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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档案（上、下）》

前言

1924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尤如一幅幅纷繁复杂、绚丽多彩的画卷，令后人叹为观止。然而，隐
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团，却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消解的困惑。最近，在俄罗斯新公布的一大批有关中国
问题的秘密档案中，我们吃惊地发现了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通过对这些秘密档案的
分析，一个个迷团随之解开，从而使一段更完整、更鲜明、更震撼人心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现
在我们要告诉读者的，就是我们从这批秘密档案中看到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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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档案（上、下）》

内容概要

《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上下)》(作者苏杭、苏若群、姜羿)依据俄罗斯公布的一大批有关中
国问题的秘档，高度解密两党从对立到合作的复杂过程。
    《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上下)》以共国两党之间态度转换与利益纠葛为叙述主线，以共产
国际以及军阀混战为辅线，穿插大量新鲜、多角度的文献资料，旁征博引大批亲历者的回忆实录，全
面展示了国共第一次光辉而曲折的合作历程，向我们展开了幅气势宏大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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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对要求人党的人员缺乏必要的考察，致使其成分极为庞杂，不少
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甚至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混入其中，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
政治团体。此时的孙中山，却醉心于“实业救国”，无暇顾及国民党组织的整顿。    1913年3月20日晚
，一直为政党政治奔走的国民党员宋教仁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杀害。血淋淋的事实唤醒了沉溺实业建
设中的孙中山，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保障的国家，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
，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理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决心率领革命
志士，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发表《讨
袁檄文》，率军向驻沙河的北洋军李纯所部第六师发起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孙中山立
即命令上海、南京等地急起响应。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发表《讨
袁通电》，谴责袁世凯灭绝人道，破坏共和。随后，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也
相继宣布独立倒袁。    仓促起事的讨袁军，由于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又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
结果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各个击破，“二次革命”不幸夭折。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国民党从辛亥
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在国民党人心中造成了重大创伤，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表示出
深深的忧虑。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每每谈起将来的事业，都灰心丧气，·毫
无信心。一位流亡日本的革命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
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一就这
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    革命事业需要中流砥柱，革命党人需
要坚强而英明的领导。孙中山再一次站了出来！他从失败和悲伤中挺起了胸膛，劝告革命党人振作起
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战斗精神，为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保卫民主共和而继续战
斗。他在给革命党人的信中表示：    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
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
成功之一日一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
，大批国民党员消极甚至叛变，孙中山决心淘汰伪革命党人，建立一个能贯彻主义、纪律严格、有战
斗力的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
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表明，孙中山希望中华革命党继
承同盟会的精神，把推翻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恢复民主共和制度、重新缔造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
自己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    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他仅以反袁作为革命的目标，没有把袁
世凯的反动和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因而，也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加之他规定将党员按首义、协助
、普通分为三个等级，要求人党者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也就是服从他自己，从而将更多
的人阻止在中华革命党之外，使这个党始终只能是一个人数寥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
小团体，党员最多时也只有五六百人。    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只做了83天皇
帝的袁世凯，与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继袁而起的黎元洪，打出了
召开国会、重造民国的幌子。孙中山相信了黎元洪的话，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党的使命也
就结束了，于是下令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党内发出通告，宣布：“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
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
外各支、分部之意见。”    就这样，孙中山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散中华革命党，但这个党已经名存实
亡。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令革命党交出枪支，放弃了争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机会。他自己则准备再
次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    然而，黎元洪一上任就埋头于同内阁总理段祺瑞的争斗之中，根本无法兑
现自己的诺言。不久，黎元洪在斗争中败北，段祺瑞成为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段祺瑞上台伊始，即公
开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样，孙中山恢复约法
的希望最终变成了一缕青烟，在段祺瑞的反动统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中山愤怒了！他坚决地指
出：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之命脉，如果听任约法废弃，国会解散，则数十年的革命成绩，全被推翻
，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他高举起“护法”的旗帜，又
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时，孙中山既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没有坚强的革命组织，更不懂得去唤起
民众。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西南各省的军阀。这些军阀之所以追随孙中山，目的是在扩大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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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只是一个幌子。所以，“护法”斗争是建立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基础上。    1917年7月，孙中
山在海军支持下南下“护法”。8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
阀唐继尧为元帅。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空大元帅职。10月，护法战争在湖南
拉开战幕。    这时，陆荣廷和唐继尧却主张与段祺瑞议和，一心要把反对议和的孙中山挤走。在他们
的操纵下，1918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5月4日，
国会选举唐继尧、唐绍仪、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泽、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
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实际上剥夺了孙中山的权利。    孙中山愤恨军阀的跋扈，但又无力反击，只得向
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5月21日，孙中山怀着“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广州，来
到上海。至此，他终于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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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档案（上、下）》

编辑推荐

1924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尤如一幅幅纷繁复杂、绚丽多彩的画卷，令后人叹为观止。然而，隐
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团，却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消解的困惑⋯⋯    《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上
下)》(作者苏杭、苏若群、姜羿)依据俄罗斯公布的一大批有关中国问题的秘档，高度解密两党从对立
到合作的复杂过程。

Page 13



《绝密档案（上、下）》

精彩短评

1、内容还不错，但是出编辑校对工作太差了，错、漏字随处可见。
2、在当当上购物真是不错，方便、快捷，价格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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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档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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