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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主要探讨了抗战以前国民党建立的政治体制及政治发展状况，这一体制主要是围绕孙中山的政
治构想“训政”建立的，因此又称为训政体制。本书系统分析了训政体制建立的理信纸基础、政治构
架、实际运行和发展趋势，并以地方自治为个案深入探讨了训政体制与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
关系。    本书认为，训政体制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党治国、五院制、地方自治等方面。训政体制在结构
上的基本特征是权力结构的集权化和权威结构的人格化，带有鲜明的专制和人治色彩。训政体制的实
际运行既受到体制框架的制约，也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与体制
设计极为不同的运行实态。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治运行的整体态势是：传统与现代混杂，中央与地方
脱节，政府能力低下等。国民党政权在十年韶山的训政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
地方自治运动，务图以此改造中国社会。这场运动的情况集中反映了国民 党政权的政治革新及现代化
领导能力，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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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按照孙中山的计划，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为：军政，训政和宪政。其中训政
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它将军政引导入宪政。本书讲述的就是国民党实行训政的具体政策，其影响以
及对其的分析。
　　
　　作为一个从小就接受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的学者，没有盲从于大流，自主钻研，以大
量详实的资料，重新的分析评价了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得出了相当丰富的新的结论，这是非常值得肯
定的。可以说，作者就是他甚至他之后那一代人中，对国民党的历史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但是，由
于受到自身各种背景的影响以及可能还包括的大环境，本书并没有挖掘出训政体制失败的根源，这不
得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失误。但是，这些失误并不能抹杀作者作为他那一代人甚至以后很多代人所能达
到的至高境界，所以5分的评价还是很相配的。
　　
　　就根本来说，训政体制在其还没有出生之日起，就一定注定了它自身的悲剧。
　　1.总理为训政定下的时间限定为6年，但是事实上，从今天看起来，这更向是一场大跃进。他低估
了派系之间的斗争，也高估了人民和社会的的转型速度。而他轻率的做出这个承诺的根据，居然仅仅
是当时革命形式一片大好。
　　2.总理定下的三民主义，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整合所有的阶级。甚至当苏联人向他宣讲社会主义理
论的时候，他居然自大的认为他的主义中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在其中。事实上，他连阶级斗争是什么
都还没有弄明白。当实行训政体制，试图还政于民的时候，强大的阶级斗争必然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连一个稳定的局势都不存在，此时又何谈宪政呢？
　　3.总理高估了国民党自身的实力。总理自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可以拯救全中国，而以他的主义
指导的国民党必然在训政甚至宪政时期起主导作用。他要求“以党制国”，即以三民主义来制国，而
国民党就是其实现自身理想的基石。但是事实上，国民党的优势仅仅只体现在数字上而已。
　　
　　为什么训政体制失败了？因为其根源，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产物，根本经不起现实
的冲击；总理有妄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理想，这最终只能造成这个悲剧。以至于，当大家
都拿这个6年的期限来抨击国民党的时候，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实现宪政的条件。
　　
　　历史经常被重复再重复，只是某些人选择了向现实妥协，而某些人继续陷在了自己的泥潭里面。
事实上，任何一个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当面对帝国主义时，全国各个阶
级可以团结在一起，这个时候阶级矛盾显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当帝国主义离开以后，阶级矛盾就会成
为主要矛盾，而那些仅仅为了驱赶帝国主义而成立的党团，组织，联盟就会瞬间的瓦解了。所以，才
出现了苏联的二次革命，之后的肉体剥夺，红色大清洗等等；所以，才出现了反帝反封和反国民党的
二次斗争，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一系列的运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
拥有了调和矛盾的资本—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许，只有长利用长时间的军政才能来平息这种矛盾，获
得足够长的和平年代来发展经济，逐步削弱各种矛盾。是的，总裁就是这么认为的，可惜他失败了。
但是成功者哪个不是军政呢？只不过总裁选择的是一种超阶级的军政而已，这应该算是他失败的原因
之一吧。也许，一种单纯的领袖地位更适合他，而不是一个党的领袖。
　　
　　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霸权主义吗？或者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我们自己。
　　
　　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发动革命，可惜他们很少有人能拥有终结革命的能力。悲剧，其实在最开始的
时候，已经就是必然了。
　　
　　
　　
　　
2、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些理想注意和大跃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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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8年初，在荒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后，我开始疼下决心去图书馆自习了，那是屁股还不能坐
住凳子，怎么办？我在图书馆六楼借了这本书，每当学不进去的时候，就看一看。一晃，两年多过去
了。
4、了解训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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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按照孙中山的计划，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为：军政，训政和宪政。其中训政是其
中最重要的环节，它将军政引导入宪政。本书讲述的就是国民党实行训政的具体政策，其影响以及对
其的分析。作为一个从小就接受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的学者，没有盲从于大流，自主钻研
，以大量详实的资料，重新的分析评价了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得出了相当丰富的新的结论，这是非常
值得肯定的。可以说，作者就是他甚至他之后那一代人中，对国民党的历史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但
是，由于受到自身各种背景的影响以及可能还包括的大环境，本书并没有挖掘出训政体制失败的根源
，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失误。但是，这些失误并不能抹杀作者作为他那一代人甚至以后很多代人
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所以5分的评价还是很相配的。就根本来说，训政体制在其还没有出生之日起
，就一定注定了它自身的悲剧。1.总理为训政定下的时间限定为6年，但是事实上，从今天看起来，这
更向是一场大跃进。他低估了派系之间的斗争，也高估了人民和社会的的转型速度。而他轻率的做出
这个承诺的根据，居然仅仅是当时革命形式一片大好。2.总理定下的三民主义，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整
合所有的阶级。甚至当苏联人向他宣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他居然自大的认为他的主义中已经包含
了社会主义在其中。事实上，他连阶级斗争是什么都还没有弄明白。当实行训政体制，试图还政于民
的时候，强大的阶级斗争必然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连一个稳定的局势都不
存在，此时又何谈宪政呢？3.总理高估了国民党自身的实力。总理自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可以拯救
全中国，而以他的主义指导的国民党必然在训政甚至宪政时期起主导作用。他要求“以党制国”，即
以三民主义来制国，而国民党就是其实现自身理想的基石。但是事实上，国民党的优势仅仅只体现在
数字上而已。为什么训政体制失败了？因为其根源，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产物，根本经
不起现实的冲击；总理有妄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理想，这最终只能造成这个悲剧。以至于
，当大家都拿这个6年的期限来抨击国民党的时候，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实现宪政的条件。历史经常
被重复再重复，只是某些人选择了向现实妥协，而某些人继续陷在了自己的泥潭里面。事实上，任何
一个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当面对帝国主义时，全国各个阶级可以团结在
一起，这个时候阶级矛盾显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当帝国主义离开以后，阶级矛盾就会成为主要矛盾，
而那些仅仅为了驱赶帝国主义而成立的党团，组织，联盟就会瞬间的瓦解了。所以，才出现了苏联的
二次革命，之后的肉体剥夺，红色大清洗等等；所以，才出现了反帝反封和反国民党的二次斗争，之
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一系列的运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拥有了调和矛
盾的资本—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许，只有长利用长时间的军政才能来平息这种矛盾，获得足够长的和
平年代来发展经济，逐步削弱各种矛盾。是的，总裁就是这么认为的，可惜他失败了。但是成功者哪
个不是军政呢？只不过总裁选择的是一种超阶级的军政而已，这应该算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吧。也许
，一种单纯的领袖地位更适合他，而不是一个党的领袖。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霸权主义吗？或者其实
最根本的原因在我们自己。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发动革命，可惜他们很少有人能拥有终结革命的能力。
悲剧，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就是必然了。
2、2008年初，在荒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后，我开始疼下决心去图书馆自习了，那是屁股还不能坐住凳
子，怎么办？我在图书馆六楼借了这本书，每当学不进去的时候，就看一看。一晃，两年多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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