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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国 民大革命之领导权问题

温玉龙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 5 0 0 0 1 )

摘 要 : 国民大革命时期
,

国共两党合作建立 了革命统一战线
,

在 中国的大地上 开展 了轰轰烈

烈的国 民革命运动
。

国民党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

这是由当 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

国民党始终限制和打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取 ; 共产国际对 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影响和干预
,

极力扶持国民党掌握革命领导权 ; 幼年 时期的共产党 自身力量不 够强

大
,

不具备领导 国民革命的条件和能力
,

种种 因素决定 国 民大革命只 能由国 民党来领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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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4 一 1 9 2 7 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 了革命统一

战线 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运动
。

但随着蒋介石
、

汪精卫接连发动的一系列反

革命事变 大革命 以失败告终
“

围绕着革命运动

的领导权这一问题
,

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展开 了激

烈的讨论 河以说大革命的领导权既是复杂的理论

问题又是复杂的现实问题
” 〔`〕

,

史学界有着不同的

看法 至今没有形成统 一的观点
。

一
、

史学界关于国民大革命领导权的一些观点

关于国民大革命的领导权史学界有不同的观

点
。

有的学者认为革命开始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

但后来陈独秀犯 了投降主义错误 使无产阶级丧失

了革命的领导权 ; 有人认为国民大革命的领导权是

在中国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实现的 资产阶级在五四

运动 以后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领导权 但是担负革命

领导工作的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 政治和组织能

力不够完善成熟
,

因而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
,

国共以

革命统一战线为基础进行了合作 洪产党只是掌握

了部分的革命领导权 ; 还有的人指出革命的领导权

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

领 导权不是一成不 变的 存在

谁战胜谁一说 即共产党一开始掌握 了革命的领导

权 但是随着国民党的叛 变革命
,

再加上共产党未

能掌握军事领导权
,

最 终丧失 了革命领导权 ; 还 有

人认为
“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始终 由共产党掌握

,

不

存在放弃和 丧失一说
”
2[]

。

理 由是判断一个党是

否掌握领导权应该看政治领导 不应 以人数比例为

衡量标准
。

共产党虽然处于幼年阶段 但是这并不

妨碍其领导国民革命
,

即使在危急时刻党也没有放

弃革命的领导权 ;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领导权应该归

属于共产国际 这部分学者指出
,

共产国际在 国共

第一次合作 当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

国民大革

命是在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之下进行 的
。

综 上所

述 在过去 60 年中史学界关于大革命领导权的争

论一直存在
。

之所以产生如此众多不同的看法
,

一

方面说明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加深 肩关大革命领

导权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断深入
。

另一方面也可

以看出 之所以有诸多不 同的观点 和学者所处 的

阶级立场
、

所持的历史研究理论有很大的关系
。

不

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许多学者逐渐倾向

于
“
国民党领导革命说

” 。

二
、

国民大革命由国民党领导的原因

1
.

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染指领导权

以孙 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始终坚持国 民革命

应由国民党领导的准则 并且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共

产党人的防范心态 不允许共产党在大革命中肆意

发展壮大实力 更不允许共产党人染指大革命的领

导权
。

这一点在国共合作之初 ,l]] 、中山与苏联代表

越飞于上海会晤时
,

在其发表的 《孙文越 飞宣言 》

第一条 中便 明确指 出
“

孙逸 仙博 士 以为共产组

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
,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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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l]] 、中山对于共产主义以及苏维埃制度是

持否定态度的 其政治构想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

共和国 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由国民党领导
。

他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

中国

的革命也不能 由共产主 义组织领导进行
。

因而在

他的眼里 户 国只有国民党领导革命成功 的前途
,

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

实现苏维埃制度可 以成功

之情况
”
4[]

。

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之前 ,l]] 、中山就

已经坚定地认为中国只能走资产 阶级共和 国的道

路 沮这一革命任务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
。

可 以说

从一开始孙中山就坚持国 民党在革命中绝 对的领

导权威 而将共产党排除在外
。

从组织领导权来看 俩党合作的方式是党 内合

作
,

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

这是当时唯

一可行的合作方式
,

也是国民党可 以接受的方法
。

不过孙中山认为共产党党员既已加入国民党 就应

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

他曾经强调说
“

共产党 既加

入国民党 便应服从党纪 不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
,

共产党如不服从 国民党
,

我们要开除他们 ; 苏俄若

袒护中国共产党
,

我们便 要反对苏俄
。 ”

可 见孙 中

山着力强调国民党党内的统一性 着力强调国民党

的领导权威不容侵犯
。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 国 民党

在党内组织领导 中依 旧保持着绝对 的领导权威
。

国民党一大选出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

中央

监察委员
、

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共计 51 人 而共产党

仅占 10 人 洪产党党员大都担任 一些诸如农林部
、

宣传部等部门的职务 沮在关键的权力部门—
国

民党监察机构 中无一名共产党人
。

这种安排增 强

了国民党上层的凝聚 力
,

维护 了国民党的主体地

位 符合孙 中山
“

若共产 党而 有纷 乱我 党之阴谋
,

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
,

而一扫之 于国民党 以外而

已
”
5[] 的主张

。

在后来的国共争斗之 中
,

也印证 了

孙中山的断言
。

通过这一组织 安排国 民党实现 了

对革命的绝对领导
。

可以说 在国民党 的高度限制与打压之下
,

随

着国民党在大革命中的组织领导作用逐渐增强
,

中

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 了极大的压缩和 限制
。

在这

种情况之下
,

国民党掌握了革命的绝对领导权
,

国

民党是不会改变初衷 不会允许也不会答应共产党

人染指革命的领导权
。

2
.

共产国际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支持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接受其

政治和思想领导
。

但从共产国际来说 爱斯大林大

国沙文主义影响
,

忽略中国的国情
,

大肆推行大 国

沙文主义
。

为换取孙 中山对苏俄的外交支持 打破

其政治上的孤立地位
,

以冲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

和封锁 苏俄过度夸大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国政

治中的领导作用
,

要求共产党全体加入 国民党
,

片

面地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
。

共产 国际不支持共产

党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而是让其服从国民党孙中

山的领导
。

在 苏联代表越飞与孙 中山签订 的 《孙

文越飞宣言 》中
,

共产国际对于孙 中山提 出的
“

共

产组织 甚至是苏维埃制度
,

事 实均不能引用于 中

国
,

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 以

成功之情况也
”
2[] 这一论证 越飞完全支持

。

可 见

共产国际为了获得孙中山的承认与支持被迫选择

了妥协退让 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威
。

在国共合作之初 洪产党内部有许多人是坚决

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 反对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加入

国民党
。

而为了获得孙中山的外交支持
,

以苏联为

主导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 内

部
,

以实现国共合作
,

并强迫 中国共产党承认 国民

党事实上的领导权
。

而当国共 两党 出现摩擦和争

斗时 洪产国际又压制共产党党内的反对派和斗争

派 庄张同国民党妥协
,

以维护 国共革命统一战线

的完整稳定性
。

诸如
“

向资产阶级和国 民党右派

让步
,

以挽救南方革命
’ , “

必 须十分审慎行事
,

采

取灵活态度 善于利用 各种条件
,

而决不能突 出自

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

等指示表明
,

共产 国

际没有让共产党拥有和获得革命领导权的意识 肖

国共两党出现纷争时 以牺牲共产党的利益来换取

国民党对苏俄的支持
。

以牺牲 中国利益来维护苏

联本国的利益 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沙文和大 民族

主义
。

同时列宁在其著作 《民族和殖 民地问题提纲

( 初稿 ) 》中讲道
`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 关系和宗法

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 的国家和 民族 中各 国

共产党必然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 阶级 民主解放运

动
。 ”

在共产 国际 四大 中也 曾指 出
“

在 中国革命

中 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
,

中国共

产党就应 当在 民族革 命战 线 的一切运 动 中支持

它
。 ”

6[] 从中我们可 以发现共产国际始终认为共产

党应该在中国革命中处于
“

帮助
’ “

支持
”

的地位

不要起单独领导的作用
。

由此可 见共产国际不 支

持也不会让 中国共产党担当领导 国民党革命 的历

史重任
。

3
.

共产党本身不具备领导国民革命的实力

除了国民党
、

共产 国际的作用影响之外
,

共产

党自身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

可 以说共产党在 当时

特殊的年代里相 对弱小
,

自身实力较小
,

不具 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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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国民革命的能力 池难 以担当领导国民大革命的

历史重任 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
。

“

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
,

还处于年 幼阶段
,

党

员人数也只有 4 00 余名
,

党组织建设还不够完善
,

统治基础 尚不 巩固和完全建立
”
v[]

。

此时 的共产

党党内领导骨干缺乏
,

领导人缺乏政治魄力 最主

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兴的政党对中国复杂的

革命问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 段有认清 当时 中国

复杂的国情 段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国情相

结合形成科学的理论指导 造成 了对一些问题的认

识片面
。

我党虽然初步认识到了必须夺取领导权
,

但限于自身实力并没有坚持在实际的斗争 中坚定

不移地去贯彻实践这些主张
,

面对国 民党的进攻
,

党的领导人对局势认识不清政治经验不足 最终导

致大革命的失败
。

所 以说年幼的共产党人从自身

实力而言是难以领导大革命的
。

支持 强迫共产党服从 国民党的领导 ; 而中国共产

党相对来说力量较为弱小 不具备领导革命的可能

性
。

所以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
,

国民党无可厚

非的成为中国国民大革命的领导者
,

国民大革命也

只能由国民党来领导
。

三
、

结 语

综上所述 在 国民大革命时期 在那个纷 繁复

杂的历史时期 鉴于 自身强大的实力和共产国际的

支持 国民党绝不会允许共产党染指大革命的领导

权 作为国共合作助推器的共产国际为了维护 自身

的政治利益以牺牲共产党的方式来获取国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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