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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

吴 剑 杰

孙 中山晚年亲自确立和执行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确定不移 的历史

事实
。

需要深入研究的
,

不是寻章摘句去钩稽孙中山是否使用过
“

联俄
” 、 “

联共 ,’.
“

扶助农工
” 以及

“
三大政策

”
这类词语的概念

,

而是他何以会在晚年确立和执行三

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以及 三大政策与重新解释三 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

孙 中山认为
,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与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
,

认定
“

共产

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 ,

是他确立和执行三大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
,

是其

旧三 民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
,

决不是什 么
“
临时权宜之计

” 。

孙中山
’

重新解释三 民主义是为着适应三大政策的需要
,

同时也为三大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思

想理论上的依据
; 三大政策是新三 民主义的核心

,

是新三 民主义在当时历史阶段 的

最重要 的政策体现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与新 的民

族
、

民权
、

民生三大主义有着对应关系
,

密不可分
,

决不是
“
三件个别的辜实 ,’o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协助下
,

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所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
,

一是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

一是正式确立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

实现第一次国共间的合作
。

关于三大政策
,

即
“

联俄
” 、 “

联共
” 、 “

扶助农工
”

作为一个规范的完整的概念的提出
,

确

非出 自孙中山本人
,

而是 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逐渐明确和完成

的
。

1 9 2 5 年 12 月
,

针对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反共叫嚣
,

国民党中央于 4 日和 n

日先后发表 《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 和 《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 》
,

对孙中山生前所确定和执行的革命政策进行阐释
,

指出
: “

联俄与容纳共产派分子
,

则

为本党求达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
” ,

先总理决之于先
,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于后
,

并将孙

中山在
“

一大
”

确定的
“

根本方策
”
归纳为五条

,

其中第一条为
“

明揭反对帝国主义之主张
,

同时更与世界革命先进之苏俄联合战线
” ,

第二条为
“

结合农工民众之势力
” ,

第四条为
“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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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中国共产党党员
,

与之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工作
’ ,
①

。

显然
,

这些提法 已经包含了三大政策的

内容
。

19 2 6 年 3 月
,

中共 中央为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发表告国民党员书
,

提出国民党中的右派

所反对的
“
国民党联共联俄

,

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
” ②

,

这

里首次概括出
“

联共
、

联俄
”
两大革命政策

。

同年 10 月 3 日
,

吴善珍
、

余洒度在该日编印的

《黄埔潮 》 上分别发表 《我们对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怀疑吗 ? 》 和 《黄埔同学会 目前重要的工

作 》 两文
,

内中有
: “

我们知道总理决定
`

联俄
’ 、 `

联共
, 、

扶助
`

农工
’

三大政 策以后

… …
”
和

“

总理对革命的三大政策
:
A 联俄… …

,

B 联共… …
,

C 拥护农工利益… …
”

的提法③
。

这虽是第一次完整地概括出
“

三大政策
”

的用语
,

但因为 《黄埔潮 》 只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编

印的一种 内部刊物
,

文章作者大概 只是普通学员
,

估计影响力不大
,

还不能说是
“

三大政

策
”
一词 的正式公开地提出

。

同年 n 月 4 日
,

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 《关

于 国民党问题 》 的报告时
,

认为国民党中肯定存在与中共合作的左派
,

而左 派的纲领就是
“

继续总理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④ 。

同年 7 月
,

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的任卓

宣在 区委机关报 《人民周刊 》 发表 《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的认识 》 一文
,

指出近几年国民

革命的发展都是
“

孙中山联俄
、

联共及农工三大政策之结果 ,,@
。

不久
,

在汉口 召开的中共中

央 特别会议的决议中
,

正式使用了
“

三大政策
”

的提法
。

至此
,

以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

工
”

为内容的
“

三大政策
”
已成为中共领导层的共识并开始公开使用

。

此后
,

即在全国特别

是在作为当时革命中心的武汉
,

掀起了宣传
“

三大政策
”

的热潮
,

并逐渐为包括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在内的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所认同与接受
。

无庸讳言
,

所谓
“

三大政策
”

的概念确实是主要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归纳
、

提炼而约定

俗成的
。

据此
,

便有人否认孙中山曾有过三大政策
,

而断言三大政策是共产党
“

越姐代厄
” ,

替 国民党
“
想出来的

” ,

甚至说它是
“

鲍罗廷假借孙中山的名义提出的
” 。

从当年的国民党要

员顾孟余到今天台湾和国外某些学者都作如是说⑥
,

并且对三大政策中的
“

联共
”

政策尤为反

感
。

持有上述观点的人的出发点也许并不一致
,

其中有的是为了给 自己的背叛孙中山
、

坚持

反共立场寻找
“

根据
” ,

有的则偏重于从学理上探讨
“
三大政策

”

这一概念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

对于前一种人
,

我们无法与他理论
,

因为任何客观事实都无法改变其反共立场
。

对于后一种

人的意见
,

已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
,

并且做了认真的研究
,

通过对国民党
“
一大

”

前后孙中

山的言论
、

实践的科学分析
,

坚持认为
“

说孙中山在
`

一大
’

上确定了这三项政策
,

应是符

合实际的
。

虽然他本人并未采用
`

三大政策
’

的概念进行归纳
,

但这三项政策的存在乃是当

时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

由后人加以概括还是容许的
。 ’ ,⑦日本学者狭间直树通过对当时国共

两党关系的变化和
“

三大政策
”

这一概括产生的基本历史线索的考察
,

也得出结论说
: “

既然
`

三大政策
’

中的每一条都是根据孙文革命政策的内容及国民革命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势而总结

出来的
,

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顾孟余所说的
`

三大政策… …是共产党的越姐代厄
’ ,

是同孙文思

想无缘的
’ ,
⑧

。

其实
,

孙中山
“

三大政策
”

的核心是
“

联俄
” ,

因为要联合信奉共产主义的苏维

埃俄国
,

自然也要联合同样信仰共产主义并且最能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 要支持工农

运动
,

自然必然保护工农利益
。

硬说
“

三大政策
”

与孙中山无关的人却极力回避这个核心问

题
,

偏在
“
联共

”
问题上作文章

,

是因为孙中山生前不仅有
“

数年前予曾有联俄主张
”
的明

确用语⑨ ,

而且有聘用苏俄顾问
,

接受苏俄军事
、

财政援助的事实
,

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忘

叮嘱国民党继续与苏俄
“

合力共作
” 、 “

携手并进
” 。

至于
“

联共
”
一词

,

孙中山生前确未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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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不仅如此
,

就连
“

容共
”

这样的词也没有用过
。

但是
,

在
“
一大

”
改组 国民党前后

,

为

了消除国民党内某些人因共产党员的加入会使国民党
“

赤化
” 、 “

共产化
”

的疑虑
,

他多次强

调过必须与共产党人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必要性
,

其 中下面一段话尤为重要
:

顾有好造谣生卒者
,

谓本党改组后
,

已变为共产党
。

此种谰言
,

昨 出诸敌人破

坏之行为
,

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 …

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
,

在前年陈炯明叛变
,

本党经一度顿挫后
,

彼

等认 为共 同革命
,

柞有极大之结合
,

辜不克举
,

故欣然同趋 一致
,

以期有益于革命

之实行
。

本总理受之在前
,

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
。

来者不拒
,

所以昭吾党之蚤能容

物
,

而 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
。

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
。

彼此 既志同道合
,

则团体以

内无新旧分子之别
。

在党言党
,

唯有视能否为本党
、

为主义 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
。

孙中山的这段活
,

已经明白不过地表达了他坚持容纳或联合共产党 (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 ) 人
“

共同革命
”

的思想主张
,

任何不抱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认为将上述思想主张概括为
“

联共
”

政策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本意
。

笔者认为
,

孙中山晚年亲 自确立和执行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确定不移的历

史事实
。

需要深入研究的
,

不是寻章摘句地去钩稽孙 中山是否使用过
“

联俄
” 、 “

联共
” 、 “

扶

助农工
”
这类词语概念

,

而是他何以会在晚年确立和实行这三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以及三

大政策与重新解释三 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

关于孙中山
“
三大政策

”
的思想认识根源

前文已述
,

孙中山
“

三大政策
”

的核心是
.

“

联俄
” ,

即联合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
。

为什

么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孙中山会决定联俄 ? 当然
,

首先是 20 年代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变

化发展所促成
,

但从根本上讲
,

是他的思想深处认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与他所主张的民生

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
,

产生共鸣
。

我们知道
,

早在上一个世纪末
,

孙中山第一次游历欧美期间便开始注意和研究当时正在

兴起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

并作为构筑民生主义的思想营养
。

1 9 0 5 年

5 月
,

他在 比利时造访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

向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
、

书记胡斯曼扼要地解

释 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
,

并要求加入国际
。

他的主要观点是
: “

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
,

使用机

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
” ; “

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
” ,

使
“

中世纪的生产方

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
,

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 ,

0
,

等等
。

以后
,

他多次说过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

甚至宣称
“

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
’ ,
。

。

其实
,

孙中

山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

也不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

因为他不赞成唯物史观
、

阶级斗争
、

无产阶级专政
,

也木赞成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剩余价值学说
;
他不赞同

实现真正社会主义
、

到达共产主义的手段
,

但赞赏和向往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所要达到 的目

的
,

并自认为这个 目的与他的民生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
,

因而对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始

终抱着友好的态度
。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

的新型国家
,

这就更增强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

此后
,

特别是
“
一大

”
改组国民党前

后
,

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说明联合俄国及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

实行党内合作
·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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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

他多次论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

比较其异同
。

如在
“
一大

”

期

间
,

当宣言审查委员会对
“
民生主义

”

部分发生争论时
,

孙中山向大会专门作了关于民生问

题的演说
,

指出民生主义是
“

本党之基础
” ,

但
“

本党多数同志对此重要主义
,

向不甚留心研

究
,

故近 日因此主义而生误会
,

因误会而生怀疑
,

因怀疑而生暗潮
” 。

孙中山这里所指的
“

误

会
”

是指认为
“ `

民生
’

与
`

共产
’

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
” ,

误解了民生主义的真谛
。

于是
,

他在讲演时画出四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表示几种主义之间的关 系
:

外圈的大圆表示
“
民生主

义
” ,

内中的中圆表示
“

社会主义
” ,

中圆内并列两个小圆表示
“

共产主义
”
和

“

集体主义
” ,

以此说明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都包括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
, “

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

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
,

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 ,
。

。

在后来作民生主义的系统讲演时
,

孙中山

又多次论及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
:

… …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
。

我们国 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

义
,

不但是最高的理怒
,

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
,

是一 切历史活动的重心
。 ·

~ …我今

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 民生主义
,

可 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怒
,

民生主义是共产主

义的实行
,

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
,

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

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 ? 就是由于这次 国民党改

组
,

许 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
,

便居然说共产主义 和三 民主义不 同
,

在中国只要实

行三 民主义便够 了
,

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
。

… … 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 东西呢 ? 民

生主义就是共 产主义
,

就是社会主义
。

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
,

不但不能说是和民

生主义相冲突
,

并且是一个好朋友
,

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L
。

平心而论
,

孙 中山的上述观点
,

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诸多误解
。

其中最大的误解
,

是不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一种包括唯物史观
、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

部分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

而把它仅仅理解为解决人们的吃饭
、

穿衣间题的某种经济理论
。

但正是从这里
,

他发现了共产主义与他的
“
以养民为目的

”

的民生主义的契合点
,

从而认定
“

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 。

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
、

襟怀坦白的人
,

从不隐瞒自己的

政治立场和观点
。

他在尊崇马克思是
“

集几干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

的社会主义的
`

怪人
”

的

同时
,

又对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心和阶级斗争
、

剩余价值等

理论进行逐一批评
,

明确表示
“
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

,

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

国来实行
。 ’ ,L他多次说到革命的俄国是中国的

“

好榜样
” 、 “

好模范
” ,

但同时又表示他
“

从未

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
’ ,

@
,

甚至当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面
,

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对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 的怀疑
: “

我给你一个山区
,

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
。

那

里住着苗族人
。

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
。

… … 你们就在这个县里组织苏维埃

政权吧
,

如果 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
,

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 ’ ,

L然而
,

孙中山并不因

为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歧异而敌视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学说
,

而是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

怀夭度和远见卓识
,

努力求同而存异
,

尊敬和钦佩马克思的学说和列宁的事业
,

学习和借鉴

俄国革命的经验
,

欢迎共产国际的帮助
。

这些正是孙中山的可敬可贵之处
,

是他高出他的许

多同代人的所在
。

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
,

他理解和欣赏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开展共产

主义的宣传活动和他们的献身精神
。

他说
: “

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
,

用心是什

么样呢 ? 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
。

他们主张要从根本上解决
,

以为政治
、

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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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
。

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
,

在中国来活动
。 ’ ,

L他称赞李大钊这样 的共

产党人是
“

真正的革命同志
” ,

劝告国民党员要
“

以共产党人为榜样
,

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

辛勤工作
,

不怕牺牲
’ ,
L

。

如上所述
,

孙中山关于
“

共产主义是 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
的论断是他确立和执行联俄

、

联

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基石
。

这是他晚年顺乎历史潮流
、

适应时代需要的

巨大进步
;
也是他投身革命即抱定的

“

拯救同群
”

宗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

那种认为孙中山

采取联俄
、

联共政策是所谓
“

临时权宜之计
”

的论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

正因为三大政策是

建立在上述思想认识基础之上
,

因而决不容许任何低毁和破坏三大政策的行为
。 “
一大

”

闭幕

不久
,

他曾当面申斥冯 自由等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要人
: “
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

产主义
,

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
,

便即是破坏纪律
,

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

枪毙
。 ’ ,

⑧冯 自由等人被迫作了书面检讨
,

所以既未开除
,

更没有枪毙
,

但孙中山的愤怒之情溢

于言表
,

他告诫全党
: “
以后不得再起暗潮

,

如有怀疑
,

当来直问总理为是
。 ’ , @

二
、

关于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

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 民主义
,

或曰新三民主义
,

是他在 20 世纪初年创立的三 民主义在 20

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

是他用以指导新时期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
,

而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则是依据和体现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所确定的重要政策原则
,

因此

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新三 民主义之所以谓之
“

新
” ,

关键在于它包

括着三大政策
,

任何贬低三大政策对于新三民主义的重要性的论点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

首先
,

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执行三大政策的需要
。

易言之
,

如果孙中山不对三民

主义作新的解释
,

增加鲜明的反帝内容
,

强调人民主权
、

全民政治
、

关心农民土地问题和支

持工农运动
,

那么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便只能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
,

因为联合与合作是相

互的
,

是有条件的
。

从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一方来说
,

他们认定中国当前的革

命性质和中心任务
“
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

” ,

承认孙中山领

导的中国国民党是
“

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
’ ,

@
, “
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

,

比较是真的民

主派
’ ,@

,

因而决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

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保持 自身组织与纪律的前

提下
,

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

但是
,

国民党必须进行改造
,

使其
“

成为能联合各

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
’ ,
⑥ ; 必须

“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改变三民主义的方向
,

使之具有

反帝的内容
、

群众路线
’ ,
⑥

。

1 9 2 3 年 n 月
,

共产国际通过决议
,

建议国民党将其奉为党的基础

的三民主义作如下解释
,

以表示
“
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 :

民族主义
,

就是国 民党依 靠国 内广大的农民
、

工人
、

知识分子 和工商业者各阶

层
,

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
、

为争取中国独 立而斗争
。

… …

民权主义
,

不能当作一般
“
天赋人权

”
看待

,

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

革命原则
。

这里必须考虑到
,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
,

民权主义 可能蜕变为压迫

群众的制度和工具
。

因此
,

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 的原则 和解释其含义 时
,

应

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
,

即 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 和组织 才能广

泛享有这些权利 和 自由
,

而 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 者或其走狗 ( 中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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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 ) 的分子 和组织享有这些 自由
。

民生主义
,

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 厂
、

企业
、

银行
、

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
,

那

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
。

… … 至于 中国的民族工业
,

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

可适用于 它
,

因为这将有利于进一 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
。

… …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

大农 民说明
,

应当把土 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

消灭不从事耕作的

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 占有者的制度
。

… … @

为了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国共产党
“

应当要求尽

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

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 民主运动问题
,

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

议题
。 ’ ,

。

从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说
,

对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合作建议是真诚

欢迎和原则上接受的
。

孙中山在 1 92 1 年 12 月第一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后
, “
得知彼邦

政党
,

心焉向往
,

联俄之议以起 ,,@
。

1 9 2 2年 8月
,

他会见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
,

表

示理解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主张
,

并亲 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

要他
“

尽管一方面做第三 国际党员
,

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 ,

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
。

1 9 2 3 年 8

月
,

孙中山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特别顾问
,

加速国民党改组的步伐
,

随即于 10 月委

任廖仲恺
、

李大钊等 5 人为改组委员
。

n 月发表 《改组宣言 》
,

提出按照
“

务求主义鲜明
,

政

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
”

和
“

分子淘汰
,

去恶留良
”

等项原则
,

起草新的党纲党章
。

从国民

党
“

一大
”
通过的由鲍罗廷

、

汪精卫
、

廖仲恺等人负责起草
、

孙中山审定的纲领性文件
“

宣

言
”
和孙中山在

“
一大

”

期间和会后的言论看
,

上述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建议

几乎都为孙中山所接受和采纳
。

据此有理由认为
:

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为着适应三大

政策的需要
,

同时也为三大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

第二
,

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
,

是新三民主义在当时阶段的最重要的政策体现
,

决

非如某些台湾学者所说
,

只是
“

三件个别的事实
’ ,
。

。

主义决定政策
,

政策体现主义
。

任何一

种思想
、

学说
、

主义
,

只要它介入政治生活
,

总是要根据它对当前政治运动的性质
、

任务和

目标等等的认识
,

体现为具体的政策
、

策略
、

口号和措施
,

以吸引和指导人们实现其近期和

长远的目标
。

没有或缺乏政策策略的主义
,

会因其缺少与现实政治运动实际的直接衔接而丧

失或弱化其理论指导意义
,

甚至流为空谈
。

辛亥革命前后的旧三民主义虽然缺乏明确的政策
、

策略方面的内容
,

但仍然有某些可视为政策
、

策略的 口号和措施
,

如武装反清
、

联络会党
、

运

动新军
、

建立民国
、

护国
、

护法
、

联合南方地方军阀以反对北洋军阀
、

争取列强援助等等
。

新

三民主义是新时代的三民主义
。

所谓新时代
,

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
: “
现在是拿出鲜明的反帝

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
、

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
。

不如此
,

是一个无 目的
、

无意义的革命
,

将永久不会成功
。 ” ⑧这个新时代的革命任务就是对内

“

终要把军阀来推倒
,

把

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
” ,

对外
“
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

,

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来联络

一致
,

共同动作
,

互相扶助
,

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 ” @ 因此

, “

打倒列强
” 、 “

铲除

军阀
”
和

“

唤起民众
” ,

成为当时最为响亮
、

最有号召力的口号
,

因为它们反映了新时代的革

命性质与要求
,

符合新三 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鲜明的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
,

建立
“

平民专

政
”
以反对少数人专政的民权主义

,

通过
“

节制资本
”

和
“

耕者有其田
”
以改善工农生计的

民生主义 )
。

而要真正唤起民众以打倒列强
、

铲除军阀
,

实现国家独立
。
人民自由的革命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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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实行联俄
、

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因为
,

当时只有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一切被压迫

民族进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真诚同情者和支持者
,

只有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鲜明的反帝反封

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真正代表工农民众的利益
,

只有扶助工农运动才能唤起和动员工农

大众投身国民革命运动
。

否则
,

这个革命就会如孙中山所说
: “

将永久不会成功
” 。

所以
,

从

某种意义上说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与新的民族
、

民权
、

民生三大主义有着对

应关系
,

而且密不可分
,

决不是
“

三件个别的事实
” ;
认为经过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 , 。 ,

乃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论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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