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

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

杨 天 石

中山舰事件后
,

汪精卫被迫
“

请假
”

离国
,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

党人的整理党务案
,

逐步掌握了党权
、

政权和军权
。

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
,

夺取革

命领导权
,

国民党左派和 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
,

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
,

取得一定的

胜利
,

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
,

但是
,

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
,

最终还是失败了
。

本

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

一
、

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
,

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
,

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

19 26 年 5 月 25 日
,

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
: “

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
,

本会

应去函慰问
,

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
。 ”

① 随后
,

江苏
、

安徽
、

湖北
、

广西等省党部陆

续通电
,

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
,

主持北伐大计 ; 于右任
、

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② ; 7 月 9

日
,

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
。

8 月初
,

国民党中央接到

汪精卫 7 月 16 日的信函
,

汪表示
,

辞去在政治委员会
、

国民政府委员会
、

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

职
, “

销假以后
,

或在粤
,

或在别处为党服务
”
③

。

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
。

8月 10 日
,

她在中

常会第 47 次会上临时动议 :
“

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
,

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

主席
. ”

④ 次日
,

昊玉章由护到粤
,

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 :
“

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

了 ; 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
,

怎么办? 一个人专横跋息
,

闹得大家三心二意
,

这次战争怎么

打下去
,

国民党怎能不垮台?
”
⑤ 自此

,

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
,

商量对策
。

最初
,

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
,

实现迎汪打算
.

9 月
,

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 区联席会议
。

为此
,

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
,

吴玉章亲到长江

一带活动
。

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 : 1
.

说明本党现状及 3 月 20 日事变真相 ; 2
.

口号为
“

巩

固左派与 C P 谅解合作
”

与
“

恢复党权
,

拥汪复职
” 。

但中共中央认为 :
“

第一项太利害了
” ,

怕刺激蒋
,

要求
“

含浑一点⑥
。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
。

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
,

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

示 : “

汪精卫
、

胡汉民两同志
,

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
,

尤其是汪先生
,

我们必须请他赶速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中国国民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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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 (上 ) 第63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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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假
,

主持党务
。 ” ① 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

。

19 26 年 8 月 20 日
,

他从广东来

电中得悉迎汪情况
,

认为其目的在
“

倒蒋
” ②

.

21 日
,

中央军校全体党员 电请汪精卫销假
:

“

党国无人主持
,

即黄埔军校同志
,

亦如孺子之离慈母
,

傍徨歧路
,

莫决南针
。 ”
③ 这对蒋介

石刺激很大
,

他在 日记中写道 :
“

从中必有人操纵
,

决非大多数之真意
,

自吾有生以来
,

郁

结愁闷
,

未有甚于今 日也
。 ”

④ 由此
,

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
,

日记说 :
“

他党在内

捣乱
,

必欲使本党纠纷
、

分裂
,

可切齿也
。 ”

⑤ 但是
,

这一时期
,

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

进攻武昌受挫
,

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
,

正处于困境
,

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

9 月中旬
,

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

声称汪精卫回来
,

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

捣乱
,

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⑥
。

蒋介石这里所指的
“

小军阀
” ,

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
。

蒋介石

担心
,

汪回来
,

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
,

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
。

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

总司令地位
,

并要挟说 :
“

汪回则彼决不能留
。 ”

⑦ 9 月 16 日
,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

会讨论迎汪问题
。

会议认为 : 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
,

纵容官僚
、

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

农会
,

杀戮农民
,

包庇工贼
,

打击左派学生
.

苛取商民捐税
,

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

指导权
。

目前有三条路可走 : 1
.

迎汪倒蒋 ; 2
.

汪蒋合作 ; .3 使蒋成为左派
,

执行左派政策
。

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
,

走第一条路太危险
,

继蒋而起的李济深
、

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 ; 走第

三条路有很多困难 ; 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
。

⑧
。

会后
,

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 :
“

汪回有三种好

处
。

第一
,

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 ; 第二
,

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
,

有注可以和缓一些 ; 第三
,

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
,

汪回可望整顿
。

陈独秀并称
:
中共只是

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 : 1
.

汪蒋合作
,

不是迎汪倒蒋 ; 2
.

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
,

愈

加充实
、

扩大蒋之实力
,

作更远大之发展 ; 3
.

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⑨
。

由于蒋介石邀请吴

廷康赴鄂
。

9 月 21 日
,

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
,

研究如何在汪
、

蒋
、

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

以避免冲突L
。

会后
,

吴廷康即与张国煮赴鄂
。

但二人赶到时
,

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

战
。

2 7 日
,

加伦劝蒋介石请汪
“

出任党政
”

首领 @
。

在苏联顾问中
,

蒋介石 比较相信加伦
,

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 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
。

两天后
,

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
,

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
, “

声明前事无嫌
”
L

。

10 月 3 日
,

蒋介石发出迎汪 电报
、

内

称 :
“

本党使命前途
,

非兄若弟共同一致
,

始终无间
,

则难望有成
。

兄放弃一切
,

置弟不顾
,

累弟独为其难于此
。

兄可敝展尊荣
,

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
”

该电表示
,

特请张静江
、

李石

曾二人前来劝驾
,

希望汪精卫
“

与之偕来
,

肩负艰巨
”
L

。

从电报字面看
,

确能给人一种情意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
,

第巧册第71 页
.

《蒋介石分类 日记
。

军务 》
,

1 9 26 年 8月 20 日
.

广州 (( 民国 日报》 ,

19 2 6年 8月 2 3日
。

(( 蒋介石分类日记
·

军务 》 ,

1 9 2 6年 8月 2 5日
。

《蒋介石分类 日记
.

军务 》
,

1 92 6年 8月 30 日
.

《中央给广东信—
汪

、

蒋问题最后的决定》
,

19 26 年 9月 22 日
.

《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要求》
, 《中央政治通讯》 第 3号

,

19 26年 9月 巧 日
.

《中央致粤 区的信—
制订左派政纲

,

促成汪
、

蒋合作 》 ,

1 92 6年 9月 17 日
.

《中央给广东信—
汪

、

蒋问题最后的决定 》 ,

19 2 6年 9月 22 日
。

同上
.

(( 蒋介石分类 日记
·

军务 》 ,

19 2 6年 9月 2 7 日
。

《蒋介石分类 日记
.

党政 ))
,

19 2 6年 9月 2 9 日
。

《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第 18 册第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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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的感觉
,

但是
,

张静江长期瘫痪
,

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

迎汪是为了抑蒋
,

但是
,

汪精卫其人
,

华而不实
,

脆而不坚
,

投机善变
,

并不是 同蒋介

石抗衡的理想人物
。

直到 1 9 2 7 年下半年
,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

二
、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19 2 6 年 9 月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乒联席会议之后
,

曾经成立过

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
,

成员为谭延周
、

孙科
、

李济深
、

甘乃光
、

徐谦
、

鲍罗廷
、

顾孟余等 7

人
。

从 9 月 14 日起至 29 日止
,

共开过 6 次会
。

其间
,

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
,

将 中常会
、

中政会合并
,

另选 13 人组织政治委员会
,

它可以包括左
、

中
、

右三派
,

但主席

及秘书必须是左派
。

左派的意图很清楚
,

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

理主席职务
。

对此
,

张静江蛮横地表示
,

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
,

不能反对蒋作主席
,

声言
“

请汪复职
” , “

不音抓汪倒蒋
,

余誓以 去就争
”
①

。

会下
,

他又 以
“

前方战事紧张
”

为理

由
,

对鲍罗廷说
: “

要蒋先生辞去党政
,

无异反对中国革命
,

我们请你做顾问
,

并不希望你这

样做的
。 ”
② 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

,

左派决定退让
,

结果
,

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

联席会议 (全名为 中央委员
、

各省区
、

各特别市
、

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 ) 于 10

月 15 日至 28 日召开
,

出席中央委员 34 人
,

各省区党部代表 52 人
。

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

各地组织
“

多派可靠
、

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
” , “

实在不得 已再派我们同志去
”
③

,

因此
,

会上

共产党人占 1 / 4
,

左派占 1 / 4 强
,

另有一些半左派
,

中派和右派仅占 1 / 4
。

会议主要讨论

了下列 问题
:

(一 ) 国民政府发展案
。

9 月 9 日
,

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
、

谭延阎
,

内称 :
“

武昌克后
,

中正 即须人赣督战
,

武汉为政治中心
,

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
,

应付大局
。 ”

④ 18

日
,

再电张
、

谭
,

声称 :
“

中正离鄂以后
,

武汉政治恐不易办
,

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

数人
,

其权恐不能操之于 中央
。 ”
⑤ 蒋介石的意 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

。

中共

中央看 出了这一点
,

但担心 国民政府迁汉后
, “

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
,

政策愈右
,

行动愈

右
” ,

因之
,

持反对态度 ⑥
。

在讨论这一议案时
,

谭延同作了说明
,

他认为 :
“

现在的主要工

作在巩固各省基础
,

这种工作以首先 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
” ,

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

突
, “

目前无急迁之必要
” , “

与其忙于迁移
,

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
” ⑦

。

会议一致决定

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

(二 ) 迎汪案
。

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
。

事前
,

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 日发表蒋介石

迎汪电
,

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
,

并称
, “

汪系个人的事
,

不用过事张皇
” 。

右派还扬

言
,

要提 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⑧
。

18 日
,

江苏
、

上海
、

安徽
、

浙江 4 个党部将该案作

荣孟源主编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 ) 第 30 0页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19 85 年 10 月版
.

《陈果夫回忆录》
,

见吴相湘著 《陈果夫的一生》 第 105 页
,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 71 年版
。

《 中央通告 (钟字 ) 第十七号

—
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

,

1 92 6年 9月 16 日
.

《民国十五年以前 之蒋介石先生 》
,

第 17 册第 22 页
。

同上
,

第 5 5页
。

《对于 国民党十月一 日扩大会的意见》
,

19 2 6年 9月 2 0 日
.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第 二次会议 录》
,

油 印件
。

《 .K M
.

T 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 》
,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 》 第4 66 页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 8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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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时动议提出
,

内称 :
“

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
,

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
,

一切建设政治与

党务
,

非有能提纲掣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 内
,

不足巩固革命基础
,

实现党政真精神
。 ”
①

该案有山西
、

山东等 25 个党部附署
。

在此情况下
,

张静江才无可奈可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

报
,

但又表示
,

不知何处可以寻汪
,

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②
。

会议决定推何香凝
、

彭泽 民
、

张曙时
、

简琴石
、

褚民谊 5 人会同张静江
、

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
。

随后
,

江苏代表张曙时提

出 : 此时非汪
、

蒋合作不可
,

应表示对汪
、

蒋同样信任
,

以免人家挑拨
。

甘乃光等附议
。

于

是
,

会议又决定电蒋
, “

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
”
③

。

(兰 ) 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
。

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
,

即指示

广东 区委 :
“

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
,

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
,

给左派一行动 的标

准 ; 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
,

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
。 ”
④ 联席会上通过的

“

最近

政纲
”

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
。

政纲共 105 条
,

对内提出 :
“

实现全国政治上
、

经济上

之统一
” , “

废除督军
、

督办等军 阀制度
,

建设民主政府
”

; 对外提出 :
“

废除不平等条约
” , “

重

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
” 。

在妇女待遇上
,

规定
“

妇女在法律上
、

政治上
、

经济上
、

教

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
”

; 在农民问题上
,

规定
“

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

五
” , “

禁止重利盘剥
,

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 , “

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
” ; 在工人问题

上
,

规定
“

制定劳动法
,

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 自由
,

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
”
⑤

。

这

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

(四 ) 民团问题案
。

当时
,

各地 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
,

成为镇压农民运动
,

威

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
。 .

会上
,

通过了甘乃光
、

毛泽东等提出的 《关于 民团问题决议

案诊
,

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
,

禁止劣绅包办 ; 不得受理 民刑诉讼 ; 已有农民自卫军的

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 ; 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
。

这就为改造民团
、

限制

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
,

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

(五 ) 执行本端睡己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
,

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

加者叶楚枪
、

邵元冲
、

石瑛
、

覃振
、

傅汝霖
、

沈定一
、

茅祖权
、

林森
、

张知本等提出警告
,

责令改

正
,

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

联席会议认为叶
、

邵 2人已有表示
,

未予议处 ; 石瑛等 8 人

迄无表示
,

均开除党籍
。

同时决定
“

本党统治之地域内
,

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
”
⑥

。

(六 ) 请办沈鸿慈案
。

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
,

组织反共团体
“

司的派
” ,

声言
“

预备从

广州出发
,

再冲锋到全省
、

全国去
,

打杀了假革命的 C "P ⑦
。

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

要求惩办
,

但张静江认为
“

案情并不严重
” ,

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
“

反对 C P 之假

革命者则有之
,

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
” ,

仅予警告处分
。

联席会议期间
,

广州市警察特

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
,

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
”

袒彼反革命之徒
” 。

会议

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
,

张委托陈果夫报告
。

在张曙时
、

孙科二人责问下
,

陈表

① 《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 》 第 3号
。

② 《 K
.

M
.

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
,

《广 东区党 团研究史料》 第 4 “ 页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 8 3年版
。

③ 《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 第 3号
。

④ 《 中央致粤区的信》
,

19 2 6年 9月 17 日
。

⑤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 》
。

⑥ 同上
.

⑦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 第 1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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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

自应从严办理
。 ”
① 结果

,

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
,

驱逐出境
。

会议最后一天
,

丁惟汾突然提出
,

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

不能变更或推

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 “

如有此等错误
,

即是违背总章
,

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
” 。

于是
,

发生

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辨
。

吴玉章提出
: “

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
,

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

方有修正之权
” ,

得到通过
。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
。

中山舰事件后
,

左派士气不振
。

此次会上
,

左派扬眉吐

气
,

屡次向右派进攻
,

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
。

但是
,

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

出任何决议
。

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
、

张静江手中
,

因而
,

左派的胜利只是局

部的
,

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

三
、

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 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
,

但蒋介石仍然提出
,

希望
“

中央党

部移鄂
” 。

10 月 22 日
,

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阖
,

力陈理由
,

说明
“

武昌既克
,

局势大变
,

本

党应速谋发展
”

②
。

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
,

但 10 月底
,

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二

份报告
,

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
, 。

认为唐
“

像是一 个卖弄风情 (武装力量 ) 的女人
,

谁给她最

多
,

她就将 自己出卖给谁
” 。

铁罗尼说
: “

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 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

力
。

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
,

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
。 ” “

必须有两或三

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
,

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
。 ”
③

与此同时
,

张国煮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

说明唐生智
“

太聪明
,

.

野心也大
,

各方不满其

态度
” , “

须请粤方速 派季龙 〔指徐谦

—
笔者 ) 来

”
④

。

这样
,

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

变化
。

这一时期
,

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
,

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
、

易培基谈判
,

询问国民

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
,

并派代表到 日本会商
。

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
, “

在这 日

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
,

张作霖已不敢动作
” ,

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

的顾虑
,

并决定派戴季陶使 日③
。

11 月 16 日
,

鲍罗廷
、

徐谦
、

宋子文
、

孙科
、

陈友仁
、

宋庆龄

等自广州启程北上
,

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
、

政务
,

筹备迁都
。

蒋介石闻讯
,

非常兴奋
,

于 11 月 19 日致 电张静江
、

谭延同
,

声称
: “

闻徐
、

宋
、

孙
、

鲍诸同志来赣
,

甚喜
。

务请孟余先生速来
, `

中意 中央如不速迁武 昌
,

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

展
,

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 ”

他还表示
,

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
,

自己不到武

汉
,

因为
“

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
,

革命无从着手
。

如个人赴武昌
,

必有认人不认党

之弊
,

且 自知才短
,

实不敢负此重任也
”
⑧

。

同 日
,

他接见汉 口 《 自由西报》 总编辑美国人

史华之时说
: “

新国都将设于武昌
、

且将为永久之国都
。

国民政府由粤迁鄂
,

虽不能决定期

限
,

但在最近期内
,

必能实现
,

鄙人将于两星期 内
,

由赣赴鄂
,

参与盛典
。 ”

⑦ 2 2 日
,

他派

《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 第 12 号
。

《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 先生 》 第 18 册第 10 5页
。

D oc 山 n e n t 44
,

W ilb u r a n d H o w : 《 D oc 山 n en t o n C o m 1l 1u hi s I 11 N a it o n a ils m an d S o v ie t A vd is e 、 s in e l l i n a
.

》
,

P P 4 I 3
es

闷 2 1

《中央政治通讯》 第 10 期
。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 (2)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 第4 7于一4 82页
。

《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 先生 》 第 19 册第 59 页
。

《革命军日报》
,

19 26 年 12 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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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
、

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
。

26 日
,

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
,

重要人员及文件于 12

月 5 日第一批 出发
。

这样
,

迁都间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

中共中央低然反对迁都
。

H 月 9 日
,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
,

认为此举系蒋

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
,

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
,

则不仅汪不能 回
,

左派势必相随赴

鄂
,

使广东成为
“

左派政权
”

和
“

模范省
”

的计划必将变为泡影①
。

12 月 4 日
,

中共中央致函

广东区委
,

批评鲍罗廷
“

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尸
,

贸然主张马上迁移
”
②

。

次日
,

中共中央在 《政治报告》 中指示 :
“

万一无法阻止
,

亦须尽力防止弊害
。 ”

③ 直到次年 1

月
,

迁都已成事实后
,

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④
。

鲍罗廷等一行于 12 月 2 日到达南昌
。

6 日晚
,

在庐山会谈
。

蒋介石报告党务
、

政治
、

军事

等各方面的情况
,

由于缺乏准备
,

蒋介石 自觉
“

语多支吾
,

致启人疑
”
⑤

。

7 日
,

继续会谈
,

讨论

外交
、

财政
、

军事各方面的问题
。

其内容
,

据蒋介石记载 : 1
.

对安国军问题
,

决定消灭孙传芳
,

联络张作霖 ; .2 工运主缓和
,

农运主积极进行
,

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
。

蒋介石发言说 :
“

只

要农民问题解决
,

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
。 ”

会议中
,

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
,

蒋介石敏感地意

识到这是针对 自己的
,

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
,

并进一步提出
,

请汪精卫回国
,

得到一致赞同⑥
。

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
,

这时
,

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
。

他在电复朱培德
、

白崇禧二人时

说: “

政府迁鄂 有益无损
。 ” ⑦ 他并表示

,

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
,

也要前赴武汉⑧
。

12 月 10 日
,

鲍罗廷等到达武昌
。

当时
,

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
。

鲍罗廷等感到
,

没有中央机关
,

许多事都无法办理
。

13 日
,

孙科
、

徐谦
、

蒋作宾
、

柏文

蔚
、

吴玉章
、

宋庆龄
、

陈友仁
、

王法勤
、

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
。

会上
,

根据鲍罗廷提议
,

决

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
,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组织临时联席会议
,

执行最高职权⑨
。

会议推徐谦为主席
,

叶楚枪为秘书长
。

其成员除上述

各人外
,

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 (董必武 ) 二人参

加
。

会后
,

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
,

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
, “

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

展
” 。

蒋介石迟至 20 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
,

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
。

11 月 24 日
,

他在日记中曾写

道 :
“

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
,

喜惧交集
。

惧者
,

责任加重
,

不能兼顾广东根据

地 ;
’

喜者
,

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
。 ”

L这里所说的
“

责任加重
” ,

显然是指他自己
。

现在临

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
,

并且先斩后奏
,

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
,

这使他很不高兴
。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 谭延 !昆 顾孟余
、

何香凝
、

丁惟汾等
。

12 月

6 日
,

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
。

省党部代表致词称 :
“

巍巍政府
,

乘胜北迁
。

统一

《对于 目前时局的 几个重要问题》
,

19 26 年 11 月 9 日
。

《中央致粤 区信》
,

19 26 年 12 月 4 日
。

《 中央局报告 》
,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 第 1巧页
.

《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关于 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
,

19 2 7年初
。

《蒋介石 日记类钞
·

党政》
,

192 6年 12 月 6日
。

同上
,

19 26年 12月 7日
,

参见 《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 第2创班第 58 页
.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 第加册第 15页
.

《复武汉各界团体电 》
,

广州 《民国日报 》 1 92 6年 12 月 2 0 日
。

《通告 》 ,

广州 《民国 日报》 19 2 6年 12 月 17 日
。

《蒋介石 日记类钞
·

党政 》 ,

19 2 6年 1月24 日
。

①②③⑤④⑧L⑧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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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

似箭离弦
。 ”

①气氛是欢快
、

明朗的
,

人们谁也没有料到
,

国民革命从此进人多事之秋了
。

张静江
、

谭延同等于 12 月 31 日抵达南昌
,

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
,

就西上武汉
,

但蒋

介石却于 192 7 年 1 月 3 日
,

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
,

与会者有蒋介石
、

张

静江
、

谭延阎
、

邓演达
、

宋子文
、

林祖涵
、

朱培德
、

柏文蔚
、

何香凝
、

顾孟余
,

陈公博等

人
。

会后通告声称二 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
。

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

待 3

月 1 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
,

决定驻在地后
,

再行迁移②
。

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
,

陈

公博回忆说 :
“

虽说是讨论
,

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
。 ”
③4 日

,

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

会临时会议上通过
,

随即在南昌设立 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
。

7 日
,

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

临时会议决定
,

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
,

以宋庆龄
、

徐谦
、

宋子文
、

孙科
、

陈友仁
、

蒋作宾

等 13 人为分会委员
,

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
,

以邓演达等 5 人组织之
。

这些做法
,

实

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
“

执行最高职权
”

的地位
。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
,

徐谦
、

孙科曾于 l 月 6 日致电蒋介石等
,

询问不迁汉理由
,

要求暂时保守秘密
,

认为
“

如宣布
,

民众必起恐慌
,

武汉大局必受影响
” ④

。

7 日
,

鲍罗廷致电蒋

介石
,

要求缓迁南昌⑤
。

同日
,

临时联席会议第 11 次会议开会讨论
。

当时
,

正值武汉各界人民

占领英租界之后
,

会议认为 : “

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
,

时局日趋稳定
,

外交
、

军事
、

财政均有希

望
。

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
,

内顺民心
,

外崇威信
,

尤须坚持到底
。 ”

⑥ 会议决议
,

国民政府地点

问题
,

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

在未决定之前
,

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
。

会后
,

陈友

仁
、

宋庆龄
、

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
,

告以武汉形势
,

并称 :
“

苟非有军事之急变
,

不宜变更决

议
,

坐失时机
。 ”

⑦ 10 日
,

再次开会讨论
,

陈友仁提出
,

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
,

对英

交涉将立即停顿
, “

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
” 。

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往鄂
。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
。

19 2 7 年 1月 12 日
,

蒋介石偕彭泽民
、

顾孟余
、

何香凝以及加伦

抵达武汉
。

蒋的 目的是与鲍罗廷
、

徐谦等人晤谈
,

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
。

武汉

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
,

一时间
, “

蒋总 司令万岁
”

的口号响彻云霄
。

但是
,

武汉的

欢迎又是有原则的
,

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
。

于是
,

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

迥异的插曲
。

当晚
,

在欢宴蒋介石时
,

鲍罗廷犹豫再三
,

终于说
“

今 日能够得到武汉
,

今日

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
,

是谁的力量呢 ? 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
,

所以能到这里的
,

乃是因

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
,

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
,

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
。

什么

是中山先生 的三大政策呢? 第一是联俄政策
,

第二是联共政策
,

第三是农工政策
.

—
以

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 C P
,

欺压 C P
,

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
,

那
,

我可不答应的
。 ”

第二

天
,

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
,

并且写一封信
,

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
,

提出迁都武汉

的理由
,

蒋介石以为
“

很对
” ,

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
。

他对鲍罗廷昨

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
,

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 :
“

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 哪一个领袖

① 《各界欢送党政府北迁盛会》
,

广州 《民国 日报》 1926 年 12月 6日
。

② 《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
,

广州 《民国 日报》 19 2 6年 l月 8 日
。

③ 陈公博
: 《苦笑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 第 67 页

,

现代史料编刊社 19 81 年 4月
.

④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礴辑让律 374 页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 6年出版
。

⑤ 《鲍顾问来电》
, 《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稿抄录》

, ·

192 7年 ]月 (上 )
。

⑥ 《临时联席会议第 11 次会议记录 》
。

⑦ 《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礴辑 (上 ) 第3 7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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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摧残党权 ?
”

并说 : “

现在的苏俄
,

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
,

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

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
,

你如果这样跋息横行的时候
,

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
,

我可以

说
,

凡真正的国民党员
, ·

乃至于中国的人民
,

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
。 ”

他愈说愈激动
,

调子也

愈来愈高
: “

你欺骗 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 中国人民
,

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

策
,

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
,

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
. ” ① 鲍

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
,

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

l 月 15 日
,

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
,

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

事
。

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
,

认为
“

已无继续之必要
” 。

鲍罗廷提出 :
“

中

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
,

不能分离
,

在革命过程中
,

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
,

一

定要失败
。 ” ② 经过讨论

,

决定 临时联席会议
“

暂时继续进行
” 。

当晚
,

蒋介石宴请各界代

表
。

发言中
,

大家一致恳切要求
,

中央党部
、

国民政府立即迁鄂
尸 。

蒋介石无法
,

只能表

示 :
“

我当向中央转达
,

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
。 ”
③

,

蒋介石在鄂期间
,

街上已经出现
“

打倒蒋介石
”

的标语
。

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
、

何成浚
、

周佛海
、

叶楚枪等人
,

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
。

蒋对何成浚说 : “

此

间形势不可久 留
,

我去矣
,

汝亦速去为好
。 ”
④ l 月 18 日

,

蒋介石返赣
。

事实表明
,

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
。

返赣途中
,

他在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
,

致电

徐谦
,

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

1月
`

21 日
、

22 日
,

蒋又与张静江
、

谭延阎联名致电武

汉
,

以
“

中央
”

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
,

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
。

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

论
,

回电表示 :
“

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
,

暂不取消
。 ”

为了迫使蒋介石 同意按原议迁鄂
,

武汉 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
,

并施加财政压

力
。

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
,

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

会议发表通电
,

表示对国民

政府暂驻南昌
“

深滋疑虑
” ,

要求蒋介石
“

根据前议
,

定鼎鄂诸
”
⑤

。

17 日
,

发表第二号通

告
,

指示各级党部
、

各团体共同通 电要求⑥
。

此后
,

省总工会
、

省学联
、

汉 口市商协陆续发

表通电
。

2 月 5 日
,

湖北省党部
、

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
。

蒋介

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

与此同时
,

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 1300 万元暂扣不发
,

急得蒋介石派亲信
、

军需处处

长徐俘到武汉催领
。

宋子文称 :
“

湖北财富之区
,

筹款本易
,

现政府在南昌
,

一人办事不动
。 ” `⑦

徐抨无奈
,

只好电劝蒋介石 :
“

我军命脉
,

操在宋手
,

请总座迅电慰勉之
,

先救目前之急
,

再图

良法
,

万不可操之过急
,

致生重大影响
。 ”

⑧2 月 4 日
,

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⑨
。

群众的舆论蒋介

石可以不理
,

但军费不能不要
。

8 日
,

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
,

中央党部及国民

政府迁至武昌
。

但同时决定
,

派徐谦赴美
,

戴传贤赴苏
,

这一决定貌似公正
,

而实际上是打向临

蒋介石
: 《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 京欢宴席 上的讲演词》

,

上海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5月4 日
。

《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记 录》
。

《蒋总 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 》
,

汉 口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1月 16 日
。

何成浚
: 《八十回忆》

,

《近代中国》 第23 期
,

台北 19 81 年 6月 30 日出版
。

汉 口 《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1月 16 日
。

同上
,

19 2 7年 l月 2 1日
。

《徐样致蒋介石电》
,

192 6年 1月 29 日
。

同上
,

19 2 6年 l月3 1日
.

同上
,

19 2 6年2 日5 日
。

ǎ田③②闭
ù
⑥⑤⑦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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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
。

至于中央全会
,

则被推迟到埃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
,

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
。

2月9 日
,

宋子文 自南昌致电武汉
,

说谭

延周等三数日内即可在鄂
。

但 日期屡变
,

仍不见人影
。

20 日
,

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
、

政迁

鄂大会
。

会后
,

仍不见人员启程
,

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
,

21 日
,

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

会议
,

决定 : 1
.

结束联席会议 ; 2
.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 ; 3
.

中央执行委员

会 3 月 1 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①
。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
,

但是
,

谭延周等还滞留在南昌
,

风波并未平息
。

2 月 22 日
,

南昌方面声明 : 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
,

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

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
。

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

四
、

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
,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息有了进一步的感受
,

为了限制

其权力
,

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
,

非常紧张
,

立 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

吴玉章回武昌商议
,

吴玉章表示
: “

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
,

这是蒋介石对中央
、

对政

府的蔑视
,

我们一定不能让步
。 ”

② 2 月 9 日
,

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
,

决定由徐

谦
、

吴玉章
、

邓演达
、

孙科
、

顾孟余 5 人组成行动委员会
, “

从事党权集中
”

③
。

2 月 11 日
,

汉口 《 民国 日报》 发表社论
,

提出 :
“

整顿党的组织
,

严肃党的纪律
,

扩大党的威信
,

要使我

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
,

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
。 ”

④ 13 日
,

湖北省
、

武

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
,

宛希俨提出
,

党已经出现了一种
“

危机
” , “

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
,

而具

有一种独裁的趋势
。

这种现象
,

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
,

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

伤
。 ”

⑤ 15 日
,

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
,

邓演达
、

顾孟余
、

张太雷
、

叶楚枪等 30 余

人与会
,

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
,

会议通过 《党务宣传要点》 : 1
.

巩固党的权威
,

一切

权力属于党 ; .2 统一党的指挥机关
,

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 ; 3
.

实现民主政治
,

扫除封建势

力 ; 4
.

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 ; 5
.

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

解决一切问题 ; 6
.

以打倒

西山会议派的精神
,

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
,

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

官僚市侩 ; 7
.

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
,

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⑧
。

在此前后
,

安徽临

时省党部代表团
、

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
,

呼吁恢复党权
,

一时舆论沸腾
.

群情激昂
。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
,

孙科
、

邓演达
、

徐谦尤为活跃
。

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 :
“

蒋介石

这样把持着党
,

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
”
⑦

。

他于 2 月 19 日发表文章
,

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

党章规定
,

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
, “

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
,

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

参见广州 ((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3月 l 日
,

3月 8日
.

《吴玉章回忆录》 第 141 页
,

中国青年 出版社 19 80 年 6月
。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
,

19 2 6年 2月 10 日
,

《蒋介石收电稿抄录 ;}} 另参见 《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

的军政大事》
,

《武汉文史资料》 第 4 辑第 25 页
.

希俨
: 《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 ))o

汉 口 (( 民国 日报》 1 9 2 7年 2月 1 4 日
。

同上
、

19 2 7年 2月 16 日
。

陈公博
: 《苦笑录》 第73 页

,

①②③

④⑤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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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 “

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
”
①

。

邓演达也撰文指出 :
“

国民革命的成功
,

总是工农的

力量作主
,

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
. ”

② 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
,

是封建与民主之争
,

革命与妥协之争
,

成功与失败之争
。

孙科
、

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
。

2 月 22 日
,

中央常务委员

会决定接受 21 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
,

召开二届三 中全会
。

23 日
,

发表
“

中国国民党党务

宣传大纲
” ,

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
,

主持中央工作
,

使党的

意志无由表现
,

造成
“

联即国家
”

的状况③
。

次 日
,

武汉三镇 150 00 人集会
,

拥护恢复党权运

动
。

会议由董必武主持
,

徐谦讲话提出
“

一切军事
、

财政外交
,

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
” 。

会上

第一次喊出
“

打倒张静江
”

的口号④
。

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

工示威大会
,

到会群众达 20 万人
。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茶
,

左派们也义愤满腔
,

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

石
,

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
。

2 月 5 日
,

根据邓演达的提议
,

派陈铭枢
、

谢晋 2 人
,

携带

26 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
,

和蒋介石商量
,

同行者

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
,

蒋介石恼怒异常
。

2 月 19 日
,

他在南昌发表演讲
,

自称

是
“

本党的忠实党员
” , “

总理忠实的信徒
” , “

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
,

把持一切
,

操纵一

切
,

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
,

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
,

中正

随时都可以自杀的
” 。

他又说 :
“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

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
,

那我就要

革他的命
. ”

⑤ 两天后
,

他再次发表讲演
,

声称 :
“

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
,

如要提高党权
,

就要取消汉 口 的联席会议
。 ”

还说 :
“

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
,

他以没有根据的汉 口联席会

议
,

自居主席
,

不受党的命令
,

这才是独裁制
. ”

讲话中
,

他一方面表白
: “

中正并不会反对共

产党
,

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
。 ”

但又说洲如果今 日左派压制右派
,

那我要制裁左派 ; 共产

党员有不对的地方
,

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 ”

⑥ 这些讲话
,

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
,

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
。

但是
,

这一时期
,

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
,

不具备和武汉左

派彻底决裂的条件
。

因此
,

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
,

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
“

转变
” 。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
,

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
.

2 月 27 日
,

他发表 《对党

务宣传大纲宣言》
,

虽然语中含刺 :
、 “

个人之左右
,

固须严防 ; 党团之操纵
,

尤须注意
” ,

但还是

表示
,

希望各同志
“

一致接受
”
⑦

。

28 日
,

蒋致电宋子文
、

孙科
,

声称
“

各同志所拟提案
,

皆中正夙

昔主张
,

完全同意
,

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
,

一致团结
”
⑧

。

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

召开
。

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
,

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 3 月 7 日
。

3 月 3 日
,

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
。

谢晋和谭延阎有交谊
,

此时

① 《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 》
,

汉 口 《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2月 2 0 日
。

②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

汉 口 《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2月 23 日
。

③ 汉 口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2月 2 3 日
.

④
、 《武阳夏党员大会庆祝示威大会之热烈 》 ,

汉 口 《民国 日报 》 19 2 7年 2月 26 日
、

⑤ 上海 《民国 日报》 19 2 7年 4月 16 日
.

⑥ 同上
,

19 2 7年 4月 1 7 日
.

⑦ 同上
,

192 7年璐月 23 日
。

⑧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
,

广州 《民国日报》 19 27年 3月巧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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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已为谢晋说动①
。

何香凝
、

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
。

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
,

蒋介

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 6 日启程
,

但第二天
,

蒋介石随即表示
,

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
“

本意
”
②

。

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
,

表示谭延 l图等 5 人可以先行
,

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

阅军队后一起动身
。

5 日
,

在为谭延阎等饯行时
,

蒋介石慷慨地表示 :
“

党部
、

政府迁鄂
,

南

昌同志誓拥护到底
。 ”
③ 但又说

: “

他们能等我
,

等到 3 月 12 日开会
,

就相信他们有诚意 ; 假

使提前举行
,

其虚伪可知④
。

3 月 7 日
,

谭延阁
、

李烈钧
、

何香凝
、

丁惟汾
、

陈果夫到达武汉
,

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
·

谭延阎称
,

蒋介石
、

朱培德 11 日可到鄂 , 要求稍等一两天
, “

候其亲

来
,

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
” ⑤

。

李烈钧则表示 :
“

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
,

同志捐除意见
。 ”

⑧ 徐

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
,

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
,

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党现象
,

他说 :

“

为今之计
,

须赶紧纠正
。

此非对人问题
,

乃改正制度
,

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
。 ”

⑦ 会议就是

否等候蒋
、

朱二人
,

延期至 11 日召开进行讨论
。

彭泽民
、

吴玉章
、

于树德
、

毛泽东
、

挥代英
、

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
,

不能再延
,

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
。

彭泽民说 :
“

现在 口号打倒独

裁
,

打倒个人专政
,

因蒋
、

朱又不能来
,

而再展期开会
,

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 ?
”
⑧ 吴玉章

说 :
“

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
,

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
,

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
.

若一

展再展
,

诚属非计
。 ”

⑨ 此后
,

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
。

谭延同与吴玉章针锋相对
,

会议气氛顿形紧张
。

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
,

李烈钧宣布退席
,

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
。

为了

圆场
,

会议采纳徐谦建议
,

`

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
,

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
,

逮捕与会的国民党

左派和 中共党人
,

但由于邓演达
、

唐生智防范严密
,

未敢动手L
.

6 日
,

陈铭枢声称
“

到外

国一换环境
,

兼补充革命学识
” L

,

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
,

潜往南昌
。

同

日
,

邓演达
、

唐生智召集十一军官兵谈话
,

均表示
“

绝对服从党
”

@
。

3 月 10 日至 17 日
,

二届三中全会召开
,

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
,

宣言及训令三份
,

其主

要内容有以不几方面 :

(一 ) 充分肯定了
“

临时联席会议
”

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
.

会议明确指出
,

该会
“

系适

合革命利益
,

应付革命时机
,

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
” ,

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
,

收回租界
,

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L
。

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
“

临时联席

① 谢宣渠
: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 》

,

《武汉文史资料》 第 4辑第 46 一48 页
.

② 陈公博
: 《苦笑录》 第 75 页

.

③ 《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那》
,

广州 《 民国 日报》 19 27 年 3月 9 日
。

④ 陈果夫
: 《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

, 《陈果夫的一生 》 第 10 7页
,

台北版
,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 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
,

《中国国民党第一
、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 (下 ) 第

74 3 页
。

⑥ 同上
,

第和冈页
.

⑦ 同上
,

第 7肠页
。

⑧ 同上
,

第7铭页
。

⑨ 同上
。

L 《陈铭枢告四军
、

十一军将士书》
,

上海 《 民国日报》 19 27 年8月 9 日
.

L 《陈铭枢留别邓演达书》 ,

广州 《 民国 日报》 19 27 年4月 14 日
.

@ 《中国国民党第一
、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下 ) 第7 4 7页
.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 ) 第3 16 页
.

1990 年第 1 期 (总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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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

的指责
。

(二 ) 恢复和捍高党权
,

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集体领导体制
·

国民党二

届二中全会以后
,

党内实行主席制
,

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
,

凌驾于全党之上
。

此次会上
,

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
。

徐谦批评其
“

只见个人权利
,

不见党的威权
”
①

。

孙科称 :
“

以主席为唯

一领袖
,

并且兼为军事领导
。

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 内党外皆有影响
,

渐次便成独裁制度
。 ”

②

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
、

直隶
、

山西
、

河南 4 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 《请取消主席制度

案 》
,

认为
“

有主席一 日
,

党内就一 日不宁
,

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
”
③

。

会议通过的 《统一

领导机关案》 确定不设主席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前后
,

由常务委员会
“

对党务
、

政治
、

军

事行使最终议决权
” ,

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
、

军事委员会
。

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
,

议决

后
“

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
”
④

。

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

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
,

其中 7 人为主席团 ; 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
,

须有 4 人签名方

能生效 ; 总司令
、

前敌总指挥
、

军长等
,

须军委会提出
,

由中央委员会任命
。

为了防止个人

干预外交
,

会议通过的 《统一外交决议案》 规定 : 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
,

或直接
、

间

接与列强接洽任何事宜 ; 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 ; 所有外交人员

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
。

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
,

会议又通过 《统一财政决议案》
,

规定
“

集中

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
” 。

此外
,

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
,

会

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
,

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⑤
。

(三 ) 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

强调 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

会

议通过的 《对全国人民宣言》 提出 :
“

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
、

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

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
。 ”

《宣言》 表示
,

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
, “

实现本党的农

工政策
” ⑥

。

在讨论中
,

孙科说 :
“

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
。

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
、

八

十为农民
,

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
,

国民革命即难成功
。 ”

⑦ 邓演达说
: “

乡村农民之兴起
,

参加政治斗争
,

打碎封建思想
,

其结果非常伟大
。 ”

他热情肯定了湖南
、

湖北
、

河南等地农民

运动的成绩
,

认为
“

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
” ; 主张由大会宣言

, “

令农民放胆去做
”
⑧

。

会议

除通过 《农民问题决议案》 外
,

又通过了 《对全 国农民宣言沙
。

《农民问题决议案》 提出了当

时应立即实行的 or 条事项
,

如
:
建立 区乡机关

、

设立土地委员会
、

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

25 %
、

依法没收贪官污吏
、

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
,

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⑨
。

《对全国农民宣言》 肯定革命
“

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
” , “

使土豪
、

劣绅
、

不法地主及一切反

革命派之活动
,

在农民威力之下
,

完全消灭
”

; 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
。

《宣言》 表示
,

《 中国 国民党第二届 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速记录 》 , 《 中国国民党第一
、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

议史料》 (下 ) 第 7 56 页
。

同上
,

第 8 0 9页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 ) 第 3 38 页
。

同上
,

第 3 16一 3 17页
。

参见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 (上 ) 第 3 18一 3 26 页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 (上 ) 第 306 页
。

《中国国民党第一
、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下 ) 第 8 30 页
。

同上
,

第 84 5页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 ) 第 3 28 一 33 0页
。

⑦⑧⑤⑥②③④①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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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胜利
,

农民
“

应得到武装
” , “

本党决计拥护农 民获得土地之争斗
”
①

。

《农民问题决议

案》 与 《对全国农民宣言》 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
,

又经会议指定徐谦
、

挥代英
、

王

法勤
、

邓演达
、

吴玉章
、

詹大悲
、

顾孟余
、

邓悉修
、

毛泽东 9 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
,

其中

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相一致
,

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
。

此外
,

为 了

镇压农村反动势力
,

会议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 《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

条例》 与 《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

(四 ) 否定非法选举
,

打击了右派势力
。

19 26 年 12 月
,

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
,

选

举省党部执行委员
。

在陈果夫操纵下
,

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
,

然后再以政治会议

广州分会名义圈定 15 人
,

结果
,

使右派当权
。

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

类似情况
。

为此
,

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
,

通过 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
,

指出上述选举
“

违背

总章
,

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
”
②

。

会议并接受逞罗支部控告
,

批评右派萧佛成的言

论与行为
,

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
,

解除其在逞罗的一切职务
。

(五 ) 改选中央常务委员
、

各部部长
、

政治委员会
、

军事委员会
,

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

新的党
、

政领导机构
。

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
、

军事委员
、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国

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
,

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
,

而汪精卫的权位则大大提高
。

3 月 2 0 日
,

国民政府委员在武 昌举行就职宣誓
。

至此
,

新的一届 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

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
。

它完成了 19 2 6 年中央

及各省 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
,

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
,

从新右派

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
,

其意义重大
。

但是
,

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
,

他们的胜利远

不是巩固的
,

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
。 ·

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
,

前

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

还在迁都之争初期
,

鲍罗廷曾对李宗仁说 : “

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
。 ”

他曾试

图动员李宗仁取蒋 自代
,

遭到拒绝③
。

3 月下旬
,

武汉政府又曾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

介石
,

再遭拒绝④
。

4 月 5 日
,

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建立集团军
,

任命蒋

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

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

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
。

杨树庄为

海军总司令
。

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
,

但是
,

已经没有实际效用
。

一周之

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
,

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①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 (上 ) 第3 08 一 3 11 页
.

② 同上
,

第 3 38一 33 9页
。

③ 《李宗仁回忆录 》 (上 ) 第 44 1页
,

广西人 民出版杜 19 80 年 1 1月版二

④ 参见拙作 《四
·

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 》
,

日本 《东方学报 》 第 59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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