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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纵向的时序分期为骨架，横向的结构形态为肌体，考察了国民党(1905～1949)的历史。
研究重心在国民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兼及政治理念、权力斗争、派系冲突与整合、党务活动、
党务经费等相关领域。
尤其重视结构分析和数量分析，探究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求证国民党结构形态
变化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应，以及对国民党政权造成的复杂影响，分析导致其结构变动的多
元因素，从深隐层次探讨和揭示国民党及其政权结构性腐败的根源，从而对国民党革命和执政的兴衰
历程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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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阶层的背离　　三　政治合法性丧失　结语：关于国民党结构史的若干思考　参考文献　　一　中
文、日文著作　　二　民国报刊　　三　英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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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权力结构与组织流变：从整合到分裂（下）　　一　国民党的公开分裂　　（一）“西山
会议”的经过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矛盾与纷争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表现为国民党内析出的分裂小团体迅速增加，且影响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上层组织
的公开分裂。
　　先是在孙中山病重期间，　中央执行委员石瑛宣布辞职，“理由是他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目前
的组成状况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拥护“分共”主张的一部分人士则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并发表《通告》，指责
汪精卫“勾结”共产党，　“紊乱党纲，蹂躏党是，专擅已极”，使国民党“遭遇难关，朝暮难保”
。
继之，又有一个“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的组织提出“推倒共产党”的七项方法，包括中央
党部及各执行部的共产党员一律撤职；与共产党有关之党内印刷所、新闻杂志、学校、宣传机关之津
贴，一律停止；党内政治问题由总理孙中山决定、以无共产党嫌疑之纯粹党员三人以上负责办理；派
至各省的国民会议宣传员中的共产党员一律撤换；在最短时期内于北京召开党的二全大会，共产党代
表不得出席，各地党员此前提出的弹劾共产党各案，应由“纯粹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重新裁判
；外国人不准干预本党事宜等。
这个“卫党同盟会”的首领就是冯自由，但他的“卫党”纲领未被孙中山采纳。
可见国民党内的分裂势力并没有接受孙中山曾经对他们的批评，在执意“分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孙中山逝世前4日，即1925年3月8日，一个名曰“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组织在北京大学第
三院开会宣告成立，发起组织者为冯自由、张继、乔义生、于右任、张知竞、卢师谛、邓家彦、徐谦
、褚辅成、刘成禺、梅光培、黄大伟、朱卓文、彭养光、于洪起、李书城、吕复、贺之才、郭泰岐等
。
其成立《宣言》称：“我党尽力建国大业，历数十年，内行民治，外求国际平等，舍实行三民主义外
，其道莫由。
然辛亥革命，终以与反革命妥协，未能循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次第发展。
最近共产党加入后，更形恶化。
党贵有一定主义政纲，众人在同一旗帜下，为国尽力。
然共产党欺朦（蒙）　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　自图发展，为祸本党。
彼等接受俄国运动费，收买青年，欺骗劳工。
彼等百计谋不利于党，高唱放弃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碍党务，骂本党最大多数同志为反革命，非党
人，以赤化本党。
三民主义决不与共产主义同科。
欲言救国，必先有国民革命运动；欲言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拥护三民主义；欲拥护三民主义，则同志
之意见疏通，实为急务。
本此旨趣，爰有同志俱乐部之组织。
”该“俱乐部”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其章程预定要在各省成立分部，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据载，在俱乐部的成立会上，　“到会人数竟有二千以上”。
选举产生的理事达40余人，多系国民党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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