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不可忽视的国民党政治派别
- -

— 再 造 派

·

赵英兰
·

再造派是国民党统治集 JJI 内 JyI 胡反蒋反共的政治派别
。

它曾提出
“

再造
” 、 “

复兴
”

闪民党的 :lI
一

号
;
公

开中 l刃
“

倒蒋
” 、 “

反 J七
” 、 “

抗 日
”

的政治立场
;
发动过颇有影响的倒蒋运动

。

但是
,

因为没有制定政 治 纲

领和成立组织机构
,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
。

木文对再造派的形成
、

政治主张
、

主要实践活动及其解体
,

作以肤浅的探讨
,

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

、

再造派的形成

孙中山逝 世后
,

国民党中央内部由权力之争而

出现蒋介石
、

胡汉民
、

汪精卫
“

三巨头
”

并雄局面
。

他们为了共同目标或各自利益
,

时而蒋
、

汪联合反

胡
,

时而蒋
、

胡联合反汪
。

胡汉民与蒋介石在历史

上曾出现合作— 分离— 再合作— 最后决裂的

复杂关系
。

在这种时分时合的斗争中
,

形成了胡汉

民集团势力与政治派别
。

1 9 2 7年 4 月 至 8 月
,

蒋介石与胡汉民第一次合

作
,

共同完成了反共清党
“

大业
” ,

并建立了南京国

民政府
; 19 2 8年 9 月至 1 9 3 1年 2 月

,

蒋介石
、

胡汉

民第二次合作
,

共同镇压了国民党内的政治反对派

和各路起兵争权的新军阀
,

稳定了对全国的统治
。

蒋
、

胡两度合作
,

给人以
“

合作无间
,

至为难能
”

的印象
,

①使人误认为胡汉民是蒋介石集团的
。

其

实不然
,

蒋
、

胡的合作是一种互相依存
、

互相利用

的合作关系
:

第一
,

为了共同消灭共产党
、

推翻北

洋军阀和镇压新军阀而合作
。

要完成这一目标
,

单

靠蒋介石或胡汉民的力量
,

是很难实现的
。

因为蒋

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浅
,

威望低
,

众望难孚
,

但他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
;
胡汉民是组建国民党的

元老
,

又是一个有理论
、

有影响的文人政客
。

这样
,

胡

汉民只有利用蒋指挥下的军事力量才能站住脚
;

蒋

介石则可以利用胡汉民的资历
、

声望
、

理论治理后

方
,

配合其武力剿共
,

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全国政

权
,

以及击败所有的政敌和新军阀
。

第二
,

蒋
、

胡

合作共同对付汪精卫
。

大革命失败后
,

汪精卫是蒋

介石权力之争的主要政敌
,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

政府时
,

汪精卫以武汉国民政府与 之 对 峙
。

之后

汪精卫又操纵改组派反蒋
,

策动地方军阀倒蒋等
,

这是蒋不能容忍的
。

胡汉民与汪精卫曾经是好友
,

孙中山去世后
,

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排挤资格最老

的胡汉民
,

使胡处境异常孤立
。

不久
,

因廖案遭嫌

疑
,

汪以知情不报为由
,

迫胡辞职离粤游俄
。

从此
,

胡与汪变为仇敌
,

双方在国民党中枢政局中是胡来

则汪去
,

汪来则胡去
。

因此
,

蒋介石为了击败主要

政敌
,

胡汉民要报当年被逐出广州之仇
,

而合伙对

付汪精卫
。

在蒋介石
、

胡汉民合作的背后
,

却暗藏着争权

夺利的矛盾和斗争
:

第一
,

谁为国民党
“
正统

”

之

争
。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
,

认为孙中山的继承

人非胡莫属也
。

因此
,

他积极地帮助蒋介石统一全

国
,

期待着
“
武人得天下

”
之后

,

由他
“

治天下
” 。

蒋介石以反共有功自居
,

依仗自己据有压倒各方的

军事力量
,

也要争夺
“

正统
”

地位
。

第二
, “

以党治

国
”

与
“

以军治国
”

之争
。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相当

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

但 自己没有军事实力
,

就其所

长
,

唯有强调国民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
,

党权高

于一切
,

进而掌握国民党的大权
,

以党权控制国家

政权
,

实现
“

以党治国
” 。

而蒋介石身为军事领袖
,

始终军权在握
,

同时又不断向党务
、

政务伸手
,

并

强调
“

军权高于党权
” ,

要
“

以军 治 国
” 、 “

以军 治

党
” 。

第三
,

以何种政治体制统治中国之争
。

胡汉民

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

蒋介石一心想当袁

世凯
,

要独揽党
、

政
、

军大权于一身
,

实行个人独

裁专制统治
。

胡汉民与蒋介石上述分歧
,

出现分离

与决裂又是不可避免的
。

1 92 7年 8 月至 1 9 2 8年 9 月
,

蒋
、

胡一度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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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夕年 8月
,

蒋介石在宁汉之间争夺国民党
“

正统
”

的斗争中
,

遭到内外夹攻
,

被迫下野
。

这时依附在

蒋介石身上的胡汉民
,

顿失靠山
,

深感自己地位空

虚
,

表示愿与蒋同时下野
, “

议席让步
” 。

并
“

在北伐

统一未完成前
,

不急于 匆忙参政
” 。

1 9 2 8年初
,

当蒋复

职邀胡出山时
,

胡婉言拒绝
。

胡持这种态度的原因
:

上要是不愿因纷争而削弱国民党
,

而是极力维护国

民党
,

想办法促进国民党的新生
,

期待北伐全国统

一后
,

蒋介石把国家交给他管理
。

因此
,

他一方面

从事理论工作
,

即
“

三民主义之阐扬
” ; “

民众运动

之理论与其方略
” ; “

党之组织与其运用
”

等
。

另一

方面
,

出国考察
,

寻求治国治党新方案
,

即
: “

( 1) 实

地观察各弱小民族的情状及其民族运动
,

以及各新

兴国家及其政党的情状
。

( 2) 要由以上的工作里找出

本党的新方案
,

以为本党一切纠纷求一总解决
,

为

将来一切革命工们于一条新道路
” 。

里为此
,

1 9 2 8年

1 月至 8 月
,

胡汉民和孙科
、

伍朝枢等人去土
一

耳其

和欧洲考察
。

其间
,

6 月 3 日
、

6 月 18 日
,

先后寄

回国内
《
训政大纲案

》
和

《
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

》 ,

在国民党内首先倡导
`

仙1政建国
”

和建立五院制度

的方针和原则
。

并以土耳其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榜样
,

乘北伐打败奉系

之机
,

立即回国与蒋再次合作
,

帮蒋作基马尔
,

自

己作伊斯迈
。

但是
,

蒋
、

胡合作中的矛盾 日益激化
,

1 9 3 1年

因约法之争而彻底决裂
。

中原大战结束后
,

蒋介石

认为统一中国大业己完成
,

急不可待地要召集国民

会议
,

确定
“

训政时期约法
” ,

企图把国民政府主席

换成总统头衔
,

尽快实现个人独裁专制制度
。

胡汉

民坚决反对
。

蒋介石为了排除障碍
,

`

于 2 月 2 8 日非

法扣押胡汉民于南京
。

从此蒋
、

胡对峙 5 年之久
,

直至胡病死
。

在蒋
、

胡
、

汪争权夺利的斗争中
,

形成了蒋介

石集团
、

胡汉民集团
、

汪精卫集团
,

各集团内又分

成许多派
。

胡汉民集团包括胡派
、

孙派
、

粤系
。

胡

派主要是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
,

如古应芬
、

肖佛

成
、

伍朝枢等人
,

他们都是广东人
,

胡汉民的同乡

和好友
,

曾在广州国民政府共事
。

其中古应芬与胡

汉民关系最密切
,

孙中山去世后
,

古与胡成为反蒋

拒汪的头面人物
。

原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邹鲁
、

邓泽

如
、

谢持
、

林森
、

覃振
、

傅汝霖等
,

大部分是广东

人
,

历史上的老右派
。

19 2 7年以后
,

在国民党内派

系斗争中
,

实际已消亡
,

其成员
“

一切言动皆系个

人党员资格
”

出现
。

③这些人以在国民党资历深
、

反共早自居
,

不满于蒋介石的排斥
、

打击
。

1 9 3 1年

蒋
、

胡关系决裂后
,

公开地站在胡汉民一边
,

并成为

胡汉民所依靠的政治骨干
。

孙派是以孙科为首的太

子派
,

如梁寒操
、

马超俊
、

傅秉常
、

陈策等广帮宫

僚
、

政客
。

粤系既包括政治派别胡汉民
、

李济深等
,

又包括地方军阀势力陈济棠等
。

因此
,

胡汉民井非

蒋介石集团
,

而是独树一帜
、

包括文武老少的胡汉

民集团
。

再造派是胡汉民集团与蒋
、

汪集团争权夺利的

御用工具
。

1 9 2 8年初
,

胡汉民与孙科出国考察前
,

委托王昆仑
、

钟天心
、

湛小岑
、

周一志
、

梁寒操等

人
,

在上海创办刊物
,

为继承孙中山
“

正统
”

地位
,

制造舆论
。

l司时嘱托粤系李济深于以经 济土 的 支

持
。

1 9 2 8年 3 月
, 《

再造旬刊
》
等刊物一问世

,

就

强烈呼吁发动一场
!
一

卜国国民党再造运动
。

所谓
“

再

造
” ,

既不是创造
,

也不是改造
,

而是经过一番起死

回生的整顿
,

使国民党中兴起来
。

并公开申明
:

拥

护胡汉民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
限制蒋介石为党领

导下的军事领袖
,

以
“

党权
”

反
“

军权
” ;

排斥汪精

卫
“

左派
” ;
力主

“

反共救党
” 。

自此
,

在国民党统治集

团派系斗争中
,

出现一个居于在野地位
、

代表胡汉

民集团的反蒋
、

反共政治派别
。

因 创办
、
再 造旬

刊
》
和发出再造国民党的呼声

,

被人们称谓
“

再造

派
” 。

自此
,

再造派应运而生
。

再造派的成员
:

主要是以孙科为首领的少壮派
。

如王昆仑
、

梁寒操
、

钟天心
、

周一志
、

湛小岑
、

程

元斟等
,

大部分是国民党文人政客
,

居于国民党中

层地位
,

遭蒋
、

汪排斥
,

苦于没有向上爬的机会
,

因此极力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

削弱
、

分散蒋介石的权利
,

白己既可以从中分享一份残羹
,

又可以提高一下地位
。

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是再

造派的后台
。

他们以国民党元老
、 “

正统
”

自居
,

而

不愿降格为一派一系
,

自称为
“

党国先进
” ,

代表着

国民党的整体
。

但是
,

再造派的活动
,

胡汉民是主

要策划者
,

如创办刊物是受胡汉民的重托
,

发动
“

倒

蒋
” 、 “

反蒋
”

活动是胡的旨意
,

其元老们也都给予

支持
。

粤系军阀是再造派所借用的军事力量
。

粤系

首领李济深始终拥胡反蒋
,

创办
《
再造旬刊

》
等刊

物
,

全靠李济深的经济资助
。

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

后
,

胡汉民
、

古应芬推举陈济棠为粤系首领
,

孙科

发动倒蒋运动
,

陈济棠以军事相配合
;
胡汉民以西

南与蒋对抗
,

又主要依靠陈的军事力量
。

从中可以



看出
,

再造派的成员极其复杂
,

它虽然没有组织机

构
,

却存在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

第一
,

再造派是

以胡汉民为轴心聚集起来的集合体
;

第二
,

它以广东

帮派为纽带
,

靠着这种特殊关系相互联系着
。

因此
,

在国 民党统治集团派系斗争中
,

推崇胡汉民为领袖
,

积极参
一

与了胡汉民与蒋介石
、

汪精卫的争权夺利斗

争
。

其活动随着蒋
、

胡关系的离合
,

而时起时伏
。

当蒋
、

胡合作时
,

再造派停止了活动
;
当蒋

、

胡分

离或决裂时
,

再造派立即活跃在政治舞台
,

或与胡

系集团客派联合行动
,

或以广东
“

老家
”

为墓地
,

与共尚的政敌相抗换
;
。

二
、

再造派的政治主 张

再造派没有制定系统的政治纲领
,

主要通过创

办刊物宜传政治主张
。

如 1 9 2 8年先后由钟天心
、

梁

寒操
、

周一志主编了
《
再造旬 刊

》 ; 1 9 3 1年由王昆仑

主编了 叫
J

央导报
》 ; 1 9 3 3年以后胡汉民主编了

《
三

民主义月刊
》
等

。

其政治主张主要内容
:

(一 ) 由
“

再造
”

国民党
、 “

复兴
”

国民党到组

织新国民党
。

1 9 2 8年
,

再造派针对国民党
“

支离破

碎
” 、 “

麻痹疯瘫
” 、 “

分化崩溃
”

的状况
,

提出要发

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
。

其办法
:

( 1 )淘汰党员
,

把混在党内所有幼稚
、

浪漫
、

腐化
、

投机
、

不强健

份子淘汰出去
,

使党员数量减少到三分之二
, ( 2) 举

行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

决定今后一切党政军事根本

大计
。

所谓
“

再造
”

实际上企图通过组织整顿
,

提

高国民党的威信和权力
,

达到与蒋介石分权的目的
。

土9 3 1年
,

再造派又提出要发动
“

复兴
”

国民党的运

动
,

即 ( 1 ) 消灭党内派别
,

认为
:

国民党改组以

后
, “

小组织竟达巧 0余个
” ,

使国民党变成
“

无数群蛆

争食的集团
” ,

④
“

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
” 。

因此
,

要复

兴中国国民党
, “

必须下最大决心
” , “

消灭一切小组

织
” 。

⑥ (2 )清理革命理论
,

即以
“

最短期间
,

以最

大努力
” , 》

将共产党的理论
,

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

中的
,

一一剔出来
。 ”

⑥
“

复兴
”

国民党的主张
,

不

仅注重组织上的整顿
,

而且注重理论上的清理
,

认

为这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要图
。

无论
“

再造
”

国民党
,

还是
“

复兴
”

国民党
,

都是在不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
,

进行改良
。 `

白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

但是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日益变为蒋介石
“

家民党
”

的

状况
。

于是
,

1 9 3 2年
,

胡汉民提出
“

必须重新建立

党的组织
,

使党成为真的革命的组织
” 。

并以西南执

行部为中央机关
,

成立了
“

新国民党
” ,

企图以
“

新

国民党
”

与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相对抗
,

待
“

新国

民党
”

扩大到全国各地后
,

再取而代之
。

这一重建

新党的计划
,

」“ 1 9 3 6年胡汉民去世 后
,

自行 夭 折

】 o

(二 ) 由
“

限蒋
”

到
“

倒蒋
, , 。

1 9 2 5年
,

再造派

为改变军人
“

操纵党务
” 、 “

把持政局
” 、 “

武人干政
”

的局面
,

极力强调
:

提高党权
,

党权高于一切
, `!圣

持
“

以党救国
” 、 “

以党建国
” 、 “

以党治国
” 、 “

以党

治军
” ;
反对蒋介石

“

以军治党
” 、 “

以军治政
” 、 “

以

军治国
” 。

以
“

党权
”

反
“

军权
”

的办法
:

一是由胡

汉民为国民党领袖
,

限制蒋介石为党领导下 的军事

领袖
;
二是削弱军权

,

绝对禁止军政官吏干涉党务
;

废除集团军
,

由军委会接收或管理
;
总司令

、

总指

挥
、

军长一律解除
“

兵柄
” ,

统归军委会调遣节制
。

最后达到由中央党部指挥国民政府
,

国民政府指挥

军事的目的
,

实际上由胡汉民集团掌握党
、

政
、

军

大权
。

1 931 年
,

蒋
、

胡关系破裂
,

再造派提出
“

倒蒋
”

是
“

当前最紧急的工作
” 。

其理由
: ( 1 ) 蒋介石

“

假

借训政之名
,

行个人独裁之实
” ,

鱼是
“

破坏本党的

最大罪人
” ,

(2 )蒋介石是
“

和平建设的最大障碍
” ,

⑧

因此
,

为
“

拯救党国的生命
” ,

为
“

和平建设的实

现
, ”

为
“

中国革命求一条出路
” ,

⑨必须
“

倒蒋
” ,

建

立民主政治
。

不仅
“

倒今日之蒋中正
” ,

而且还要
“

抑

制来日无数之蒋中正使其不能产生
” 。

吵再造派
“

倒

蒋
”

呼声与行动
,

一度迫蒋宣告下野
。 “

倒蒋
”

的手

段是以
“

均权
”

反
“

集权
” 。

其具体办法
:

一是实行

地方白治
,

地方与中央分权
。 “

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

性质者
,

划归中央
;
有地方制宜之性质者

,

划归地

方
,
不偏于中央集权制

,

或地方分权制
” ,

而地方自

治最后完成
, “

则国家构造
,

亦臻于完固
” 。

@ 二是建

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
“

政务委员会
” ,

其职权
:

在法

定范围内
,

可独立行使职权
,

不受中央政府干涉
。

这一机构
,

名 日隶属于中央政府
,

实际上是脱离中

央
、

总揽地方政治
、

经济
、

军事大权的独立机关
。

胡

汉民曾要把这一机构由西南推广到全国
,

反蒋集权
,

与中央分权
。

但是
,

在
“

军权
”

统治下
, “

均权
”

制

度是不能实行的
,

19 3 4年 1 月蒋介石通电全国
,

以

董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为名
,

准备收回西南地方权力
。

因此
,

要实行
“

均权
”

的先决条件
,

必须
“

扫除军

权统治
” 。

L



(三 ) 由
“

习Jl政
”

到
“

宪政
” 。

当讨伐奉系军阀

即将胜利的时候
,

胡汉民与孙科发表了
戈
党国建设

大计
》 ,

提出
“
训政

”

建国原则
: ( D 以国民党为政治

领导核心
;

( 2 ) 又j
一

全国人民实行
“

训政
” ;

( 3 ) 以

五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政府
。

1 9 2 8年 1 0月 3 日
,

}阅民

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胡汉民起草的
;
训政纲领

》 ,

止七J子

宗明义指出
: “

中她」1川民党
,

实施总理三民主义
。

依

照建囚大纲
,

在训政时期
,

训练国民使用政权
,

至

宪政开始
,

弼成全民政治
” 。

可见
,

}耳造派的领袖欲

i生照总理遗教
, “

以求训政的实行
,

以完成
`
}

,

国革命

的第二程序
,

而跻人宪政光明的大路
” 。

L训政建国

方针
,

山于打着实现孙中山
“

训政
”

的旗 号
,

共有

一定的诱惑力 , 又由于强调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
,

卜的绝对领导地位
,

合乎国民党统治的需要
,

故在

囚民党内颇受欢迎
。

蒋介石名日
“

训政
” ,

实则利川
、 ’

训政
, 、

五院制的民主政治形式
,

来装饰独裁统治
。

九一八事变
,

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
,

孙科等再造派

在上海址先提出结束训政
,

尽快实施宪政
。

汀先
,

把

尖施宪政视为争取抗 日救国的重要条件之
一 。

认为
:

要挽救国家危亡
,

国民党应
`

使政权 日渐公开
” ,

使
“

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
” 。

卿并指出
:

只

有
“
建立民主政治

” , “

于敬短期间
,

结速训政
,

筹

备宪政之开始
” ,

才能
“

团结国民
,

集中国力
” ,

L
`

·

使

全国人民之心里才力
,

咸能贡献于国家之生存
” 。

L

因此
, “

主张促成宪政
,

也就是御海的方法之一
。 ”

@

共次
,

实施宪政是加强国民党统治的
“

唯一补救之

方
。 ”

因为实施宪政
,

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
,

完

成民主政治
, “

保 障 人民 集会
、

结社
、

一

言论
、

出

版
、

居住
、

信仰各种白由
” , “

禁止一切非法干涉
,

滥行拘捕
” 。

吵J这样
,

才能
“

挽回人心
” ,

深受人民的

拥护
。

给国民党
“

提供一个机会
” ,

使
“

国民党政权
,

一定可以更加巩固
” 。

鱼上述实施宪政的思想
,

虽然

不具有完全意义 的民主政治
,

但是己从淮备抗 日的

需要谈民主宪政
,

试图重新调整国民党 统 治 的 方

向
,

使其摆脱困境
。

(四 ) 主张理论上
、

组织上
“

清共
” 、 “

反共
” 。

再造派认为
: “

帝国主义和共产党
,

是中国民众的仇

敌
” ; L共产党和军阀

、 `

言僚
、

劣绅 土 豪
,

一个是

“

腐化势力
” ,

一个是
“

恶化势力
” ,

都应该
“

彻底铲

除
” ;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

,

是
“

摧残国民革命
”

的

两个
“

恶魔
”

等等
。

因此
, “

中国人民的两大责任
,

就是剿灭共匪
,

与打倒蒋贼
” 。

@
“

反共
”

是再造派和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其它派系的共同目标
,

但是相比

较
,

再造派反共程度有差异
:

第一
,

再造派反对蒋

介石屠杀政策和武力剿共
,

而注重思想上和组织上

清共
、

反共
。

在思想上
,

认为
:

共产党思想是来 自

马克思
、

列宁
、

斯大林的
,

而三民主义与反三民主

义脸不能并存的
, “

消灭共产党思想
” ,

只有用三民主 ,

义来
“

战胜他们
” 。

@ 在组织
_

L:
, “

要把一 切忠实于本

党的同志团结起来
,

夕}驱逐 一 切恶化
、

腐化
、

共党

化的份 r
,

打消一切危害本党的小组织
,

使党务确
内

实收统
一
健全之效

” 。

L第 二
,

提 出
“

倒 蒋
”

亚 J ;

“

则 J旷
.

抗 日重于
“

朔共
” 。

儿一 八后
,

再造派背离
一

r 蒋介石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方针
,

认为
“

倒蒋
” 、

“

训共
”

两 大任务
。
{
、 , “

倒蒋
”

是第一个任务
。

因为

蒋介石对内独裁
,

对外是
“

造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罪人
” ,

甸只有推翻蒋介石个 人独裁
,

才能建立民

上政治
,

才能反抗 日本的压迫
。

在抗 日与剿共
_

匕

提出
“

抗 }」重
一

于剿共
” ,

认为
:

南京 政 府 高喊
“

安

内
” ,

却不抗 日
,

这是一种
“

自杀政策
” ,

L以剿共为

女内
,

也是一种错误
。 “

抗 日重
一

于剿共
”

与
“

抗 日剿

共
”

二者
“

井行不悖
” 。

L l引此
,

既要看到再造派反

共一面
,

又要看到他们真实意图是以反蒋为主
,

九

一八后
,

又以抗 日反蒋为主
,

抗 日反蒋重于剿共
。

再迫派在反共问题」
_

泊勺差别
,

是由它自身状况

决定的
。

首先
,

再造派居于在野地位
,

认为中共对

共威胁小
,

而只有蒋介石才是与之争权夺利的峨上

要对手
。

共次
,

再造派外有压力
,

内有矛盾
,

自己

又没有政权与军队
,

因此也没有能力对付日益发展

的中因共产党
,

只能忙于反蒋的宜传与活动
,

始终

没有制定共体的反共计划
,

也没有组织反共活动
,

只是宣传过反共主张
。

(五 )
“

反日
” 、 “

抗日
”

的主张
。 “

济南惨案
”

发

生后
,

再造派提出
“

反 日
”

的主张
。

指出
:

日人的

济南暴行
,

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
“

奇耻大辱气要
“

誓死
”

与 日
“

反抗到底
” 。

要求
:

解决济南惨案
,

完全撤退 日本在华驻兵
;
由 日赔侩损失

,

惩办凶手
;

全国 日本工厂一律罢工
;
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

约 ; 任新约未成立之前
,

中国对 日本无友邦之一切

义务
。

九一八事变发生
,

再造派面对 日本
“

无理出

兵
” , “

无理糜蹦中国领土
” , “

无理浸害中国主权
” ,

“

无理扰乱中国人民生命财产
” ,

表示强烈坑议
。

并

警告 日本政府
,

不得与蒋介石订立秘密公约
。

如汀

立侵犯中国王权之条约
,

誓不承认
。

号召全国人民一

致团结起来
, ’̀

与 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
, , 。

@
“

组

织救国义勇军
, ,

由政府发给军械
,

经
“

严格的军事



训练
”

后
, “

将兽兵迎头痛击
,

杀 到东 京去 叉
”

咖同

时
,

在经济上
“

永远对日经济绝交
” 。

外交上
,

再造

派反对南京政府幻想通过国联调停
,

制裁日本的行

径
。

认为
:

国联是由英
、

日
、

法
、

意
、

何几大强国

操纵着
,

用来控制弱小民族的
“

总机关
” 。

在这里只

有
“

强权
” ,

绝无
“

公理
” ,

如寄希望于国 联 公 正评

理
, “

如同与虎谋皮
” 。

因此
,

告诫国人
:

在民族危机

关头
, “

国联是靠不住的
,

就是美国也不 能 完 全 依

赖
,

惟有自己民族的觉醒
,

民族的决心
,

与民族的

力量才是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
。 ” L

在国难当头之际
,

再造派率先提出坑 日主张
,

表现了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

在一定程度

上促迸蒋介石修正内外政策
,

有利于抗 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形成
。

三
、

再造派的实践活动与解体

1 9 3 1年蒋
、

胡关系决裂直至 1 9 3 6年胡死
,

再造

派开展了反蒋倒蒋实践活动
。

(一 ) 联合反蒋势力
,

发动倒蒋运动
。

胡汉民

被蒋囚禁后
,

再造派推举孙科为首领
,

组织成员四

处联络
。

首先
,

派王昆仑
、

钟夭心
、

周一志
、

梁寒

操等人
,

联络南京
、

上海
、

广州
、

沈阳
、

夭津
、

香

港等地的国民党亲胡元老派
,

如古应芬
、

肖佛成
、

邹鲁
、

邓泽如
、

林森
、

谢持
、

覃振
、

傅汝霖等人
。

通过这些有
“

声望
”

的国民党元老
,

向蒋介石提出

弹幼
,

并布置省
、

市党部和军人通电响应
,

造成反

蒋声势
,

然后欢迎
“

党国先进
”

回粤
,

结成反蒋的

政治联盟
,

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 礼 的党
、

政
、

军组织
。

其次
,

孙科根据胡汉民传出的旨意
,

通过古应芬
,

策动两广军阀倒蒋
,

另组反蒋政府
。

古应芬是胡汉民的智囊
,

又是粤系陈济棠的把兄弟
,

陈完全靠胡
、

古的提拔才得以控制广东 军 政 大 权

的
,

陈与蒋又有矛盾
。

因此
,

当古去广东策动陈反蒋

时
· ,

陈一拍即合
,

井停止了与李宗仁桂系的战争
,

使
“

两广化干戈为玉 帛
,

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
一

r
” 。

L为
一

r壮大声势
,

还联合了政见不 同 的汪 精

卫
,

但对汪派采取
“

去皮存骨
”

的政策
,

即只联合

汪个人
,

而不要汪派
。

一时
,

在广州形成了反蒋大

联合局面
,

倒蒋运动轰然而起
。

5 月 2 7日召开了国

民党中央非常会议
,

2 8日成立了与南京政府对峙的

广州国民政府
。

陈济棠以军事相配合
,

率兵 5 万进

攻衡阳
。

蒋介石派何健于衡阳以南
,

双 方军 事 僵

持
,

大有一触 llI] 发之势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

蒋权

衡局势对己不利
,

决定对粤取
“

和平统一
”

方针
,

但粤坚持以释放胡汉民为条件
。

10 月 1成日胡获释
,

10 月 2 7 日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
,

一

粤方坚持蒋下野和

改组南京政府
,

双方最后达成协议
:

分别召开国民

党四大
。

广州四大仍坚持
:

蒋必须下野
,

玲解除兵

栖
,

否则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仍在粤行使职权
,

蒋
“

权衡轻重
,

不容稍缓须臾
,

再四思维
,

惟有恳 请

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 。

@ 12 月”

日蒋宣布下野
。

随后
,

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

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为行政院长
,

倒蒋运动

结束
。

这场倒蒋运动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派系斗争一

重大事件
,

对当时政局发生一定的影响
: “

倒蒋
” 、

“

救胡
” ,

运动的目标实现了
;
迫使南京政府对中央

政治
、

军事
、

财政制度进行了改革
,

暂时缓解了国

民党统治集团内权力之争的矛盾
;
打击了蒋介石个

人独裁的企图
。

(二 ) 制定宪法与组织西南联合
。

1 9 3 1年底
,

孙科执政一个月
,

因无力支撑政局
,

即宣告下野
。

1 9 3 2年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
、

汪精卫联 袂人 京 主

政
。

这时孙科不赞同胡汉民以地方与南京对抗的路

线
,

而主张搞宪政治国
,

因此没去广州
,

于 1 93 2年

初率领再造派的骨干到上海
,

并约集了一些在沪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
,

提出
“

集中国力
、

挽 救 危 亡
”

案
,

批评了蒋
、

汪的施政方针
,

要求结束
“

训政
” ,

实施
“

宪政
” ,

制定宪法
,

开放政权
,

让国民党以外

的党派
,

都能公开平等活动
。

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

和维护个人独裁考虑
,

认为可 以 利 用
,

于 1 9 3 3年

初
,

以政治主张被采纳为由
,

任孙科为国民政府立

法院长
,

钟天心
、

周一志
、

梁寒操等为立法委员
,

负责起草国民政府宪法工作
。

历经 3年
,

于 1 9 3 6年

5 月发表了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 ,

即
《
五五宪草

》 。

孙科等再造派企图通过一部宪法对国家政治起稳定

作用
,

施行民主政治
。

但是在蒋介石的政治会议直

接控制下
,

其宪法 虽具有法律形式
,

披 着 法治 外

衣
,

却无 民主内容
。

致使
《
五五宪草

》 ,

其极权趋势

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
。

王9 3 2年初
,

根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
,

取

消广
`

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
,

在广州成立西南执行

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
,

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

理西南的党务和政务
,

胡汉民主持全局 工作
,

肖佛

成
、

邹鲁
、

陈济棠为委员
。

胡汉民以这一机构为基

地
,

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
。

胡汉民曾准备组织西



南七省大联合
,

设国防委员会及改组政务会
,

名
一

省

军政领袖为政务委员会委员
。

邹鲁提议胡为西南的

政治领袖
,

李济深为西南的军事领袖
。

而陈济棠担

心 自身利益受影响
,

从 中作便
,

使西南联合始终未

形成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
。

福建事变发生时
,

胡又

曾策划组织西南政府
,

邹伶提出在西南建 立
“

第三

政府
” ,

而陈济棠一心要称霸广东
,

当
“

南天王
” ,

义

从中作梗
,

使西南开府化为抱影
。

此时
,

胡汉民以

微薄的力量对付政治
、

经济
、

军事强大的蒋介石
,

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

`三 ) 再造派成员的分化与解体
。

1 9 3 6年胡汉

民病死
, “

树倒瑚孙散
” ,

再造派失去所拥护的领袖
,

活动随之停止了
。

其成员分化解体
:

亲胡的元老派

大部分投靠了蒋介石
。

少壮派孙科在国民党五届二

中全会上
,

与宋庆龄
、

何香凝
、

冯玉祥等 13 人
,

联

名提出
“

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
”

的提案
,

走上 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

抗

战中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

反对打内战
。

钟

天心始终追随孙科
,

忠心耿耿
。

王昆仑于 1 9 3 3年秘

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抗战中担负民主党派和孙

科的统战工作
。

堪小岑与中共接触密切
,

1 9 3 5年为

打通国共两党关系作出贡献
。

梁寒操等人在抗战中

追随了蒋介石
,

成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

周一志等

人抗战后参加一些民主运动
,

一直热心于
“

第三种

势力
”

的运动
。

再造派解体的主要原因
:

第一
,

内部为各自自

身利益而矛盾重重
。

如胡汉民与孙科之间
,

胡汉民

时时维护 自己的
“

正统
”

地位
;
孙科处处想方抬高

自己的地位
、

扩大政治影响
。

胡汉民始终坚持以西南

与蒋对抗到底
;
而孙科

_

)j 社迸人南京国民政府
,

通过

制定宪法
,

革新国民党统治
。

两人 因政见不同而参
别在广州

、 _

卜海开展活动
,

使力量分散不集中
。

又

如胡汉民与陈济棠之间
,

胡汉民避居西南
,

必须依

靠陈济棠的军事力量
,

才能站住脚
;
陈济棠需要礴

汉民的声望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
,

但 他要 独 霸广

东
,

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其权利
。

实际上胡汉民被

陈架空
, :
明为 了避免与陈冲突

,

只好寓居香港
,

遥

控西南
,

与蒋对抗
c ,

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

共分化

是不 可避免的
。

第二
,

蒋介石的拉扰与破坏
。

蒋介

石先拉孙科少壮派迸人南京政府
,

封给他们一 ,A’ 半

职
,

安铃
:
优裕 的生活

。

后又拉元老派邹鲁等人进南

京
。

最后收买
、

肢解
、

打垮了陈济棠
。

胡汉民手中役

有实力和内部分崩离析
,

结果奔波一生
,

最后落两

手空空而死去
。

从此
,

蒋介石彻底打败一个主要政

敌— 胡汉民集团
。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所剩蒋
、

汪

两大政治势力
,

继续扮演着离合的活剧
。

总之
,

再造派是胡汉民集团与蒋介石集团
、

汪

精卫集团权力之争的产物
,

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一

个重要政治派别 ; 其政治主张
,

曾造成强大的舆论

声势
;
其反蒋

、

倒蒋活动
,

曾影响国民党统治政局

的变化
。

因此
,

再造派是一个有影响
、

有地位
、

不

可忽视的政治派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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