命的向左来
,

不革命

的滚开去
”

的政治口号
。

但就在这种左派面 目的掩盖下
,

汪精卫拉拢了陈公博
、

甘乃先
、

顾孟

余
、

孙科等
,

迅速形成了汪精卫集团
,

并拉拢取得了唐生智和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
,

掌握

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大权
。

汪精卫集团形成后
,

即着手实施破坏三大政策
。

4 月底
,

在汪精卫的授意下
,

武汉国民

党中央组织了
“

特别委员会
” ,

查办了湘
、

鄂
、

赣各省的所谓
“

过激
”

言行
。

5 月 12 日
,

汪精卫

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
,

否决了土地委员会制定的
、

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为主要内容的《解决土地 间题决议草案 》
,

从根本上抛弃了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

与此同时
,

汪精卫又庇护反动军官
,

放纵叛乱军队
,

镇压工农运动
。

6 月 10 日
,

汪精卫
、

谭延阁
、

唐生

智
、

孙科
、

张发奎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分共
,

并在军事上作了部署
。

7 月 15 日
,

汪精

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

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

19 日
,

武汉国民党中央铆l}

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
“

清共
” ,

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
。

至此
,

汪精卫假左派集

团完全叛变了革命
。

相对汪精卫假左派而言
,

以宋庆龄
、

邓演达为代 表的真正左派势力比较薄弱
,

组织上也

显得松散
。

所以
,

对于汪精卫假左派反对三大政策的倒行逆施行为
,

他们 曾奋起抗争
,

但终

因力量单薄而没能挽救大革命
。

大革命失败后
,

他们继续坚持民主革命立场
,

高举孙中山的

革命旗帜
,

开展反对蒋介石
、

汪精卫反动统治的斗争
,

成为民主党派的先驱
。

(二 )

国民党左派的演变虽然主要是 由其内部的因索决定的
,

但共产党对它的政策所起的作用

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

如何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 左派的政策呢 ? 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考察
。

从国民党
“

一大
”

至北伐战争前为第一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共产党对它的政策基本上是

正确的
。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的最早认识见 诸 1 9 2 4年 5 月中共扩大执行委 员 会 文 件
。

这次会

议指出
: “

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
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

;

国此
,

所渭国民党 左右派之争
,

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
。

所 以
,

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

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
,

那就是一种错误
”

L
。

从而初步明确了国民 党 左



派的基本成分
,

认清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和左右两派斗争的不可避免性
。

并且明

确表示
,

在左右两派斗争中
, “

共产党 自然在孙中山及现时愿意实行已通过之
`

宣言
’

里的政纲

的一派方面
” L

。

1 9 2 5年 1 月召开的中共
“

四大
” ,

首次指出了国民党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性质
: “

国民党的 分

子包含有资产阶级
、

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
。 ”

L从而明确 了国民党左派所代表 的 阶 级 成

分
: “

左派的成份是工人
、

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分子
。 ”

@ 进而使支持左派的政策更为具体
,

提 出
: “

我们应当在思想上
、

组织上
、

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
”

L
。 “

完全在我

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努力宣传党员群众
,

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
,

才
一

算

是整个的左派结合
。

单靠感情的联络
,

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
,

那是不够的
” L

。 “

为在国

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
,

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
一

导大产业工人群众

加入国民党
,

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
”
@

。 “

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
,

我们应当向他们解释国

民党的派别关系
,

并举 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
,

何为中派
,

何为左派
” L

。

1 9 2 5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
,

国民党发起了征求党员运动
。

4 月 4 日
,

中共中央发出第十

九号通告
,

指示全党
: “

在此次征求党员运动中
,

我们的同志应特别努力
” , “

扩充左派党员之

数量
,

是我们 目前在国民党中工作内最紧要的政策
; 为实现此政策计

,

有必要时亦可在工人

区域发起国民党的组织
”

L
。

5 月 5 日
,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第三十
一

号通告
,

提 出 了

“

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
”

的具体办法⑧
。

1 9 2 5年 10 月
,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初步分析了左派的特征
: “

所谓左派
,

单是一

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
,

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
,

实际的政治主张上
,

不但和反动派不 同
,

并且确与右派不 同
,

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
,

是这一时期中呵

民党左派之特征
”

L
。

进一步提出了与左派结成联盟的政策
: “

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 政 策
,

是

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
,

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

L
。

11 月25 日
,

中共 中 央

在第六十五号通告中指出
,

在与右派斗争中
,

应
“

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
,

及我们 的 理

论
,

解释三民主义
,

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
”

L
。

12 月 2 日
,

中共中央在第六 十 六

号通告中
,

又提 出
: “

我们急须助左反右
,

各地急须发起三民主义学会
,

此项学会不但是左派

的宣传机关
,

同时就是左派的组织
。

在左右派势力并存的地方
,

我们即据三民主义学会和右

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抗
”

L
。

1 92 6年 1 月国民党召开 了
“

二大
” 。

早在大会前的 1 9 2 5月 4 月
,

中共中央即提出
.

只有扩

充左派势力
, “

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
。 ” L 中 共 中

央在第七十六号通告中指出
,

在这次大会中
, “

左派与共产派的关系非常之好
,

双方并没有什

么意见
,

仍一致的协作
” , “

我们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
,

就是宣传左派的成功
,

宣传大会的一

切材料
,

就是宣传左派的思想和政策
。 ”

通告着重提出
,

我们
“

仍当继续从前的政策
,

与左派结

成密切的联盟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
,

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
,

竭力赞助左派对右

派的斗争
,

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
; 同时

,

又要到处巩固我们的党
,

因为左派的发 展 是 要 以

C
.

P
.

(即共产党 ) 为核心的
,

离开了C
.

P
.

,

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
”

L
。 “

这次大

会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
,

我们 以后更应努力扩大左派的群众
,

坚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
,

也就是坚固国民革命的进行
” 。 “

发展左派仍当以C
.

P
.

为核心
,

同时要扩大巩固C
.

P
.

的组织
,

因为离开了C
.

P
.
,

一个国民党的左派是不会形成的
。 ” ⑨ 1 9 2 6 年 2 月

,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继

续提出
“

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
”

的任务
。

由上述可见
,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在逐渐明确
,

对左派的



政策也逐渐具体化
。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

在这个阶段 中
,

共产党不仅明确了要与左派成密切

的联盟
,

竭力赞助 主派
,

而且明确了共产党应站在领导地位来联合左派
,

成为左派的核心
,

表

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相当明确的
。

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
,

因而促使了左

派势力不断扩大
,

国民革命的形势呈现发展的趋势
。

当然
,

这个阶段对左派的政策也不是完

美无缺的
。

1 9 2 6年 5 月 7 日
,

中共中央第一百零一号通告认为
: “

从三月二十 日的事变可见左

派 内部尚有许多误会
,

几乎动摇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根本政策
,

儿乎演出太平火并的悲剧 ! ”

L

错误地把蒋介石
、

汪精卫看成为左派
,

以致在处理
“
三二 二 O

”

事件中犯了妥协退让的右倾错

误
。

从北伐战争后至
“
四

·

一二
”

政变为第二阶段
。

在这阶段中
,

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

是正确与错误各半
。

1鱿 6年 7 月召 开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对左派的认识上正确与错误都存在
。 “

三
·

二 C
”

事件之后
,

蒋介石已 由中派转变成了右派
,

但这次会议仍错误地把他作为中派的代表
。

当然
,

会 i义不再把他列入左派还是正确的
。

此外
,

会议把汪精卫
、

甘乃光当作左派的代表也

不完全正确
,

因为他们 当时虽政治上左倾
,

但并非真正的左派
,

而是假左派
。

在左派的政策

上
,

这次会议提出
: “

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
,

应当是
:

扩大左派
,

与左派密切的联合
,

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
,

而公开的反攻右派
” L

。

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

但会议批 评 了

共护党
` .

应
,

当包办国民党机关
,

自己 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
”

的观点
,

提出
: “

我们

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
; 只能联 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

,

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
” L

。

这种政策必然产生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

对新右派实行退让妥协的不 良后果
。

这次会议改变

了共产党站在核心地位来联合左派同右派作斗争的政策
,

使 自己退到后台去
。

这就使这次会

议成 了对左派政策的转折点—
一

由基本正确转向正确与错误各半的状态
。

9 九0] 日左右
,

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委员暨各省 区党部联席会议
。

g 月16 日
,

中共

中臾即发出《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的第十七号通告
。

一方面
,

正确地提出
: “

此次大

会 七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 (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 )
,

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
,

为左

派行动的标准
,

逼中派承认此政纲施政
” , “

各地国民党左派党部
,

应努力与民众接近
,

宣传中

山北
_

L宣言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政纲
,

如此扩大左派的政治势力
,

然后在国民党中央十月一 日

的 公 议上
,

左派的势力才有政治的社会的墓础
。 ”

画 另一方面
,

又提出
“

汪蒋合作
”

的 错 误 主

张
.

义持迎汪复职
, “

使汪能主持国民党
” ,

但
` .

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
” L

,

企图维持
“

汪主政
、

蒋
_

仁军
”

的格局
。

1 92 6年下半年
,

共产党内部对国 民党左派的认识出现了新的分歧
,

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内

有没有左派这个问题上
。

广东的同志否认国民党有什么左派 ;
参加国民党各省区联席会议的

同志否认有真正的左派
,

只承认国民党中有
“

准左派
” 。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 会 议 批 评

了 上述两种意见
,

认为国民党内确实有左派存在
,

指出蒋介石个人专制局面下国民党左派的

状沉是
:

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远适异国
,

不知踪迹 ; 一部分左派领袖如顾孟余
、

丁惟汾
、

陈公博
、

孙科等已对共产党表示怀疑
,

开始发生根本动摇
,

行动右倾
; 另丫部分左派领袖如

何香凝
、

宋子文
、

甘乃光
、

陈友仁等还保持真 正左派的面 目
,

他们不满于现状
,

要求有所改

变
,

但无法解决现状
,

仿徨无主
,

要共产党为之领
一

导
。

同时
,

针对鲍罗廷的
“

赞成解决 土 地

问题的
,

才是真正左派
,

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
”

说法
,

中央首次提出了判明国民党左派 的 标

推是
: “

赞成继续孙中山
、

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
,

反对者便

是右派
” L

。

中央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
。

但是
,

中央决定帮助左派
“

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



(不是独占 )
,

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 (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
’
⑧

,

这

实际上是把领导权让给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
。

1 9 2 6年 12 月在武汉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

标志着国

民政府已由广州迁都武汉
。

这个临时政府实际上是由左派领导的革命政府
。

中共中央对 它持

支持态度
,

指出
: “

国民政府及 K
.

M
.

T
.

(即国民党 ) 中央移汉后
,

合组一临时委员会
,

维持这

个政府
,

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
”

L
。

中央的政策是对的
。

1 9 2 7年 3 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左派会议
,

这次会议反对了蒋介石

的军事独裁
,

提高了党的权威
,

坚持 了三大政策
,

加强 了国共合作
,

支持 了农民运动
,

会议

是开得成功的
。

这是共产党联合左派
、

团结中派
、

反对右派斗争的胜利
。

从
“

四
·

一二
”

至
“

七
·

一五
”

为第三阶段
,

在这阶段 中
,

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基本

上是错误的
。

1 9 2 7年 4 月初
,

被 中共中央视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了武汉
,

控制了武汉的党

政大权
。 “

四
·

一二
”

政变
,

尤其是夏斗寅叛变之后
,

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

府开始由动摇走向反动
,

但当时中共中央却对它们存在不切实的幻想
,

完全依赖它们
.

错误

地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
,

武汉国民党
`

旧 益成为工
、

农
、

小

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
” L

。

武汉国民政府是
“

国民党左派 同共产党联盟的政府
” ⑧

。

认为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

是左派领袖
,

应以拉住汪精卫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

与此相反
,

中共中央对武汉时期的真正左派却不重视
。

邓演达是武汉时期著名的左派领

袖人物
,

但中共中央对他的革命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

对他的缺点看得过于严重
,

进行了过多

的责难
。

正如周恩来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
: “

在武汉时
,

若以邓演达为中心
,

不

以汪精卫为中心
,

会更好些
,

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
。 ” L

直到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后
,

中共中央才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左派
。

当汪精卫醚 酿 反 共 之

际
, 6 月 30 日

,

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留别书
,

谴责汪精卫的叛徒嘴脸
:

“

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
,

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
;
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 革 命

的
,

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 , 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
,

现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

民和嫉恶工友
”

L
,

随即秘密离开武汉
,

前往苏联
。

7 月 14 日
,

宋庆龄写成了《为抗议违反孙

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

宣布
: “

本党若千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

释
,

在我看来
,

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

因此
,

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
,

我将不再
,

参加
。 ”
@ 随即离开汉口

,

前往上海
。

鉴于此
, 7月 24 日

,

中共中央发出的《对于 武 汉反动时

局之通告》中指出
: “

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
、

彭泽民
、

陈友仁
、

邓演达等数 人外
,

余均实行反动
,

宁愿做军阀的秘书
,

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
。 ”

指示说
: “

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

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
,

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
”

L
。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左派的政策问题
,

是处理与同盟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

的关系问题
,

是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

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
,

对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还缺乏经验
,

还处在探索阶

段
。

所 以
,

如同其他政策一样
,

对待国民党左派的政策有成功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经
.

验教训主要有两条
:

一是在统一战线中
,

不能颠倒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位置
,

必须始终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 二是对 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的分析不能犯

“

定型化
”

和
“

公式化
”

的错误
,

必须坚持发展
、

变化的观点
,

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观点
。

无论经验也罢
,

教训也罢
,

都是党的

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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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另一方面彼此的协调关系 会 愈 来 愈密

切
。

欧洲政治合作
,

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结

构
,

本质上仍属一种政府间外交政策的定期

磋商制度
。

最近
,

由法国和德国联合倡议
,

已将
“

政治联盟
”

列入成员国首 脑 会 议 的议

程
,

欧共体各主要机关 亦为之呼应
。

但是
,

英国对此表示冷淡
。

欧洲政治合作的未来发

展
,

将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

统一后的德国

及其发展
,

东欧局势的巨变
,

苏欧关系的演

化
,

无疑均将对欧洲
“

政治联盟
”

产生深刻影

响
。

整个欧洲的格局
,

尚在变动之中
。

欧洲

将走向何处 ? 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早已提 出而

至今尚无确切答案的问题
。

今帐 心心心 《啼 O伪吠 (心 0 0 今心心心心心心心 (闷心 今以 令帆 心今心今从 <4 。今以 心心。 今以 伪岭 《心《 伪吠 例片 心今O心今 (心今心(心心 (心心合奋 ) <闷心 O今O今从 今帐 伪娜识片伪吠今拭代啼心心今心O今O合如 )心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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