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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
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
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蒋介石多次公开强调，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涣散松懈之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这种“涣散松懈”，源于它的“以军统党”的组织形态；源于基层建设的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
；源于党派的纷争离析：西山会议派、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等组织不断“火并”。
最后，这个弱势独裁的政党无法逃脱尴尬悲凉的历史命运⋯⋯     本书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着
重探讨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
、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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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
作与国民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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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二章 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　　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党机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使国民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组织基础，导致本来就松弛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在抗战初期一度濒临
溃散的边缘。
另一方面，这场民族战争又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次重振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机。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激荡下曾一度获得社会各界民众的支持。
本已大失民心的国民党借民族危机的遮掩和刺激而得以苟延存续。
抗战初期，新当选总裁的蒋介石为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三
民主义青年团。
但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团不但没有匡持国民党，为国民党吸收新鲜血液，相反以自主性组织
的姿态，演化为与国民党党机器争衡的有力劲敌。
党团之间为争夺政治资源，互不相容，势如水火，从而使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又增添一个新的内耗对手
。
三青团不仅未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新生，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和溃败。
　　一 三青团：党外造党　　蒋介石对党机器连篇累牍的批评谴责言论，表明他对国民党的组织弊端
早已洞悉无遗。
1932年前后，力行社和“青白团”两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相继成立，虽可视做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危
机所采取的一种应救措施，但这种在党机器之外另组秘密团体的做法，不仅未能解决国民党既有的危
局，相反却酿造和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
　　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
蒋虽早已升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总裁的头衔对他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它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作为党的总裁，蒋介石显示出比战前更为忧切的情绪。
就在蒋当选为总裁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没有轻松愉快地发表一番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讲话，
而是心情沉重地发出了数年来言词最为痛切的警告：　　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
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
要失败。
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
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
〔 1 〕　　历经十年当政，蒋介石是如此评价国民党人的：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
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不能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
“一般党员既不智，又不仁，复不勇”，懒惰，虚伪，散漫，迟滞。
对于国民党组织，蒋介石的评价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
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
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
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
”他毫不掩饰地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
且表示蔑视。
”〔 2 〕　　国民党长期以来积淀的诸多弊窦使作为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
他认识到这场民族战争是拯救国民党的一次契机。
如果不能抓住这次契机，国民党很可能没有再起的机会。
于是他痛下决心：“救国必先救党”，“救党必先自救，必先要救起党的各级干部和各个党员”〔 3 
〕。
　　然而，对国民党的病情作出诊断并不难，但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却非易事。
如何挽救国民党，蒋显然作过反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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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以往历史上，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曾多次更改党名，改
组党务，平均六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
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难为功，鉴此，作为总裁的蒋介石也曾动过将党机器停闭，“从新
改造”，甚至有过更改党名的念头。
〔 1 〕然而，蒋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仍然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机器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
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这实际上又重蹈了战前组织力行社的覆辙。
唯一不同的是，力行社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而三青团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
战前“党方”与“社方”之间相对隐蔽的恶性暗争，又被“党方”与“团方”之间的公开较量继承和
延续下来。
〔 2 〕　　三青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7月9日，而实际的酝酿筹备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
无论在组织设计者的意识中，还是在人们最初的传闻和认知中，三青团都是一个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
。
1937年暮春，南京官场中已流传委员长打算另外组织一个党的说法。
〔 3 〕问题是，作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为什么不直接改造国民党，而要在国民党之外，设立一个
与国民党双轨并行的新党？
　　蒋当时最主要的考虑，认为国民党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彻底改造。
在蒋看来，国民党对全国民众已失去了吸引力。
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蒋设想成立一个主要以青年为对象的新的“革命组织”，期待通过这个新的组织将那
些对国民党产生反感的年青一代重新吸引过来，并赋予这个新组织以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革命”重责
。
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三青团筹组的过程中，当讨论到新组织的名称时，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在“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之前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
蒋当即斥责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
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
”〔 1 〕蒋在三青团成立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曾坦言他为什么要在国民党之外另设三青团的动机：　
　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
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
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
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
在本党没有彻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进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无补于革命，所以要另外设立一
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
〔 2 〕　　蒋立三青团的另一重要考虑，是想统合党内各派系于一炉。
特别是当蒋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正式确立以及国共两党重言合作以后，战前成立的几个以拥蒋反共为中
心目标的秘密派系组织已完成其阶段性任务。
而这些派系之间的恶性内耗，亦令蒋感到有统一的必要。
按理，蒋可以训令各派系停止活动，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但因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被CC系一派所掌控和垄断，其他派系很难涉足。
换言之，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早已成为一派之党，若以此统合其他派系，其他派系难免有
被CC系收并之感，加之利益分配不均，亦难以打成一片。
蒋认识到只有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摄纳各派，各派才会心悦诚服。
　　蒋在成立三青团之前，曾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即想统合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
蒋曾向中共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并，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党的组织章程可以修
改。
据称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已表示可以接受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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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则明确表示合作可，合并不可。
此议遂寝。
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的企图。
　　蒋介石寄望三青团重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重塑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
在三青团成立的第一年里，蒋在对三青团中央干部的几次内部讲话中，反复强调国民党已经衰老腐败
，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种种缺失，并训勉和提醒三青团要以国民党为鉴戒，万不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
蒋最初还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在革命任务中以领导的角色，大有取国民党而代之的姿态。
在蒋的话语中，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腐化没落的反面教材，而三青团则被赋予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
〔 1 〕　　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身兼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会蓄意鼓动党团之间相互拆台
，但当蒋不断将三青团的新使命与国民党的旧形象反复对比时，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三青团形
同“新宠”，国民党有如“弃妇”。
“党员看团员，好象是新起之敌；团员看党员，当作落伍分子”〔 2 〕。
蒋对三青团既以新生力量相期，三青团团员亦不免自我认知膨胀。
他们以“新生命”、“新细胞”、“新血轮”自诩，对国民党公开嘲笑、讽刺、轻蔑，并有意散布“
党旧团新”、“团高一切”等言论。
〔 3 〕在三青团的宣传凸显下，国民党被推到了一个至为尴尬的境地，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被目为衰颓
腐化之辈，甚至被三青团列为革命的对象。
　　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为CC系一派所独掌，CC系对国民党党务组织的缺失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
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三青团既被赋予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重任，CC系自然不能再充当三青团的组织
中坚。
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在筹组三青团时，属意由原力行社成员主要承担起这个新组织的组建任务。
〔 1 〕蒋只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力行社势力的角色。
但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力行社之间的派系宿怨，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的泥淖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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