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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对有着“国父”之称的中华民国肇创者孙中山为什么在创立民国后会逐步离弃其原先创建

“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理想和诉求 ,进而效仿苏俄体制 ,发起以建立“党国”政体为目标的国民革命 , 实现其“民

国再造”思想变化演进的一个初步透视和探析。孙中山思想转换的过程划分为:(1)“二次革命” ,重举“革命”

大旗;(2)东京组党 , 舍民主向往集权;(3)结束“护法” , 走向“师俄”之路;(4)联俄容共 , 践行“以党造国”四个阶

段。文章分别从主 、客观两个方面 , 对孙中山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主要特征 , 以及在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中对

国家政体的重新思考作一厘清。孙中山在早期从事反清斗争时 ,把在中国实现英 、美等国议会民主制作为奋

斗目标。然而 ,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的黑暗 , 不仅把孙的梦想击得粉碎 , 也使孙中山改从集权政治中寻求新的

出路 ,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榜样”效应 , 更使孙中山直接走上了“以党造国” 、“以党治国”的社会改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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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0月 10 日 ,是辛亥百年纪念日。一百

年前的这一天 ,武昌起义爆发 ,一场以结束帝制 ,

建立共和民主为目标的革命风潮席地而起 ,随着

满清王朝的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西方议会制

民主政体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如今 ,距辛

亥已过去整整一百周年了 ,在这百年间 ,中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权也历经了数度更迭 ,但不

管落入何种力量之手 ,无可讳言的事实是 ,辛亥所

确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在中国不仅未得到进

一步发展 ,反而是渐行渐远 ,也就是说 ,一百多年

前仁人志士所为之奋斗的“议会制民主”诉求 ,在

历经一个世纪轮回后 ,至今在中国大陆仍似一可

望而不可及的梦 。难道“议会民主”在中国就是行

不通? 为什么已经确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国 ,却在

艰难徘徊了十几年后很快就被舍弃 ,并由此走上

了以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党国”之路 ?对于这些问

题 ,很多人困惑于心 。近些年中 ,与政体选择有关

的相关思考和研究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值此辛亥百年纪念之际 ,笔者以有着“国父”之称

的孙中山为例 ,对其在创立民国后不久 ,即舍弃其

原先建立“议会制共和”的政体理想 ,号召“民国再

造” ,进而发起以建立“党国”政体为目标的国民革

命这一转换过程作出透视 ,期从一个重要方面对

回答上述问题作出探讨。

　　一 、“二次革命” ,孙中山重举“革命”大旗

毫无疑问 ,孙中山思想转换的标志是发生在

1913年的“二次革命” ,而“宋案”的发生乃“二次

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如人所知道的 ,孙中山

在辛亥后曾一度为袁世凯赞成“共和”的表象所迷

惑 ,认为专制政体已废 ,民主政制建立 ,于是怀着

乐观的希望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 ,开始谋求经济

和民生之发展 ,认为民国大局“必先从根本下手 ,

发展物力 ,使民生充裕 ,国势不摇 ,至政治乃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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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①在这一想法下 ,孙中山一度放下了对政治

和党事的热心 ,转而致力于全国铁路建设之规划。

其领导下的同盟会 ,也由原先的秘密会社性质 ,改

组成公开政党 ,并在宋教仁的积极活动下 ,以同盟

会为基础 ,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公党 、国民共进

会及共和实进会四个党派 ,共同组成了以“巩固共

和 ,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的国民党 ,党务主要由

宋教仁主持 ,孙中山挂名担任了理事长 。国民党

成立后 ,很快声势大振 ,不仅党员人数增加 ,在国

会参众两院的席次也占据了优势。不过 ,孙 、宋等

通过政党竞争 ,争取到国会中多数席位 ,由国民党

组成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集权 ,形成代议制民主

政治的设想 ,与时为代理总统的袁世凯试图依靠

集权建立统治权威的想法实在相差很远 ,在无法

容忍 ,也无法阻止宋教仁等在国会中活动的情势

下 ,原本就对责任内阁制心怀不满的袁世凯不惜

采用暗杀手段来对付宋教仁 ,于是乃有“宋案”的

发生 。

“宋案”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 ,如何应对? 这

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有主张武力

讨袁的 ,也有主张先谋求法律解决 ,争取“依法处

置”的。主张武力讨袁者认为 ,空言无补 ,只有奋

起抗争 。而主张先循法律之道解决的 ,则力主暂

维持现状 ,速定宪法 ,以制袁氏 。为此 ,两派争论

激烈。而在这场争论中 , 孙中山显然是前者。

1913年 3月 26日 ,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 。4月

26日 ,孙中山即与黄兴一起发出联名通电 ,要求

追查凶手 ,同申公愤 ,同时积极活动军事倒袁 。而

这时的袁世凯也已下了剿灭孙 、黄势力的决心 ,在

国民党三都督宣布独立后 ,袁世凯立即出动北洋

军镇压 , “二次革命”失败 。

对于“宋案”后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 ,

以往史述多作高度肯定 ,笔者也认为孙中山等当

时抛弃幻想 ,奋起讨袁 ,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因

为 ,袁世凯既能使出暗杀手段对付宋教仁 ,就已包

藏了用“非常手段”去除政敌的祸心。对所谓“议

会民主” ,袁世凯从来就没有过好感 ,也绝不会容

忍国会两院议员利用政党政治形成对他个人集权

的任何限制和挑战 ,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的冲突或

迟或早都会发生 ,孙中山等人酝酿武装讨袁 ,不过

是给袁提供了对国民党下手的方便借口而已 。不

过 ,倘换个角度去看 ,在已经确立了“民主政治”为

立国之基的国家 ,政坛上各派势力之间因政见的

不同而发生激烈政争 ,甚至面对严重的违法 、毁宪

行为 ,谋循法律之道 ,争取在宪政框架内解决问

题 ,应是首选。何况这时孙中山 、黄兴等领导下的

国民党 ,已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 , ②如果国民党能

利用国会舞台 ,通过对“宋案”真相的揭露 ,将袁世

凯以“非法”手段对付国民党人 ,破坏共和的专制

面目公诸于世 ,起码能在舆论上占据制高点 ,也符

合民主政治的原则 。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

人 ,在“宋案”真凶尚未完全确认时 ,即决以“革命”

手段来反击袁世凯 。此一操切之举 ,不仅不符合

“民主政治”的实施原则 ,也让袁世凯抓住了把柄 ,

从而为其提供了武力摧毁国民党的口实 。而革命

党人也因举事匆促 ,准备不足 ,在北洋军的大举进

攻下 ,原来在南方诸省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很快就

被袁世凯翦灭 ,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也受到严

重打击 , “二次革命”告败 。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 ,袁世凯借口国会内议

员“与乱党有勾结” ,宣布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 ,并

派军警强行收缴了他们的议员证书 ,从而使国会

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闭 。在各省中 ,除江西 、湖

南 、广东等省的议会早因所谓附和“乱党”被解散

外 ,其它各省省议会 ,凡国民党籍议员也一律取消

资格 ,从而使全国所有省议会均陷于停顿。这样 ,

全国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和省议会 ,实际上都

被袁世凯解散 ,经辛亥革命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的民主宪政制度就此失却了正常运行的舞台 。以

后 ,虽然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 ,但民元的“约法之

治”却再未得到恢复 ,辛亥创立的“共和政体”从此

走进“有宪法无宪政”的歧途。这一结局的来临 ,

固然是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但无可讳言 ,孙中

山等国民党人在国会活动中 ,对程序和规则的缺

乏共识和漠视 ,不能不被认为也是“议会政治”在

中国运行步履维艰的原因。这一点 ,在孙中山将

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于袁世凯一事中即可发见:在

迫使清帝退位后 ,孙去袁继固为有约在先 ,但其时

民国已告成立 ,约法也已出台 ,总统易人需要遵循

一定的程序的 ,但孙中山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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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完成了交接 ,难怪当时报章就有评论指出:

“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 ,无以总统

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 ,不能

要求以总统与己 。 ……盖总统非皇帝 ,诚不可以

一二人预为授受也。”③客观言之 ,民国成立之初 ,

由于共和肇创 ,对作为“舶来品”欧美近代议会制

民主 ,不仅国人了解甚浅 ,作为“议会民主”积极倡

导者的孙中山其实对“民主政治”的要领和精神也

未必就有深切了解 ,在其长期从事的革命活动中 ,

也是号召推翻满清专制王朝者多 ,讨论废集权 、行

民治之法处甚少 ,以为共和政府一经成立 ,民主政

治乃水到渠成之事 。所以 ,在遭遇袁世凯破坏宪

政时 ,孙中山乃誓约:“统帅同志 ,再举革命 ,务达

民生 、民权两主义”。④而一旦重拾“革命” ,虽在道

义上无可厚非 ,但离“民主政治”不免就远了。

　　二 、东京组党 ,舍民主向往集权

执政党当不成 ,就当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

败后 ,孙中山痛定思痛 ,总结教训说:“当时予以服

从民意 ,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 ,不期竟以此而种今

日之奇祸大乱也” 。⑤于是认定这次举事失败 , “非

战之罪也” ,也“非袁氏兵力之强” ,实“同党人心之

涣” ,甚至将以往的一切失败 ,也都认为是国民党

中有人不服从他的领导 ,不接受他的意见 ,意志不

能统一所致。拿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内

部分子纷歧 ,步骤凌乱 ,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 ,复

无奉令承教之美德 。致党魁有似于傀儡 ,党员有

类之散沙。迨夫外侮之来 ,立见摧败;患难之际 ,

疏如路人。”⑥有鉴于此 ,孙中山为了实现他的革

命目标 ,决定舍弃国民党 ,重组一个他认为理想的

革命党 。经过半年多的思考和酝酿 , 1914 年 7月

8日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重新组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克服

以往组织散漫 、各自为政的积弊 ,以适应革命的需

要 ,这点在其时孙中山给友人的信中有清楚的表

述 ,他说:“窃文自东渡以来 ,夙夜以国事为念 ,每

睹大局之颠危 ,生民之涂炭 ,辄用坦测 ,不能自己。

因纠合同志 , 宣立誓约 , 组织机关 , 再图革命。

……惟此次立党 ,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 。 ……此

次重新组党 ,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 。凡入

党各员 ,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 ,毫无疑虑而后

可。若口是心非 ,神离貌合之辈 ,则宁从割爱 ,断

不勉强 ……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

者。”⑦孙中山历来重视政党的作用 。“二次革命”

失败后 ,孙中山已对国民党之性质和功能作出了

回归“革命党”的重新定位。然而 ,其时的国民党

已非昔日的革命党 , “二次革命”时 , 党内意见分

歧 ,已让孙中山感到十分恼火 ,为重归革命 ,孙中

山决心扫除积弊 ,毁党造党 ,于是有了中华革命党

的组建 。为使新造的党和党员能担负起执行“革

命”任务的严酷使命 ,在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

中 ,不仅采取了家长制的组织形式 ,确立了尊他个

人为领袖的“党魁制” ,要求入党的人 ,必须绝对

地 、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 ,听从他的指挥 ,甚至

还如同中国民间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 ,要求入会

者宣示效忠 ,并按手印 。孙中山并亲自手拟了以

下“入党誓词” :

“立誓人:某某某为救中国危亡 ,愿牺牲

一己之身(生)命自由权利 ,附从孙先生。再

举革命旗……掬诚谨誓如下:一 、实行宗旨;

二 、服从命令;三 、尽忠职守;四 、严守秘密;

五 、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 ,至死不渝 。如

有二心 ,甘受极刑。”⑧

同盟会在 1912年由原来的秘密组织转化为

国民党 ,实现的是由革命党到近代议会普通政党

的转变 ,而新组的中华革命党 ,则使国民党组织形

式又退至同盟会秘密结社状态 ,即便出发点是好

的 ,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在现代民主

政治中 ,政党民主化乃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

节 ,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作出上述规定 ,纵然是出

于反袁斗争的需要 ,但如此去做 ,不仅在组织形态

上是一倒退 ,也与他自己以往所倡的很多理念相

违背 。更有甚者 ,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 ,孙中

山还按入党先后将中华革命党党员分为三种 ,“凡

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 ,名为首义党员;凡于

革命军起义之后 ,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 ,名为

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 ,名曰普

通党员” ,并根据党员对革命的贡献 ,对他们所享

受的权益做了一定划分 ,规定:“革命成功之日 ,首

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 ,得一切参政 、执政之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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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 ,能得选举及被选

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 ,享有选举权利。”

此外 ,还提出了“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 ,不得

有公民资格 ,必待宪法颁布之后 ,始能从宪法而获

得之;宪法颁布之后 ,国民一律平等 。”这些规定条

文 ,也许出于激励党员献身革命的考虑 ,但将党员

入党用作其日后得享权益的筹码 ,连“公民资格”

也被作为了“恩赐”的器物 ,这里反映出来的似乎

不再仅仅是手段运用的不当了 。孙中山的上述做

法 ,在当时国民党人中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反

对 ,连黄兴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 ⑨但孙中山个人

意志不容挑战 ,黄兴只好于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

前一周 ,自横滨乘海轮赴美国 ,以避免与孙中山的

正面交锋 。

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 ,孙中山不仅在中

华革命党内确立了由他本人独揽乾纲的党魁制 ,

而且在对国家政体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中 ,更逐步

萌生和发展起了他的“一党”独占政权主张。如前

所述 ,在辛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 ,孙中山一度对

“多党政治”十分赞赏的 ,尤推“两党制” ,认为:“政

党之作用 ,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也 ,甲党执政 ,则

甲党所抱之政策尽力施行之 ,而乙党在野 。则立

于监督之地位焉 。有不善者 ,则纠正之 ,其善者则

更研究至善之策 ,以图进步焉 。”⑩不过 ,民国以来

政党政治的实行 ,并没有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

产生互相策进的功效。相反 ,由于多党议会民主

体制缺乏程序共识 ,加上国会中畸形 、恶性的无序

化政党竞逐 ,不仅造成国家权威的低落 ,政治和社

会秩序也都出现了严重失范 ,这些都让孙中山对

政党政治的功效产生了严重怀疑。“宋案”发生

后 ,孙中山决计用革命手段“再造民国” ,然而再造

后的民国将确立怎样的秩序 ,建立怎样的政体呢?

可以说 ,在此时孙中山的头脑中 ,尚属模糊阶段 ,

不过有一点似已明确 ,即在新造的民国绝不会再

如以前那样照搬西方的多党政治 ,在国家政治舞

台上也认为不再需要相互竞争的势力 ,革命党一

旦夺得政权 ,将不再与其它政党分享。对此 ,用孙

中山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革命成功后 , “非本党不

得干涉政权 ,不得有选举权 ,固将来各埠选派代

表 ,非本党人不可 。” 11为使这“一党制”构想更具

合理性 ,孙中山在为中华革命党制定章程时 ,还发

展了他在前就已提出的革命程序思想 ,  12将同盟

会“革命方略”中的“军法之治” 、“约法之治” 、“宪

法之治”改为“军政” 、“训政” 、“宪政”三个时期 ,不

仅第一次提出了“训政”的概念 ,甚至还对未来“训

政”实施作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 ,如“五权分立”理

论的提出等 ,这些都是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未来中

国政体所作的探索。孙中山的这一探索在其给友

人的信中有着明白表述:“吾人立党 ,即为未来国

家之雏形 。” 13从推崇“两党制” ,到追求“一党独

大” ,这是这一时期的孙中山思想转换的最重要的

标志 ,也是嗣后孙中山接受苏俄“党治”国家模式

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思想起点 。

　　三 、放弃“护法” ,走上“师俄”道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出于对国会内多

党政治的失望 ,在思考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时 ,萌

生了“一党独大” ,也即由革命党独揽政权的政治

构想 。不过 ,由于当时苏俄革命还未发生 ,世界范

围内也尚无可供效仿的榜样 ,这一构想因无从实

现而被搁置。加之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 ,活动并不

景气 ,其组织的排他性和狭隘性 ,不仅未给孙中山

的事业带来任何进步和利益 ,反而严重挫伤了一

大批革命党人的积极性。对此 ,孙中山似有所觉

察和纠正。尤其在国家政体问题上 ,孙中山对民

国创立的共和体制并未丧失信心 ,在他与友人谈

及约法与国会时 ,他仍强调:此乃“共和国之命脉

也 ,命脉不存 ,体将安托? 一罪首诛 ,则约法复 ,约

法复 ,则民国苏 。” 141916 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遭到

全国声讨 ,孙中山也立即以“护法”揭橥参与讨袁。

在所发《讨袁宣言》中 ,孙中山宣称:“凡百可本之

约法以为解决” 。 15为显示自己的“护法”决心 ,也

为结合各方势力共同对敌 ,讨袁军事结束后 ,孙中

山并曾一度停止了中华革命党活动 ,恢复国民党

的名义 16 。不过 ,诚如大家所知 ,袁世凯死后 ,以

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势力成为政坛上的主宰 ,

因过去在参战问题上 ,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曾与

之为难 ,故不愿恢复旧国会 ,也不要民元约法 ,更

指使手下政客搞了个“安福俱乐部” ,操纵议会选

举 ,从而激化了同南方孙中山及南方实力派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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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国会议员的矛盾 ,孙中山于是再次宣布“护法” ,

南下组建护法军政府 。可以说 , 在这一时期中 ,

“护法”既是孙中山反对北洋军人毁法弄权的旗

帜 ,也是与北洋军人合法抗衡的主要武器 。虽然

其南下护法并不成功 ,但其正当性无可怀疑 ,在党

中不乏追随者 ,社会上也有一定影响 。不过这一

情形在皖系下台后又有了新变化 。直皖战后 ,皖

系被推翻 ,嗣后奉系又被直系赶走 ,直系在两度取

胜后 ,更打出了“法统重光”的旗号 ,声言恢复民元

法统 ,甚至抬出了黎元洪“暂行大总统职权” ,还积

极筹组社会名流所倡导的“好人政府” ,一时竟也

赢得国内外一片叫好 ,也让孙中山南方“护法”失

去了合法借口 。 17尽管直系所唱的这一出戏在不

久后就因曹锟贿选而声名狼藉 ,但这时的孙中山

对“护法”似已完全失却了信心 ,对所谓的恢复国

会更已了无兴趣 , “今日所谓国会 ,却在北京选举

曹锟为总统” ,这是嗣后孙中山解释其放弃“护法”

的缘由时说过一句话 。 18可见这时的孙中山对议

会政治已十分不屑。而自孙中山南下“护法”后 ,

在组建军政府过程中两次大的挫败 ,客观上也让

孙中山的南方护法难以为继。 19实际上 ,早在 1921

年孙文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时 ,孙中山就坦言:“此

次军政府回粤 ,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 ,但予观察现

在大势 ,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说明 ,其

时的孙中山虽仍以“护法”相号召 ,但其内心已决

心放弃这面旗帜了。

不过 ,要放弃“护法”口号 ,就需要另举更有动

员意义的旗帜。如前所述 ,孙中山的南方“护法”

虽不成功 ,但却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一方反对

北方政权正当性 、合法性的唯一基础 ,一旦放弃 ,

孙中山该怎么解释他所领导的事业呢? 只有一个

路径 ,那就是在舍弃“护法”的同时 ,让打破一切常

规的“革命”成为新的权威 。孙中山本来就是一个

激进革命论者 ,  20“二次革命”实乃当初主张的回

归 ,1917年的“护法”也主要是用来揭露北洋军人

的乱法 、毁法 ,工具意义远大于其对“宪政民主”的

坚守。现在孙中山既已对“护法”不再抱有希望 ,

通过革命 ,寻求新的出路也是势在必然。 21不过 ,

在当时的中国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虽说在国内不

无影响 ,但却很难得到社会舆论和主流意识的认

同 ,甚至在革命党内部赞成和追随的人也越来越

少。其原因固然很多 ,但孙中山革命目标的模糊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22于是只好借助“护法” ,依靠

军阀打军阀 ,这样的“革命”破坏多 ,建设少 ,结果

在很多人眼中 ,孙的形象也跟那些弄权武人相差

不多 ,当时的一些报刊甚至把孙中山也划入南方

军阀范围 ,而革命也因接二连三地挫败长期处于

低谷状态 ,这让孙中山十分痛心和苦恼。 23正于苦

闷彷徨之时 ,发生在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吸

引了孙中山的眼光。

孙中山对苏联革命产生兴趣是在 1917 年 3

月俄国二月革命后 ,当时孙中山曾致电俄京探询

政情 ,但由于消息阻隔 ,能够了解的程度十分有

限。接着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孙中山对这个邻邦

国内发生的动静给予了高度关注。等到苏俄提出

两次对华宣言 ,主动表示愿意废除过去沙皇俄国

与中国签定之不平等条约 ,全国掀起亲俄热潮时 ,

孙中山也把俄国革命视作了世界社会革命的发

端。1918年 ,列宁收到了来自孙中山对俄国革命

成功表示祝贺的电报 ,孙中山在电文中表示:“中

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表示

十分敬佩 ,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奋斗”。 24此后 ,孙中

山便与来自苏俄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了接触。如在

1919 年底在上海会见了俄国客人马特维耶夫

(Matveev),1920年与魏金斯基的会面 ,以及 1920

年马林的来华和与孙中山的晤谈等。 25经过这一

系列的接触 ,孙中山对俄式的“党治”理论产生了

强烈共鸣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也正好为孙中山

已有的“一党政治”设想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尤其

是苏俄列宁党和军队的组织方式等 ,更得到孙中

山的赞赏 ,即如他在 1921年 8月给齐契林的函中

所言“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 ,特别是你们苏维埃

的组织 ,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261922年后 ,因

曹锟贿选发生 ,孙中山已决心放弃“护法” ,准备彻

底之革命 。但对是否与俄人联手尚心存疑虑 。但

不久后 ,广东发生了陈炯明之变 ,这一事件的发

生 ,直接促成了孙中山与俄国人的联姻。 271923年

2月 ,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获胜回到广州 ,这是孙中

山在广州的第三次开府 ,与前两次开府不同 ,其时

的“护法”口号已换成了“打倒军阀” ,共和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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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建立新国民国家所取代” 。对此革命方针的重

大调整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大本营会议上作了

明确宣示 ,称:“现在护法可算终了 ,护法名义已不

宜援用 。 ……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 ,为中

华民国开一新纪元。” 28

　　四 、联俄容共 ,践行“以党造国”

自成立中华革命党后 ,孙中山就以“再造民

国”相号召 ,开始了在中国建立“党治”新秩序的探

索。但正如我们已知道的 ,由于主 、客观条件都不

具备 ,孙中山的这一探索被暂行搁置了 。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 ,再次激发起孙中山在中国建立“党

治”秩序的信心和雄心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所心

仪的政体制度显然已不再是当初创立民国时所效

仿的英 、美式宪政民主 ,取而代之的是俄国十月革

命后的“一党制” 。也即孙中山所云:“法 、美共和

国皆旧式的 ,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

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 29本着“此后欲以党治国 ,

应效仿俄人”之思想 ,孙中山为自己的“师俄”确立

了重点 。由于孙中山在确定联俄政策时 ,就明确

表示了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拒绝 ,所以他把“师俄”

的重点放在学俄国人革命的方法上 ,也即孙中山

所言:“无论做甚么事 ,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 ,俄

国有好办法以致成功 ,中国无好办法而致失败 ,故

“吾等欲革命成功 ,要学俄国的方法 、组织及训练 ,

方有成功的希望 。” 30有鉴于此 ,孙中山的“师俄”

首先从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入手 ,从 1923年

起 ,孙中山就在俄国人的指导下 ,开始对国民党的

组织作出再次改造 。通过严格纪律和严密组织 ,

以及党魁制和集中制(之为“民主集权制”)的贯

彻 ,强化组织 ,巩固领导 ,冀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

像苏俄布党那样主义明确 、组织严密 、自上而下具

有强大战斗力的党 ,并用这样的党去肩起“建国”

和“治国”的使命; 31其次 ,以“俄国军队为楷模” ,

着手筹建一支能由党切实掌控指挥的革命武装

———“党军” ,同时学习苏俄布党的“治军”经验 ,贯

彻“以党领军” 、“主义建军” ,来实现武力与国民革

命的结合 。此外 ,为让国民党起衰振废 ,也为扩大

革命的社会民众基础 ,孙中山也接受了共产国际

的提议 ,让成立不久的中共组织派员加入国民党 ,

参与国民革命 ,这就是所谓的“容共政策” 。 32

1923年 10月 , 《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布 ,

这标明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施阶段 。经

过一系列酝酿和筹备 , 1924年 1月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顺利召开 。孙中山在是

会开幕词中一再强调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

的重大意义 ,他说:“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 ,非有很

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 ,非有很正确共同的

目标不能够改造成功的。” 33而这次对国民党的改

组 ,就是要像俄国革命那样 ,通过党的改造 ,使党

成为革命中坚 , “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 ,然后“把

党放在国上” ,由党来行使对国家的“治权” ,此即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切军国庶政 ,悉归本党负

完全责任”的思想 34毫无疑问 ,在国民党改组完成

到一大召开之际 ,孙中山关于未来新国家的政体

理念和构想都已渐趋清晰 ,这就是建立一个革命

党领导下的党治国家 。因此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

不仅标志了国民党改组的成功 ,也标志了孙中山

“党治思想”的正式形成。

国民党一大以后 ,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革命

政权便进入如何实践“以党建国”和“以党领政”的

探索阶段。国民党不仅通过全国党代表大会 、执

行委员会 、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 、监督国民政

府 ,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 ,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

人兼任政府和军队的要职 ,通过统领党 ,统领了政

府和军队 。国民党的“党治” ,不仅在中央一级 ,还

通过各地 、各级党部的设立 ,把国民党的影响扩大

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高度集权 ,且渗

透于各个方面的“党治”制度 ,的确整合了国民党

的组织 ,使之在短期内克服了涣散的痼疾 ,在增加

了内聚力的同时 ,也在民众中重新树立起了革命

党的形象 ,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在民众中的工作 ,

保证了党的路线的贯彻和任务的执行。正因为如

此 ,才有了南方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 。可以这么

认为 ,改组国民党和利用政党的力量去建构新国

家是孙中山晚年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也可以这

么说 ,广州时期的革命政权 ,大元帅府也好 ,孙中

山去世后成立的国民政府也好 ,正是嗣后国民党

夺得政权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雏形 。

综上所述 ,在 1924年孙中山对国民党顺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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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改组后 ,建立“党治”体制已成为孙中山矢志不

移的革命目标 ,也是他对新国家领导体制的坚定

选择。孙中山以民主共和打倒专制 ,又在饱受民

主共和(军阀混战)之苦后 ,转而致力于运用高度

集权的“党治”手段打天下 ,更从信奉自由民主主

义思想到坚信一党政治乃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其中的原因 ,既是“师俄”的结果 ,也为中国国情使

然 ,而孙中山本人的理念以及对这一时期对国家

政治走向的思考 ,更是孙思想和行动转换的决定

性因素 。辛亥后的中国 ,由于“旧者已去 ,新者未

立” ,加上那武人操权 ,社会陷于日甚一日的失控

和失序之中 ,长时期的有增无已的社会动乱 ,滋生

了人们的望治心理 ,呼唤强人 ,渴望建立强有力的

权威政府 ,以率领这个民族走出危机 ,在当时社会

已成普遍的心理需求 。而孙中山选择的集权式

“党治”路径 ,一定程度上回应和顺应了社会的这

一心理 。再从其时国家发展的现实来看 ,由于国

家本身的贫弱 ,以及内忧外患的加剧 ,中国作为后

发外生型工业化国家 ,近代以来始终面临如何加

快国家发展的问题 。而要想加快发展 ,采用集权

手段来整合和调集国家资源 ,无疑也为一种较为

可行的选择。而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

要条件即是需要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

党 ,这个党在民众中要有崇高威望 ,其领袖在民众

中也要有极大的号召和影响力 ,只有这样 ,由该党

控制的国家权力中枢才能对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

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 。由此而言 ,国民

党奉行集权式的“党治”政策 ,虽有悖于宪政民主 ,

但也的确不失为一种确立社会秩序 ,最大程度调

动和利用国家现代化资源的有效方法 。此外 ,作

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 ,在当时情况下 ,也只有通

过“党集权” ,才能带领党走出困境 ,使国民党获得

新生。再从事实层面考之 ,孙中山在选择了“师

俄”和“党治”路径后 ,迅速兴起的国民革命也为迷

失中的秩序重建提供了一个可能而又现实的解决

之道 。如果说走向近代欧美式的“民主”是中国政

治发展的长远目标 ,那么同样也为现代政制的“党

国”体制作为一种过渡 ,由军政而训政 ,最后达致

宪政似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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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议员也是很有优势的。

　③《汉民日报》1912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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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全集》第 3卷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第 94页。

　⑤谭人凤:《请发起“社团改进会”呈文》 ,《辛亥革命史》(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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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at-sen' s “Right to Test” Thinking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i Peilin &Jing Shenghong

Abstract:When great revolutionary forerunner Sun Yat-sen launched the revolution and planning

the new reg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drawing on the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some useful content , but also made reference to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the modernWestern experi-

ence some success , to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created the doctrine of “right to an independent examina-

tion” .This is Sun' 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olitical thinking.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

tem implemented 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Sun Yat-sen' s “ test rights”

doctrine , and have played a role 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Despite the

grow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the Kuomintang , leaving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corrosion and damage , but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influence have occurred , and its ex-

periences and lessons , are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 can be used as current reform of the cadre system and

personnel system for reference.

Key words:Sun Yat-sen;examination rights;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civil service exami-

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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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o “Party Governance”:Perspective

of Sun Yat-sen' s ideological conversion of “Rebuilding the Republic”

Shen Xiaoyun

Abstract:This paper has a preliminary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of Sun Yat-sen' s ideological

changes and evolution about why Sun Yat-sen who creat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gradually abandoned

his original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deals and aspirations , and then followed the Soviet system ,

launched to establish a “party-state” system of government as the goal of national revolution to achieve

his “Rebuilding the Republic” .Sun' s thought conversion process is divided into:(1)“Second Revolu-

tion” , lifted “Revolution” banner again;(2)“organized the party in Tokyo” , gave up the democracy to

the centralized power;(3)ended the “ law enforcement” to “ learn f rom Russian” road;(4)alliance with

Russia and the C.P.C.Practiced the idea of “make the state with the party” .The paper makes a clarifi-

cation separately from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Sun' s own thinking process

and main features of the various stages in this period the country to rethink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Key words:Sun Yat-sen;constitutional;par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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