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与国民党人的交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毛泽东与国民党人的交往》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4993

10位ISBN编号：7010074992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数：3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毛泽东与国民党人的交往》

前言

毛泽东是20世纪最杰出的伟人之一．他曾以过人的胆识与气魄，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虽然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人民仍以各种
方式纪念他，并对他的生平与思想活动加以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对于我们民族来说，的确是一
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视。对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活动，人们已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全方
位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探索，中西方学者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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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国民党人的交往》

内容概要

《毛泽东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介绍了：在几十年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国共两党作为当时国内的两大政
治势力，彼此分分合合，其中既有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光荣历史，也有为坚持革命与反对革命，甚至镇
压革命的互为敌人的生死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曾主宰了中国　的前途和命
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几址年连续不断的往来关系，这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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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革命先行永承其志——毛泽东与孙中山毛泽东和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闻名于世的两大伟人。说到毛
泽东与孙中山的关系，还得从20世纪初说起。1911年春，在省城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受当时革命风潮的
鼓舞，开始摆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的影响而转向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一边。到长沙
不久，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读到了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读
报中他得知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他深受革命志士事迹的感染，心
情激动，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贴；在墙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向师生发表了自己
的政见：赞成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国，组织新政府，把孙中山请回来，出任总统，康有为和梁
启超则分任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此时毛泽东不可能见到孙中山，他也不可能弄清楚革命派与维
新派的本质区别。当时，他甚至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活动的了解也不全面。不过，我们可以看
出，在他的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中已进发出拥护进步思想，拥护民主革命的火花，已经产生了一种反对
君主专制，赞成孙中山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的思想意识。在省城，毛泽东接触了更多的社会现实，特
别是了解到当时立宪派发动的君主立宪运动由于受时代的局限等方面的原因而破产的事实。他认真思
考，觉得救国之途，唯有走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的民主革命道路，中国才有出头之日。思想上的转变
使他行动上也有了明显的表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革命与反对清王朝的决心，他动员同学和他一样剪
掉了长辫子。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中接受美国记者诺的采访时，他回忆到这件事说：“在一个很短
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在学生中带头剪掉了辫子，为了响应革命，他还参加了新军。然而，由于革命派的阶
级局限性等方面的原因，最后，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毛泽
东从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启示。1915年9月，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
，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之际，毛泽东受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受到陈独秀等人鲜明的反封建君主专制，
提倡民权、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立场的影响，他反思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两场政治运动失败的原因，
初步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即像康有为、孙中山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可能找到拯救中国的正确道
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
、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枝节为赘疣，为不
贯气，为支离灭裂。”虽然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还不会用它来总结戊戌变法与辛
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已模糊地认识到康、孙的理论救不了
国，要救国，必须另辟他途，另找“奇杰”来领导革命，“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
足言救济”。令两位伟人事前都不可能料到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到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和孙中
山，在列宁的影响下，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与帮助下，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大旗下，为促使国民
党改组成功，两人竞走到了一起，且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从1922年起，孙中山为了使日薄西山
的国民党起死回生，重新担当起拯救中国的重任，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与
毛泽东，一位是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毛泽东此时正在全力
以赴，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的进程。这样，历史的机遇让他们见面了。1924年1月，在广州，国民党“一
大”召开，两人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中会面了。尽管年龄、资历、身份上差异大，但两人
却志同道合，力排众议，一心为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以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而团结奋斗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讨论党纲党章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孙中山亲自指定毛泽东、李大钊
、廖仲恺等参加章程审查委员会。当会议讨论章程审查报告时，国民党右派提出了“本党党员不得加
入他党”的跨党案。这一提案意在排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破坏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合作。为了促
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维护孙中山重新开创的革命大业，毛泽东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
与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申明：我们愿来加入国民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
了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在讨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毛泽东发言指出，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
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既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会议
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主动、积极与认真的态度，在讨论各项提案中，发表了不
少中肯的意见，为大会所吸收。最后，在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中，就有毛泽东的名
字。大会选举结果，毛泽东与李大钊等十位共产党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候补中
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大业，努力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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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当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要求
国共两党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之际，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在北上途中，于。1925年3月病逝在北京。孙中
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国民党右派在即将发动北伐战争的紧要关头，却背弃了孙中山的
遗训，背离了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破坏了国共合作。在这逆流翻滚，黑云压城的关键时
刻，以毛泽东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联合以廖仲恺、宋庆龄为首的国
民党左派，力挽狂澜，继续战斗。虽然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将革命进
行到底，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毛泽东始终铭记孙中山
这位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也始终未能忘记孙中山这位先行者的革命遗训，他在所写的《纪念孙中山
先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在对党内
同志所作的讲话和报告中，一再充分肯定孙中山在发起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面所立下的丰功伟
绩，充分肯定孙中山为推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1960年8月，毛泽东在同胡志明
的谈话中说道：“我们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子。我们只崇拜
孙中山，因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1966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
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主张推翻满清，也搞武装斗争。保皇党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两个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
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肯定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功绩，肯定孙中山先生为推进国
民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并非笼而统之地加以肯定，而是加以具体分析。首先，毛泽东肯定
孙中山为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作出的贡献。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与日本文学代表团谈
话时指出：“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这寥寥数字虽然是对历史事实
的简单描述，但却道出了孙中山对建立同盟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1906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毛泽东在所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文中．对这场论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
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使用
“旗帜”一词，可以说是对孙中山在论战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肯定。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
的革命派曾领导了数次武装反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毛泽东仍肯定其积极意义．他在《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从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
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这些起义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次，毛泽东对辛亥革命这场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历
史功绩作出了科学的评价。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的整体分析与论述之中
。他告诫人们，在分析这场革命时，先要把它放到当时国内国际的大背景下看待，这样，才能为后来
这场革命的发展与失败以及它的历史功绩的评价定好位。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
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
运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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