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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三次下野与三次上台

崔本廷 张厚杭

蒋 介石是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

近年来
,

随着对
“

一国两制
”

及第三次国

共合作的探讨
,

大陆与 台湾关系的改善
,

研究他的文章
、

专著陆续出版
,

研究水平也逐

少提高
。

但对其三 次下野与三 次上台问题 的研究尚不系统
,

本文将通过收集
,

归纳述评
,

帮助读者了解这一史实
,

并就教于史界 同仁
。

一
、

第一次下野与 上台

{肥 7年 4 月 ls 日
,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
。

到
“ 一

七
·

一五
”

政变后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 的局面
:

即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
,

蒋介石新军

阀的南京政 府
,

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

他们都 以合法政府 自居
,

各 自为政
,

互相争雄
。

国民党 这时也存在三 个中央
:

即武汉汪精卫集团的中央
,

南京蒋介石集团的中央
,

上海

西 山会 议派的中央
。

他们虽一致反共反人 民
,

但为争夺 国民党的
“

正统
”

地位
,

存在着

激烈的对抗
。

在 以上背景面前
,

蒋介石受到内外夹攻
,

处境孤立
,

被迫下野
。

第一
,

与汉方的冲突 日趋严重
。

针对蒋介石发动的
“

四
·

一二
”

政变
,

4 月 17 日以

汪请卫为 首的武汉国民党 中央下令开除蒋之党籍
,

免去其兼各职
,

拿解中央
,

按反革命

罪条例惩治
。

2 2 日
,

在武汉的国民党 中央委员和国民党军委委员48 人联名讨蒋
,

号召全

国民众
,

全沐党 员尤其革命军人
“

去此总理之叛徒
,

本党之败类
,

民众之贼
”
①

。

7 月

初
,

武汉政府组成东征军
,

8 月 9 日总司令唐生钾发出讨蒋通电
,

揭露蒋
“

以军驭党
,

以党窃改
,

自立政府
,

擅开会议
,

屠杀异 己等罪行
”

②
。

1 1 日
,

又任命程潜
,

何健 为东

征军左右两路军总指挥
,

沿江东进
,

对蒋及其反动政府形成 巨大威胁
。

书二
,

在宁方
,

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 己不可调和
。

以李宗仁
,

白崇禧为主要领袖的

桂系在北浅中
.咙绩昭著

,

在蒋 发动政变及建立南京政权过程中又屡立
“

战功
” 。

之后蒋

为消灭 异己
,

曾密令何应饮寻机削弱或消灭桂系
,

由于无成动把握而没有执行
。

但当

李
、

白知此阴谋后以雄 厚实力做靠山
,

加紧联络各反蒋势力准备赶蒋下 台
。

第三
,

徐州败退
,

津浦前线失利
。

蒋介石为夺 回徐州
,

以振声威
,

缓和各方面的压

力
,

决定陈兵津浦路
,

抗击南犯的北洋军阀军队
。

7 月 2 5 日蒋亲 自北上
,

8 月初与北洋

军阀激浅于淮河
、

徐蚌之间
,

由于北洋军队突由右翼向蒋军左翼包抄袭击
,

使蒋军
“

首

尾不能相顾
,

全军顿成混乱
”

③
.

8 月 6 日
,

蒋仓皇退 回南京
。

蒋谋图军事上的胜利来

和内外夹攻的计划成为泡影
;

同时又把战败的责任归为前线将士对己不忠
,

将前敌总

挥
,

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杀害于杭州
。

这种杀一做百的做法
,

使李宗仁等将领受到极大

动
,

对蒋更加失望
,

寻机发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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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当时
, 宁汉双方都想拉拢有雄厚军事实力

,

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冯玉祥
,

以

便搞垮或消灭对方
, 但冯

“

只承认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
,

而否 认蒋介石 自立的南京

政府
。 ”

④在 7 月下旬
,

不理
。

8 月 3 日徐州失陷

蒋屡电冯玉祥出兵山东德州以牵制北洋军阀的攻势
,

而冯置之
,

孙传芳乘胜南进
,

同时武汉东征军又节节进逼
,

将在两面受

敌的情况下再一次请其出兵津浦路或攻打武汉
, 又被拒绝

。

这样蒋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

治上都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有力支持
,

使其陷入孤立
。

髓孤在上述政治
、

锋芒
,

局外观战
,

军事危机
,

内外交困
,

四面楚歌的形势下
, 蒋介石为缓和空气

,

避开

于 1 9 27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发表 《 辞职宣言 》
,

宣布下野
。

蒋既然宣布下野
,

为什么几个月后又重新上台呢 ? 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

第一
,

蒋介石下野后
,

指挥人马到处活动
,

为重新上台创造条件
。

蒋下野后
,

蒋系

起鼓噪
,

四处鸡冤
,

以张人杰
,

李石 曾
,

吴稚浑等一批文人和国民党要人声言与蒋
“

同进退
、

共沉浮
” ,

为其复职周旋
。

宋子文等在各帝国主义间
、

国内各派系间拉关

系
、

找靠山
。

同时蒋于 9 月 28 日亲渡 日本访问
。

这次东渡有两个目的
:

一日换取日本政

府的支持
。

11 月 5 日蒋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进行会谈
,

由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
“

将不惜充分之援助
。 ” ⑤ 二是 拜见宋母

,

求得与宋美龄结婚
。

这桩婚姻
,

对蒋以后的

政治生涯起到了重要作用
,

正如后来一家报纸在报道蒋
、

宋结婚的消息时题目为 《 中美

合作 》
,

意为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结合
,

又是中国与关国的联姻
。

蒋达到预想之 目的
,

于
1 9 2 7年 1 1月 l 。日回到上海

,

加快了复职的步伐
。

困落轰第二
,

由桂系把持的国民党中央
“

特委会
” 控制不了南京政局

.

蒋下野后
,

其亲信

仍控制国民党的重要机关
,

陈果夫把持中央党部
; 上海买办

,

银行家拒绝向南京政府交

税和贷款
; 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买办

、

各商业团体抗议
, 反对由桂系任命的上海市长

;

国民党的一些军队
,

权
。

特别是何应钦的第一军继续听从蒋的调
卜

遣
.

这样桂系无法行使职

第三
,

以汪精卫等为首的汉方
,

粤方与桂系为首的宁方分庭抗礼
。

蒋下野后
,

汪精

卫没有实现自己坐第一把交椅的宏愿于 9 月 21 日到武汉
,

联合唐生智成立 了武汉政治分

会
.

2 9 日发表通电不承认南京
“

特委会
”

代行中央职权
。 10 月 1 9日

,

汉方的何健军与桂

方的程潜军激战

卫不甘心失败
,

,

爆发了宁汉战争
。

之后桂方三路西征
,

打败唐生智
,

占领武汉
。

又于 10 月 29 日跑到广州
,

投靠李济深
。

11 月 1 日召开了由汪精卫
、

深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
,

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

产生

汪精

李济

代恐
、

口

法政府
” ,

解决国内一切争端
. 这样宁汉对立刚以武力解决

,

宁粤对立又立刻出现
。

北洋军阀利用国民党纷争之时发起反攻
。

孙传芳搜集残部
,

向南京隔江炮击
。

奉系

张作霖西攻冯玉祥和阎锡山
,

冯
、

石
,

顿时身价倍增
。

阎面临巨大压力开始向蒋求援
.

原来众叛亲离的蒋介

第四
,

蒋直接策划
,

挫败对手重新上台
. 蒋介石回上海的当天

,

为打败桂系电请汪

精卫由粤赴沪
,

共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一间题
。

第二天
,

汪精卫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

黔
这时桂系怕蒋

、

汪联合对 己不利
,

马上向蒋靠拢
,

建议宁
、

粤
、

蒋三方在上海举行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

共同解决国内争端
.

12 月 3 月
,

预备会开幕
.

会上
,

桂系

和李济深以广州事变为借口排挤汪派
,

而汪精卫为摆脱孤立地位于 10 日抢先提出唯有蒋



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

才是解决党务
、

政务
、

军 事 问题 的 当 务之

急
” ⑥

。

桂系无耐只得赞同
。

这样
,

二届 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蒋介石复职的决议
。

19 2 8

年 1 月 9 日蒋在南京发表通电
,

宣告复职
,

并表示将
“

全力完成北伐
,

肃清共逆
,

以安

后方巩固中央
” .

⑦

二
、

第二次下野与 上台

蒋介石上台后
,

虽迅速取得北伐和新军阀混战的
“

胜利
” ,

但由于其继续坚持独裁

统治
,

使国民党内部矛盾 日益尖锐
,

人民的反抗斗争 日益高涨
。

蒋的反动统治危机四

伏
,

使他不 得不第二次宣布下野
.

第一
,

国民党内部强大的反蒋势力不断发展
.

1 9 31 年 2 月 28 日夜
,

蒋把反对和抵制其

当总统的国民党元老
,

中常委主席
,

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
.

这一事件在

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

舆论界纷纷要求恢复胡汉民 自由
;
反蒋各派也乘机举起反独裁

裁
、

要民主的大旗
。

5 月 27 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
。

会议

决定成立国民政府
,

并任命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

与南京蒋的国民政府相对峙
,

从而

雍成斗争激烈的宁粤对立
。

28 日非常会议发表 《 国民政府宣言 》
,

声言蒋
`

“

借训政之

名
,

行个人独裁之实
” , “

须在四十八小时之 内下野
。

.

”

此时蒋采取以拉为攻的策略
,

先后派吴稚晖
、

张继等南下与反蒋各派谈判
,

最后达成协议
,

宁
、

粤分别召开国民党四

大
。

11 月 12 日蒋首先在南京召开四大
,

强调
“

党内的团结
,

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 ,

“

整齐步骤
,

听命于党
,

进则同进
,

退则同退
”
@

。

对其下野的言论和主张进行反驳
。

在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5 日于广州召开的第二个国民党四大上孙科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 “

蒋

中正必须下野
,

并解除兵柄
,

否则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仍在粤行使职权
。 ”

12 月 10 日孙

科
、

陈友仁和汪精卫又联合声明
, “

到 12 月 20 日蒋介石还不下野
” ,

胡派
、

汪派中央委

员 即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

蒋面对如此处境
,

不下野决无二法了
。

第二
,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的不抵抗政策
,

使全 国抗日反蒋运动空前高涨
,

动

摇了蒋的统治地位
。

1 9 31 年 9 月
,

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在沈阳制造了
“

九一八
”

事变
,

向我国东北大举

进攻
。

而蒋为
“

剿共
”

及对付粤方反蒋势力对 日本的侵略采取屈辱退让的不抵抗政策
,

使整个东北被 日军占领
.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

搀救民族的危亡
。

1 9 3 2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表 《 对日宣战通电 》
,

主张
“

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 日本帝国主义出

中国
” 。

在东北
,

广大爱国军民组织抗 日义勇军
,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

抗击日军侵略
。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等地
,

工人罢工
、

学生罢课
,

要求停止内战
,

出兵抗日
。

一些民

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

如杨杏佛
、

史量才等也批评蒋的不抵抗政策
,

要求一致对外
,

收

复失地
.

1 93 1年 10 月东北军马 占山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 日
,

12 月 14 日被蒋派往江西

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 1 7 OOD人在赵博生
、

董振堂的领导 下
,

举行宁都起义参加红

军
.

在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
、

全国人民抗 日反蒋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逼迫下
,

南京国民

党中常委于 1 9 31 年 1 2月 15 日批准了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
、

行政院长及总司令职务
,

蒋第

二次下野
。

随后国民党宁
、

粤
、

沪三方举行四届一中全会
,

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为行政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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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不想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
,

他的下野只是玩弄的缓兵计
,

而在

下野前就为重新上台作好了准备
。

第一
,

安插亲信
,

剪除异己
。

蒋在即将下野的前夕主持召开国务会议
,

改组了四个

省政府
,

任命顾趣同为江苏省主席
:
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

;
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

;

邵力

子为甘肃省主席
。

这一人事任命使蒋得以控制江浙和首都南京
,

保证了下野后仍在这些

地区的政治军事实力
。

第二
,

蒋的策划使孙科新政府财政窘迫
,

外交危机
。

蒋下野后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

部长职
,

重要职员被遣散
,

重要档案被带走
,

使财政部无法运转
。

同时财政入不敷出
,

政府月收入只有 6 00 万元
,

而每月
一

军费需 1 8。 。万元
,

行政费每月40 0万元
,

每月赤字达

16 。。万元之巨
,

上海金融界又拒不贷款
。

财政困难使孙科团团打转
,

一筹莫展
.

孙科认

识到
,

蒋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

不抵抗政策
”

受到各界的反对
,

因而为取得人民支

持
,

主张
“

对日绝交
、

积极抵抗
” ,

但
“

无绝交的办法
、

抵抗的措施
,

实际行动仍然是

交涉
、

不抵抗
” 。

⑨结果不仅没有收复失地
,

而且 日
.

寇加紧进攻上海
,

日舰在宁
、

沪长

江水面来往穿梭
、

挑衅示威
。

在孙科无力掌握局面的情况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被迫于 1 9 3 2年 I 月 2 日举行紧

急会议
,

决定邀请蒋重返南京
,

共商大计
。

孙科只好 向蒋发出邀请电
: “

新政府虽已产

生
,

以先生及展堂 ( 胡汉民 )
、

季新 ( 注精卫 ) 两兄均不来京
,

党国失却重心
·

一国事

不易收拾
、

务望往京坐镇
,

则中枢有主
,

人心 自安
。 ” L 28 日

,

蒋在南京主持中央政治

会议
,

决定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
,

成立军事委员会
。

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44 天后又重

新上台并当上权势更大的
“

军委会委员 长
。 ”

.

三
、

第三次下野与 上台

蒋介石 当上
“

委员长
”

的 17 年后
,

于 1 9 4 9年 1月 21 日在南京总统官邸召开的国民党

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上宣布
: “

我个人非引退不可
,

让德邻 ( 李宗仁 ) 兄依法执行总统

职权
。 ”

蒋在历史下第三次下野了
。

为何
“

非引退不可
”

呢 ? 下野宣言中的一句话基本

概括了其中的原由
: “

目前军事
、

政治
、

财政
、

外交皆濒于绝境
,

人民所受痛苦已达到

顶点
。

我有意息兵言和
,

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
。 ”

第一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战绩辉煌
,

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
。

面对美蒋反动

派挑起的反革命内战
,

为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

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 1 9 46

年 7 月到 1 9 4 8年 8 月两年的作战中歼敌达 2“ 万余人
,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 全 面 进

攻
、

重点进攻
、

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
。

特别是解放战争的第三年
,

即从48 年 9 月到49 年

9 月的战略决战又歼敌达 154 万余人
,

占国民党第一线兵力的百分之九十
,

人 民解放战

争的胜利 己成定向
。

蒋赖以统治的支柱即将倾覆
。

第二
,

国民党的政治
、

经济面 临崩溃
,

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
。

中国共产党

和各民主党派
,

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伪国大
、

伪宪法
,

使蒋在政治上

完全孤立
。

同时
,

蒋为支付巨额军政费用无止境地印制钞票
,

使全国通货膨胀
,

民族工

商业纷纷倒闭
,

工人失业
、

农民破产
,

国民党在经济上已面临崩溃
。

国统区人民的爱国

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

1 9 46 年 12 月底爆发了反对美军暴行运动
; 1 947 年 5 月又爆发

“

反饥

饿
、

反内战
、

反迫害
”

运动
; 19 4 8年 1 月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宣布反对蒋



的独裁统治
。

同时沈钧儒等重建民主同盟领导机关
,

宣布
“

必须粉碎一个独裁的
、

反动

的
、

腐化的玫权
。 ”

5 月 l 日
,

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

立 即得到 民主

同盟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其他民主党派
、

无党派人士的欢迎
,

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为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

至 此
,

蒋 已成为孤家寡人
。

第三
、

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逼蒋下野的攻势
。

蒋面临的危机
,

使美国认识到

他已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

于是开始放弃对他的支持
。

1 94 8年 10 月 23 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

登建议美国务院
“

我们 可以劝蒋委员 长退休
,

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

途的政治领袖
” 。

@ 1 1月 9 日蒋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支持
,

给早被婉言拒绝
; 绍

日派宋美龄赴美求援又遭拒绝
。

而桂系在美国支持下采取了同蒋决裂之态度
,

逼蒋下台

台
。

在淮海战役吃紧
、

杜幸明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待歼之际
,

蒋急调宋希镰来徐州增

援
,

但遭到白崇禧的阻拦
。

程潜
、

张珍
、

李宗仁明确提出要蒋
“

下野
” ,

以挽危局
.

于

是不得不于 19 49 年 1 月 1 日发表新年文告
,

表示在继续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条件下愿

意与共产党恢复和平
,

并表示和平
“

果能实现
”

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

绝不萦怀
,

而一惟

国民的公意是从
。 ”

暗示 已有退意
。

第四
,

中国共产党
“

将革命进行到底
”

的方针
。

在蒋家王朝面临覆灭而又玩弄
“

和

平
”

阴谋的形势下
,

毛泽东于 1 9 4 9年 l 月 l 日代表共产党中央发表新年献辞 《 将革命进

行到底 》
,

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
,

并引用了古代希腊农夫救蛇的寓言提醒中

国共产党
、

中国人民和真正的民主派牢记农夫的教训
,

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

将革命进

行到底
。

14 日
,

毛泽东又发表 《 关于 时局的声明 》
,

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为

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
。

毛泽东的声明
,

给蒋的
“

和平
”

阴谋以致命的打击
,

使他认识到

和 已不可能了
。

蒋介石在如此困境下被迫于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
,

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
。

与此同时
,

蒋为实现挽救残局
、

重振旗鼓的目的
,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让李宗仁代

行总统职权
,

以稳住桂系
,

使其坚守长江防线并进行试验和谈
。

为经营台湾
,

1 9 4 8年 12

月 2 4 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

1 94 9年 1 月 18 日又任命他为台湾警备司令
,

3 月又兼任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

总揽了台湾党政军一切权力
.

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后
,

蒋又

密令
“

将国库所存全部银亢
、

黄金
、

美钞运台
。 ”

据统计
,

运到台湾的黄金有 11 万多

两
,

白银 3 亿多两
,

银元 8 00 万元
。

国共和谈破裂后
,

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
,

4 月 23 日

南京解放
。

6 月
,

蒋在台北建立
“

总裁办公室
” ,

7 月 16 日正式成立 国民党最高决策机

构
“

中央非常委员会
” ,

蒋为主席
。

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
,

10 月 14 日解放广州
,

1 1月 20
“

代总统
”

李宗仁离开桂林到美国
。

12 月 1 日重庆宣告解放
。

7 日
,

蒋决定国民党政府

迁往台北
,

10 日最后离开大陆逃奔台湾
。

19 5 0年 3 月 1 日
,

蒋在台北再次上台
,

复行
“

总统
”

职权
,

并任命陈诚为
“

行政院长
” 。

13 日蒋发表讲话
“

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
,

不 到八个月的功夫
,

北伐即告成功
。

第二次复职 以后
,

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
,

但

终于促使 日本投降
。

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
,

这次复职 以后
,

我们革命的 目标
,

是恢复中

华 民国
,

消灭共产国际… …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 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 ” ⑥ 他不会

也永远不 可能实现这一使命了
,

于 1 9 7 5年 4 月 5 日客逝台湾
。

四
、

几点归纳



纵观蒋介石三次下野与三次上台这一重大历史过程
,

可 以看出下几点
:

首先
,

蒋的三次下野是被迫的
,

也是
“

以退为攻
”

的策略
.

他把在位时形成的各种

无力解决的危机和 困难交给
`

继承人
” ,

在位时新形成的矛盾和困境
,

接着又利用这些危机和困难
,

利用
“

继承人
”

行
“

以拉为攻
”

在各派间挑拨离间
,

拉拢一部分人
,

打击一部分人
,

即实

的策略来增强实力
,

抬高身价
,

使之成为新的
“

救世主
”

而 重新上台

第一次下野后
,

拉拢汪精卫
、

李济深等把桂系推下台

宋子文
、

何应钦等把孙科逼下台
:

第三次下野后
,

已集中精力保存实力
,

准备退居台湾第三次上台
。

诈的品质
.

:
第二次下野后

,

联合汪精卫
,

指挥

把桂系推向内战与和谈的前沿
,

而自

这些充分表现了蒋善用 权术
,

阴险狡

其次
,

三次下野与上台都与帝国主义有关
.

发动反革命政变
,

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

但它的独裁和内战又使统治危机四伏而被迫下

野
,

又由于帝国主 义的支持和扶植得以重新上台
。

在北伐进入高潮时蒋以
“

决不用武力

改变租界的现状
” 。

换取 了帝国主义的经济
、

军事支持
,

才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

之后为

上台又获得 日本的
“

充分援助
” 。

随着北伐的
“

胜利
” ,

中国形式上的
“

统一
” ,

蒋又

失去 日本的支持并在 30 年代后接连制造侵华事件
,

加速了蒋的第二次下野
。

但英
、

美帝

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继续支持蒋
,

以至在抗战胜利后帮助蒋进行长达四年的内战
,

其间虽

曾失去美国约信任而让位李宗仁
,

最后并没有分道扬镰
,

退到台湾后获得大量美援才得
卜 l 代色; t 获一

乃习 ~知 山」七

再次
,

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

过一些联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
,

发动反革命政变
,

破坏国共合作
,

蒋虽然在第一次大革命前期和抗 日战争时期有

但观其一生
,

反共反人民具有一惯性
。

第一次下野前

下野后又和国民党各派
、

反共
” :

第二次下野前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反动
“

围剿
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

“

一致

次
“

围剿
” ,

使红军被迫长征
;

”

上台后又进行第四次
,

第五

到台湾后仍坚持
“

第三次下野前又进行了长达三年之年之久的反共内战
,

消灭共产国际
” ,

历史 已证 明
,

违背人民的利益
,

与共产党
、

与人民顽抗到底
。

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统治
,

术
,

有多大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
,

淹 没
。

无论施展多少政治权
最终只能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

,

被历史的洪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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