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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再造
”

国民党到
“

以党治国
” :

论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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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7 年国共分裂后
,

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 孙科
,

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
。

此时
,

又有 一

的权力重组的过程
,

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
,

很 批青年国 民党 员
,

包括梁寒操
、

钟 天心
、

王昆

快 占据了国 民党的权力中心
。

作为武汉 时期 仑
、

湛小岑
、

周一志等因对 国民党内的现状不

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孙科
,

在步蒋介石后尘走上 满
,

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
。

在这部分人 中
,

公开反共道路后
,

仍然位居国民党非主流派的 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
,

以后 由于胡汉民

地位
。

为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 离职
,

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
。

这些人参加

治权力
,

从 1 9 2 7 年到 1 9 3 1 年
,

孙科展开 了积 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
,

极的政治活动
。

呼吁
“

再造
”

国民党和高唱
“

以 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
,

因此人们习惯上把

党治国
” ,

就是他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政治诉求
。

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之为
“

再造派
” 。

伴随着孙科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
,

孙科与蒋介 《再造旬 刊》是孙科在 与蒋介石争夺 国民

石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分裂到合作
,

从再分裂到 党领导权遭到失败的背景下创刊的
。

1 9 2 7 年

再合作的戏剧 性的变化
。

孙科的上述言论与
“

七一五
”

反共政变后
,

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

行动
,

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民党 内部政见分歧 并没有立刻消除
。

为了促成 国民党各派力 量

与权力消长的互动关系
,

同时也反映了孙科作 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 民党统治集团

为一个温和改 良派在国民党 主流派强势压力 中获得 一有利地 位
,

孙科作 为武 汉方面的代

下的脆弱性
。

表
,

积极奔走于宁
、

汉
、

沪之间
。

经过孙科的斡

一 孙科与 《再造旬刊》 旋
,

并在孙的提议下
,

1 9 27 年 9 月 场 日
,

国民

《再造旬刊》是 一份得到孙科 与胡汉 民支 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
。

9 月 17 日
,

新的国民

持
、

由一批青年 国民党员于 1 9 2 8 一 19 2 9 年在 政府组成
,

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

当天
,

国民

上海创办的政论 刊物
。

它集中反 映了孙科与 党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

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孙科政治思想 的改 良主义
“

特委会
”

是国民党 内以桂系
、

西山会议派

倾向
。

和原武汉方 面的谭延闻
、

孙科为中心
,

在排斥

大革命失败后
,

由于以蒋介石 为代表的国 了蒋介石
,

剥夺了汪精卫
“

合法
”

领袖地位后结

民党主流派 占据 了国民党与 国民政府的大部 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
。

因此
, “

特委会
”

遭到

分政治资源
,

引起国民党内部各派 系争斗愈演 了蒋介石
、

汪精卫 的抵制和反对
。

1 9 2 7 年 n

愈烈
。

此时
,

在中国政 治舞台上
,

一种既反对 月 10 日
,

蒋介石结束了三个月的下野生活
,

自

共产主义又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潮 日本返回
。

为了达到复职和全面控制 国民党

开始逐步蔓延
,

而这种思潮又和国民党各派政 的目的
,

他采取 了联汪制桂的策略
,

决定取消

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 一
“

特委会
” ,

以扫清复职的障碍
。

1 92 7 年 12 月

起
。

1 9 2 7 年后
,

在孙科周围
,

原先的
“

太子派
”

3 日至 10 日
,

国民党二届 四中全会预备会在沪

逐步产生 了分化
,

傅秉常
、

马超俊等继续追随 举行
。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
,

通过 了蒋介石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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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
,

并决定 19 2 8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在南

京召集二届 四 中全会
,

由蒋介石负责筹备
,

届

时
“

特委会
”

正式宣告结束
。

由蒋介石操纵所

通过的这些 决定
,

对
“

特 委会
”

主要策划者孙

科
,

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

1 928 年 1 月 13 日
,

国

民政府再次改组
,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代替孙科

出任财政部长
,

孙科仅担任一个新成立的
、

空

有虚名的建设部部长虚职
。

对此
,

孙科拒不受

命
,

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抗议
。

19 2 8 年 1 月 2 5 日
,

孙科
、

傅秉常与也和蒋

介石存在尖锐矛盾 的胡汉 民
、

伍朝枢等
,

以赴

欧考察为由
,

结伴 自上海乘船西行
。

在孙
、

胡

l沽行前
,

他们曾要求当时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

深拨出一笔经费给孙
、

胡的追随者在沪创办一

个杂志
,

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

在这样的

背景下
,

(再造旬刊》于 19 2 8 年 3 月在上海创

刊
。

《再造旬刊》系统地反映了孙科走
“

第三条

道路
”

的改 良主义政治思想
。 “

七一五
”

反共

政变后
,

当国民党统治集团陶醉在
“

胜利
”

的狂

欢时
,

孙科和
“

再造派
”

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国

民党内的严重危机
。

他们提 出
“

再造
”

国民党

的 口号
,

试图以此为国民党开辟一条
“

新路
” 。

孙科和
“

再造派
”

在 《再造旬刊》上的言论
,

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
、

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已造成
“

全

党大失信仰于国人
” 。

① “

再造派
”

对国民党曾抱

有很大的希望
,

原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

太

阳就要出来了
” 。

可是不久
,

他们就发现
,

现实

却是
“

冰冷
、

黑暗
” , “

阴沉沉死灰一片
” 。
② “

再造

派
”

开始认识到
, “

所谓
`

统一
’

无非是维持暂时

的均势
” ,

③他们批评
“

党的领袖
”

为了取得对国

民党中央的控制
,

只顾忙于争执法统
,

把所有

的精神都移来对 内
,

造成国民党内形成
“

一朝

天子一朝臣
”

的趋势
。

党的领袖以
“

是不是我

的嫡系
”

作为选拔干部的
“

标准
” ,

一般党员
“

只

图个人升官发财
,

或则依草附木
,

各树派别
,

作

党内斗争之工具
” 。

这样
,

在国民党内
“

只剩下

一群混水摸鱼的人兴高采烈
” 。

④对此孙科大为

不满
,

他惊呼
,

国 民党 已
“

危 机 四伏
,

在 在堪

虞
” ,

他慨叹由于党的腐败
,

社会动荡加剧
,

产

生种种
“

可怖的现象
” ,

致使
“

民生凋敝
,

人心骚

动
” , “

失业青年之充塞于社会
,

饥饿农民之遍

布各省
” 。

⑤ “

在革命力量未到长江一带的时候
,

长江人民无不大旱云霓般的仰望 ;现在国民政

府迁都南京近一年了
,

人 民对党的政治逐渐 由

失望而冷淡
· ·

一 他们觉得革命政治的西洋镜

拆穿了
,

任凭你建设呀
,

北伐呀
,

他们都觉得漠

不关心
” 。
⑥

第二
、

抨击蒋介石 的军事独裁
,

使国民党
“

生命力已经将迫中断
” 。

⑦孙科和再造派 自视

为国民党党权的化身
,

把造成
“

党国 的忧患 已

达到极点
”

的原因归结于
“

党的制度既不集权

又不民主
” 。

⑧所谓
“

不集权
” ,

指党权操纵于军

权之下 ;所谓
“

不民主
” ,

蒋介石手握兵符一人

独裁也
。

孙科和
“

再造派
”

批评蒋介石迷信
“

军

事万能
” ,

以手中掌握的军 队
,

操纵党 务
,

以派

办党
, “

把 以前对敌人之方法在党内运用来取

得党权
” 。

⑨ “

他想从
`

我
’

或
`

我们
’

用力 把
`

非

我
’

和
`

非我们
’

的力量统一起来
,

由
`

我
’ 、 `

我

们
’

做党的重心
” 。 “

谁不赞助
`

我
’ 、 `

我们
’ ,

就

认为他是破坏革命力量之集中
,

当他反革命不

可
” 。

L孙科和
“

再造派
”

指责蒋介石的独裁 已造

成党权衰落的严重恶果
。 “

国民党不但没有控

制一切政治军事的力量
,

反时常受到军事政治

的转移
,

政治军事既失去党的统驭… … 党既 已

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
” , “

党的本身既 已

麻痹疯瘫 … …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
” 。

0

第三
、

标榜
“

重 振 改 组 精神
,

再造 国 民

党
” 。

。 孙科和
“

再造 派
”

认为
,

造成国 民党腐败

的原因是党的
“

历史过于悠久
、

范围过于扩大
,

内中的分子逐渐复杂
” 。
。 要摆脱国 民党的 困

境
,

只有重振改组精神
,

对国民党实行
“

再造
” 。

孙科鼓吹
: “

再造
”

不是
“

从主义更换起
,

另组新

党
” ,

。 因为国民党与其
“

社会阶级 背景并无冲

突
” , “

国民党各派对政治理论并无争执
” 。

。 他

并以
“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

为由
,

指责中

共的各项政策
,

对
“

改组派
”

和第三党的政治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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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也百般 非难
。 “

再造派
”

批评
“

改组派
”

关于

国民党应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
,

是
“

一种共产主义为体
,

三 民主义为用的两栖学

理
” ,

攻击第三党
“

脱离今 日的中国国民党
,

却

以本党的主义为主义
,

本党的政纲为政纲
,

给

国民党带来党脉中绝 的极大危险
” 。

孙 科和
“

再造派
”

坚决反对从国民党内分离出去
,

另起

炉灶
,

认定救中国唯一 的组 织仍是 中国 国民

党
。
L

孙科和
“

再造派
”

一方面否定了共产党
,

另

一方面又不满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及
“

改组

派
” 、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
,

他们所鼓吹的
“

再造
”

只能是一 种空洞无 力 的空 谈
。

孙科提 出
“

再

造
”

国民党具体目标是
,

用淘汰党员及 召开国

民党代表大会的方法
,

打破国民党的各 种派

系
, “

彻底革除国民党 目前一切不 良的现状
” ,

实现
“

以党训政
、

以党训 国
” 。

以此 限制蒋介石

的一部分权力
,

从而结束国民党 内的
“

派别争

执
” 。

孙科和再造派的主张声明
,

他们是想在

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
,

实行某些温和的改

良
,

而这恰恰背离 了 1 9 2 4 年国民党改组的主

要精神
。

孙科等的主张和 同一时期改组派的

主张有某些接近之处
,

但比改组派主张更加软

弱
,

改组派的
“

激进
”

姿态在孙科和
“

再造派
”

那

儿几乎无存
。

因此
,

孙科与
“

再造派
”

的政治主

张并没有像改组派主张那样
,

在国民党内和青

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
。

孙科等的

主张
,

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围绕 国民党权力再分

配问题上孙科与蒋介石间的矛盾
,

但是孙科与

蒋介石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
。

孙科等从自己的立场观察 了国 民党 内的矛盾
,

批评了蒋介石的独裁
,

固然与蒋介石的立场存

在差异
,

但由于这种批评之肤浅和表象
,

所 以

当孙科
、

胡汉民拟定的关于
“

实施训政
” 、 “

建立

五院制政府
”

的建议被蒋介石 认为可 资利用

时
,

孙科
、

胡汉民与蒋介石 的矛盾就暂时得到

缓解
,

而孙
、

胡与蒋的新 的政 治联盟也就建立

了
,

于是 <再造旬刊》也就宣布关门大吉
。

二
·

“
以党治 国

”

与孙
、

蒋合作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
,

这是包括孙科
、

蒋介

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 1 9 2 8 年对于中国

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
。

孙科是
“

党治
”

的

积极拥护者
,

但孙科的党治观与 20 年代初 至

3 0 年代初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主流派

的党治观有 重要区别
。

他的有 关
“

党治
”

的思

想经历 了一个从 比较模糊到 比较系统 的变化

过程
。

孙科 企图以 自己的党治观
,

建立开 明
、

温和的社会形象
,

从而向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

派争夺政治资本
。

“

以党治国
”

是孙科作为国民党 内的非主

流派用以抵抗蒋介石的一面政治旗 帜
。

1 9 2 8

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

将游离于

国民党主流势力的孙科
、

胡汉民等吸纳进国民

党上层集 团
,

并且正式宣布国家进人 了
“

以党

治国
”

的训政时期
。

“

以党治国
” ,

这是最早 由孙 中山提出的 旨

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 防止个

人独裁的一项重 要原则
。

这个 口 号具有两重

性
,

一方面它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

孙 中山希

望吸取苏联一党制经验
,

用于中国国民革命的

实践来防止个人独裁倾向
,

以国民党领导管理

中国的一切事务
,

把中国推向资产 阶级 民主制

的道路 ; 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严重的消极倾向
。

作为一个政治口 号
,

它并不能保证这个
“

党
”

能

否实现它对民主制 的承诺
,

换言之
,

它本身并

不具有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

正因为孙中山
“

以党 治国
”
口号具有复 杂

的内涵
,

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 自己所需

要的东西
。

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子
,

并 自封为三

民主义信徒的孙科迅速将
“

以党治国
”

的 口号

转变为抗衡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武器
。

19 2 8 年

6 月
,

孙科
、

胡汉 民旅次巴黎
,

即是本着这个想

法
,

由孙起草了一份 (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

交方法》
,

电陈南京国民党中央
,

要求迅速成立

五院制政府
,

实施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规定

的建国步骤
,

从军政阶段转人到训政阶段
。

根据孙中山的设计
,

在训政时期
, “

一切军



国庶政
,

悉归本 党负完 全责任
” 。

这实际上 即

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 民党手中
。

孙科等企

图套用孙中山这 一主 张
,

提 高党权的地 位
,

以

党权统辖军权
、

政权
,

并用分权 的方法 限制蒋

介石 的权力
。

蒋介石则认为
,

孙
、

胡的建议并

不能真正 限制他的权力 ; 相 反他还可 以利 用
“

以党治国
”
口号和

“

五院制
”

政府加强 自己 的

政治地位
。

于是蒋介石接受 了孙
、

胡的建议
,

同意建立
“

五权政府
” ,

堂而皇之地把
“

以党治

国
”

的口号
,

改造成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

符
。

自 192 8 年 9 月
,

孙科返国重新进人国 民

党中枢机构
,

孙科和蒋介石就实现 了新的政治

合作
。

孙蒋合作是以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为

前提的
。

孙科和胡汉民之间
,

因胡汉民与孙中

山存有悠久关系
,

来往一直比较密切
,

在政治

观点上也比较接近
。

1 9 2 8 年后
,

在两年多的时

间里
,

孙科
、

胡汉 民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
,

对蒋介石都采取了全 力支持的态度
。

然 而
,

胡
、

孙与蒋介石的合作
,

并不 能消除他们与蒋

介百之间的矛盾
,

也并没有改变孙科之成为国

民党内非主流派的现实
。

孙科在历史上曾与

蒋介石发生过严重 的政治对抗
。

在武汉国民

政府时期
,

孙科曾与中共密切合作
,

公开谴责

蒋介石发动的
“

四一二政变
” ,

成为名 噪一时

的左派领袖
。

1 9 2 7 年宁汉合流后
,

孙科虽然支

持反共
,

但与蒋介石仍貌合神离
。

19 2 8 年后
,

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
,

双方 的隔阂与不信任

继续存在
,

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 的真正信任

和重用
。

蒋介石为了加强 自己 的独裁地位
,

一

方面重用 C C 派
,

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

部
,

另一方面
,

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
,

以加

强对军队的控制
。

蒋介石的这些活动
,

使一向

高喊
“

以党治国
” 、 “

党权高于一切
”

的孙科
、

胡

汉民极为不满
。

对孙科而言
,

在蒋介石独裁地

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
,

维持和蒋的合作自然摆

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

他声 称
,

1 9 2 8 年
“

到了南京 以后
” , “

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

利笼罩一切
” ,

自己原先在 广州
、

武汉时
“

精神

兴奋
、

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
” ,

从此
“

无 聊

倦思
” 、 “

凡事皆苟且敷衍
” 。

0 尽管孙科对蒋深

为不满
,

然而彼此并 未发生重 大冲突
,

孙科解

释其之所以
“

勉 为隐忍
” ,

乃是考虑
“

党 国艰

危
” ,

指望蒋介石
“

能有 日觉悟
” , “

由统一和平

到训政建设
,

以克慰举国隅隅望 治之情
” 。 L 但

实际上
,

孙科之所以勉强维持与蒋氏合作
,

实

与其缺少政治资本相关
。

孙科在 国民党内无

雄厚的革命历史
,

其唯一凭借的仅是其特殊 的

家世背景
。

1 9 2 7 年后原聚集在孙科周围 的所

谓
“

太子派
” 、 “

再造 派
” ,

在蒋介石 的分化拉拢

下早 已溃不成军
。

孙科与蒋介石 的合作
,

蒋是

主导者
,

孙是从属者
。

由于孙科不能彻底放弃

自己的政治主张
,

这种表面的合作随时都有解

体的可能
。

19 31 年初
,

孙蒋合作开始 出现危

机
,

此时
,

围绕
“

约法
”

问题
,

胡蒋矛盾爆发
,

2 月

28 日
,

蒋介石扣压胡汉 民
,

引起全国政局极大

震动
,

终于导致了国民党 内一场大规模反蒋斗

争的爆发
。

胡之被扣
,

使孙科原来对蒋所抱的

希望全成 为泡 影
。

此 时孙科对蒋 已
“

忍无 可

忍
” 、 “

望无可望
” 。
。 随着胡案发生

,

孙科顿时成

为时局中心人物
。

4 月
,

孙科离开南京
,

经上海

前往广州参加反蒋阵营
,

遂成宁粤分裂时期粤

方重要领袖
。

既是政 治分裂
,

即应 有政 见主

张
。

孙科的反蒋旗帜就是
“

以党治国
” 。

三
.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的
“

党治
”

主张

宁粤分裂时期
,

孙科发表 了大量 的言论
,

猛烈抨击蒋介石假
“

党治
”

行独裁 的行径
,

继续

发展了 19 2 8 年创办 《再造旬刊》时期 的反蒋精

神
,

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
“

党治
”

主张
。

( 1) 抨击蒋介石歪 曲
“

以党治国
”

原则
,

实

际上是行
“

党专政
” 。

孙科援引孙中山的话
,

强调
“

以党治 国
” ,

不是以党员治国
,

而是以党的主义—
三 民主

义来治理国家
。

他说
, “

训从时期
,

国民党以党

治国的是一个
`

训
’

字
,

即训导人 民参加政治
,

养成人民有参政的能力
” ,

其 目的是为了向宪

政阶段过 渡
。

孙科批评蒋介石
“

利用 训政名

义
” , “

遂其独断专行
,

包办党国大权的欲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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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事独裁代替民主政 治
,

不仅
“

对于训政时

期的设施
,

没有一点诚意去准备
” ,

而且处处限

制人 民的 自由
,

把
“

以党治国
”

变成 了
“

党专

政
” 。

孙科指出
, “

党专政是和本党以党治国的

精神绝对不同的
” 。 “

党专政
”

是
“

个人主义的

横暴性之 尽量 发展
” ,

它的
“

精神是一个
`

专
’

字
,

它的方法是取人 民之权利而专之
” , “

和 民

主精神
·

一 自然是势不两立
” 。 “

故其结果永

远是一党专政
” 。 ①孙科声称

,

任何人
“

要在中国

政治上建筑一个地位
,

维持一个局面
” ,

最重要

的
,

即是
“

要确立 民主基础
” 。

而实现民主政治

的关键
,

则在于贯彻
“

以党治国
”

的原则
。

孙科指责蒋介石
“

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

神
” , “

胸襟狭隘卑鄙
” , “

以个人支配党
,

使党成

为个人的工具
” ,

把党
“

改成独裁制的党
”

和
“

蒋

中正私人 的党
” 。

。 其专制
“

比袁世凯和满清

26 0 余年的专制还有过而无不及
” ,

使
“

党不成

党
,

国不成 国
” 。 ⑧ 他揭露蒋介石

“

一 向胡言乱

说
,

自称曾受总理之付托
,

而 为党的领袖
” , “

此

事绝对是假 的
” 。

。 孙 科指 出
,

蒋
“

惟知权谋术

数
,

武力
、

金钱以为万能
” ,

。 其
“

领袖
”

地位
,

全

是
“

这几年来用阴谋暴力攘夺篡窃的结果
” 。

。

孙科控诉蒋介石以
“

武力劫持
”

国民党中枢机

构
, ⑧使之

“

不能 自由行使职权
” ;
中央党部和国

民政府在蒋
“

淫威
”

下
, “

仅存招牌
” , “

对于国家

大事
,

无一提及
,

所讨论者均为一种极 无聊 的

鸡虫小事
” 。 。孙科还斥责蒋介石重用亲信使之

高据要津
。

他说
:

陈果夫
“

原不过是交易所的

伙计
” , “

在党 内毫无历史 和信仰
” ,

却被蒋耀

升
。

陈果夫等
“

排斥忠 实自爱的青 年同志
,

以

金钱利禄引诱无知无耻等为走狗的青年为其

爪牙
” , “

利用党部干 涉行政
,

包揽词讼
” , ⑥把

“

中国政治愈弄愈糟
” 。

孙科斥责蒋 口称三 民

主义
, “

以总理唯一信徒自居
” ,

然而其
“

革命论

调
,

实与事实背道相驰
” ,

蒋 已使
“

全国几乎无

一片净土
” ,

。 “

否则中国统一以后 四
、

五年
,

训

政早已成功了
” ,

因此蒋介石
“

适为三民主义之

仇敌
” 。 L孙科惊呼

, “

今日南京的党
,

实系
`

蒋家

党” ’ , “

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 ,

剩下 的只是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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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

脸黄肌瘦 的躯壳
” , “

蒋氏已使我辈人一

条不通的穷途
” , “

一切希望都断绝了
” 。

@

(2 )痛 斥蒋介 石独裁专制使国家 建设 无

望
。

孙科谴责蒋介石
“

是 国家和平建设最大的

障碍
” 。

他说
, “

蒋氏在位一 日
,

战祸一 日难免
,

相安一时都不可能
,

更不 必做长治久 安的梦

了
” 。

④孙科揭露蒋自 1 9 2 8 年
“

大权在握后
” ,

其

控制的南京财政部已整整发了
“

七万万
”

的公

债
,

⑥除了一千万用于贩济西北 的灾荒外
, “

其

余六 万 万九 千万 元全都做了残杀 同胞 的战

费
” 。

。他斥责蒋介石
“

把江浙
、

上海等地的财源

搜括净尽
” 。

孙科说
, “

南京伪政府每月税收不

及一千万
,

而每月的军晌
,

却曾用三千万
” ,

所

亏空的余额
, “

都是靠发行公债以维持
” ,

④使
“

国家的财力亦消耗在乌烟瘴气的炮火声中
” 。

孙科怒责道
,

在蒋 ,’ 独夫统治
”

下
,

中央政府
“

财

政更不公开
,

数年来于国家预算
,

无一公布
,

财

政部已成为蒋 氏可以
`

任意携取
’

的私库
” 。 ④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
, “

实在

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 出来
” 。

他断言
,

在

蒋介石
“

专制独裁
”

统治下
, “

和平成为梦想
,

建

设等于空言
” , “

中国之进步和发展
,

实为绝 不

可能
” 。
。

( 3) 指 责蒋介石 使 国 民党失 去 人民
“

信

仰
” 。

孙科 声称
, “

国 民革命运行
,

其始发展迅

速
,

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
,

是在有 民众之拥护
,

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
” ,

然而 由于蒋介

石已把 三 民主 义
、

《建 国大纲 》
“

一概束之高

阁
” , “

南京政府已 日渐离开 了民众
,

愈趋而 愈

远
” 。

在蒋介石独 裁统治下
, “

高压的
、

威胁 的

政治 日日增加
,

层出不穷
,

驯至人 民都要被禁

止言论的 自由和集会的自由
” ,

老百姓
“

几乎无

一事不受干涉
” , “

民众不惟 没有 得到革命利

益
,

并且原 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
” 。
L 因此

“

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 了国 民党
,

且城市 的

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 了怀疑
,

甚 至

有了敌视的态度
” 。

孙科说
,

他本人就
“

屡次亲



闻
” , “

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
”

也抱怨
“

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
” 。

孙科在

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 满的

大量事实后指出
,

由于 国民党已
“

丧失人心
” ,

“

腐败之极
” ,

社会上
“

几年前拥护三 民主义
,

爱

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
” ,

更有甚者
,

民众

已视
“

本党的宣传
,

是行一种哄骗的伎俩
” 。

虽

然
“

我们所唱的口 号
” “

极其漂亮
” , “

但所见所

为事事相反
” ,

所以全国民众
“

对于本党当然有

了仇恨心理
” 。

.
“

试看今日全国各大中小学
,

无

一不拒绝蒋家的国民党分子之侵人 ,’ , “

各地 民

众对各地党部无不怨声载道
” , “

党外洁身自爱

的青年皆以人党为可耻
、

为畏途
” , “

至视党部

为万恶之渊致飞 孙科斥蒋
, “

简直把本党先烈

以头颅碧血换来的光荣历史和 民众 同情都摧

毁完了
” , L声称

: “

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心之公

敌
” 。 。

孙科对蒋介石的抨击是尖锐和凌厉的
,

他

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
,

为蒋介石 的种种
“

倒行逆施
”

而痛心疾首
。

在宁粤分裂期间
,

孙

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
,

全部释放

出来
。

他用了许多诸如
“

专制魔皇
” 、 “

估恶不

俊的反革命
” 、 “

最鲜明的反革命东西
”

等词形

容蒋介石
。

孙科甚至大骂蒋介石是一只
“

传染

甚速的疫 鼠
” ,

呼吁全 国
“

急扑杀之
” 。 。 虽然孙

科与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
,

然而这只是在维护

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
,

孙科的温和改 良主义和

蒋介石军事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
,

它并不能使

孙科的反共态度有所改变
,

因此
,

孙科 在鼓吹

反蒋的同时
,

仍然坚持反共的立场
。

孙科鼓吹粤方
“

非常会议
”

的使命
, “

头一

个是倒蒋
,

第二个是剿共
” 。

L他认为
, “

欲求中

国和平统一
,

必先倒蒋
” , “

欲使中国国民党复

兴
” , “

端在打倒蒋中正
” 。

蒋若不倒
, “

全 国皆

亡不可
” 。

但是
,

他却把共产党和蒋介石相提

并论
,

同指为
“

和平统一
”

的障碍
,

而提出
“

讨蒋

必剿共
、

剿共必讨蒋
”

的 口号
。 。 他声称

, “

救 中

国
、

求和平
、

求统一
、

从事革命建设
” ,

非把
“

倒

蒋
” 、 “

剿共
”

并行
, “

非此中国是无出路的
” 。

孙

科站在反共立 场指责
“

蒋是造成共产党的 罪

魁
” ,

。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
“

借刀杀

人
” 。

孙 还攻击蒋
“

剿共不力
” 、 “

大言夸 功
” 。

他说
,

江西红军以前只有
“

几千枝枪
” ,

而
“

现在

已有了十几万
” , “

其增加 的数量
,

完全由剿共

军送给他们
” 。

孙科挖苦蒋介石
“

剿共军
” , “

实

在是红军的运输队
” ,

声称
“

这样下去
,

再过 一

年
,

蒋中正的枪要全给 (红军 )去了
” 。 “

我想再

迟十年
,

他也是剿共不成
” 。

。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
“

假党治
” 、

真独

裁的同时
,

亮出了他自己的
“

党治
”

主张
。

孙科

认为
,

实行
“

以党治国
”

的首要条件就是
:

(一 )以
“

分权代替集权
” ,

促成国民党统治

集团内部的稳定
。

孙科把蒋介石军事独裁势力膨胀的原因
,

归之于国民党党权的衰落
,

因而竭力 主张
“

把

党权恢复起来
” 。

他提出
,

为了
“

坚固同志的团

结
” ,

防止有人包办党务
,

必须
“

把政府与党部

关系划清
” , “

将治权整 个地归之于政府
” ,

使
“

各级党部纯粹居于指导监督者地位
” 。
。 孙科

认为
,

如此才
“

不仅可以推倒今 日之蒋中正
,

而

且可以抑制来 日无数之蒋中正使其不能产

生
” ,

使全党
“

跟着三民主义走
” 。

。

(二 )鼓吹推行地方自治
。

孙科认为
,

根据孙 中山的 《建国大纲 》
,

训

政时期一个重要工作是推行地方自治
,

它的 目

标不仅在于
“

训练
”

掌握管理自己的能力
,

而且

还是达到 民生主义
、

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

个重要手段
。

因此
,

断不能因为
“

中国数千年

的专制流毒造成地方 自治的基础异常薄弱
”

而
“

因噎废食
” 。

他鼓吹国民党应象
“ `

保姆
’

教儿

童走路一样
” , “

对人 民加以指导训练
” , “

培养
”

人民具有完成地方自治所必须的
“

心理基础
” 、

“

人才基础
” 、 “

教育基础
” 、 “

伦理基础
” 。

他鼓

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

国民党除了在农村加紧
“

修筑道路
” ,

还 必须推广
“

识字运动
” ,

使人 民

能够了解法令文告
,

改变
“

少数土豪劣绅
”

对基

层政权的
“

把持操纵
”

的局面
。

在孙科眼中
,

只

要采取这些改良主义的方法
,

不仅国民党统治
.

7 9
·



基础可以得到巩 固
,

而且 中国与尺容易的就可

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

甚 至可 以超过 他们的成

绩
” 。 L

(三 )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
。

孙科鼓吹
,

为 了改变
“

青白旗之势力 日整

一 日
”

的局面
, L “

挽 回本党 已失去之信仰
” ,

国

民党 必 须设法
“

改 良人 民地 位
,

增加人 民福

利
” 。

他声称
,

国民党
“

不是 少数人的党
,

而是

全国人民的党
” ,

要求国民党员
“

千万不要 向人

民作福作威
” ,

务必使
“

人民对 党发生好感
,

不

要使他们以为本党是特殊阶级
” 。 。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对蒋介石的
“

党专政
”

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

他幻想通过提高

党权
、

抑制 日益膨胀的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调

节 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
,

并主张采用一些改

良主义措施
,

来缓和国民党与广大人民的尖锐

对立
。

于是他只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
,

去反对

同样扛着孙中山旗帜的蒋介石
。

然而
,

在不根

本改变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前提下
,

无论谁鼓吹
“

以党治国
” ,

都不能挽回国民党在人民中早已

丧失的声誉
,

也不可能使国民党 内部的严重矛

盾真正得到缓和
。

国共分裂后
,

孙科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

治这一点上
,

与蒋介石是一致的
,

他们的分歧

在于蒋介石一意加强 自己的独裁地位
,

使国民

党陷人了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
,

引起孙科对国

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
。

孙科 由于长期受到英

美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

一直企望在

国民党领导 下
,

进行 国家 的各项建设
,

但是在

蒋的独裁统 治下
,

经济建设不仅无从开展
,

共

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壮大却 日甚

一 日
,

这又和孙科所主张的用经济建设防范共

产主义的思想产生 了严重的冲突
。

在反共方

法上
,

孙科虽 曾同意用军 事力量反共
,

但却更

强调采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
,

来扩大国民党统

治基础以和共产党对抗
。

虽然孙科在思想上

和蒋介石存在严重分歧并发展到政治上 的公

开对立
,

但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双方争夺国

民党最高权力的斗争
,

而这种 斗争则受到各种

8 0

因素制约的
。

因此
,

一旦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

孙
、

蒋就完全有可能在共同维护国民党统治的

基础上各自作出一定的妥协
,

重新开始政治上

的合作
。

1 9 3 1 年底宁粤对立结束
,

孙科返回南

京
。

1 9 3 3 年
,

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
,

新一轮的孙蒋合作又告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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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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