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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孙中山训政之不同

李 跃 新

摘 要 年蒋介石 北伐后便借口 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
,

开始 了其长达 年之久的
“

训政
” 。

蒋介石一再声称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

并标榜其 ,’政
”

是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继承
。

其

实
,

蒋介石的 “

训政
”无论在原则上

,

还是在内容及目的等方面
,

和孙中山都截然不同
。

蒋介石是以

个人独裁专制基改了孙中山主权在民并还政与民的
“

训政
”

初衷
。

关键词 蒋介石 孙中山 训政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
,

孙中山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中正式提出了
“

革命程序论
” ,

将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分为
“

军法之治
” 、 “

约法之治
”

和
“

宪法之治
”
三个时期

。

后来又在

《中华革命党总章 》中首次明确使用了
“

军政时期
” 、 “

训政时期
”

和
“

宪政时期
”

的概念
。

年
,

由他主持制定的《建国大纲 》
,

把其革命程序理论更加系统化
,

其刻意强调的训政思想亦随之成

熟
。

令人痛惜的是
,

由于孙中山的过早去世
,

其独具中国特色的
“

革命程序论
”

未能得以实施
,

其

孜孜以求的训政思想亦未能得以贯彻
。

孙中山去世后
,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

并随之建立了法西斯独

裁政权
。

蒋介石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其法西斯独裁统治
,

打出了继承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旗号
。

年 月 日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称
“

根据总理建国大纲实施
‘

训政 ”, 。

同年 月
,

国

民党中常会和南京国民政府第四次国务会议分别通过了《训政纲领 》和《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

政宣言 》
。

年 月
,

国民党
“

三大
”

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
,

训政时期开始
。

直到 年国

民党
“

行宪国大
”的召开

,

国民党
、

蒋介石长达 年的
“

训政
”

统治方告结束
。

蒋介石一再标榜
,

他是以最诚恳
、

最忠实的态度在总理面前接受总理的遗训
,

并 自诩他的

,’ 政
”

是继承孙中山的精神
、

实行总理的主义
、

贯彻总理的主张
。

果真蒋介石的
“
训政

”

理论及

其实施诚如他自己所美言的是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继承吗 通过以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蒋

介石的
“

训政
”

与孙中山的训政是迥然不同的
。

,
、

不同的训政原则

孙中山的训政原则是主权在民
。

早在 年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即明

确规定
“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 〕
。

后来在讨论《中华革命党总章 》时又强调指出
“

我

们建立 民国
,

主权在民
,

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
” 。

以后又多次重申
,

丰富了这一原则
。

年初
,

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宣言明确指出
“

若国民党之民

权主义
,

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

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
,

均

得享有一切 自由及权利
。 ’

心 〕总之
,

孙中山训政的原则和核心是主权在民
。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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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
、“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民主主义
” 。

闭

蒋介石 ,’ 政
”

的原则与孙中山有着根本的不同
。

蒋介石把
“

以党治国
”

作为其
“

训政
”

的根

本原则
,

即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来
“

训政
” 。

年 月
,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的《训

政纲领 》就明确规定
“

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
,

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

权
,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

以政权托付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

指

导监督国民党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
,

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之
” 。

很显

然
,

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是

,’ 政
”的最高指导机关

,

而国民政府只不过是
“

训政
”

的执行机关而已
。

后来由国民党
、

蒋介石

包揽的
“

国民大会
”
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 》

,

把由国民党
、

蒋介石包办的
“

训政
”

法律化
。

年

颁布的《五五宪草 》更是赋予蒋介石
“

政治
、

军事
、

财政
、

外交
、

司法等一切大权
” 。

这样
,

蒋介石

便以国民党的专政和其个人独裁的训政原则取代了孙中山的
“

主权在民 ”
的训政原则

。

二
、

不同的训政 实施 程序

起初
,

孙中山设计军政三年
,

训政六年
,

后来在革命实践中曾一度放弃了这一方案
,

以至在

年颁布的《建国大纲 》中便没有规定建国三阶段方略的具体年限
,

而是以实际工作的完成

作为进展的条件
。

关于训政的实施程序
,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 》中规定
“

凡一省完全底平定之 日
,

则为训政开

始之时
,

而军政停止之时
” 。

即训政始 自一省
,

并以一省完全平定之时为训政开始之时
。

凡一省

全数之县皆达完全 自治者
,

则为宪政开始之时也即训政结束之时
。

至于全国范围内训政结束的

时间则是当
“

宪法既定
,

总统
、

议员举出之后
,

革命政府当归政与民选之总统
”川之时

。

关于在训

政时期实现宪政的途径
,

孙中山主张应 自下而上搞好地方 自治
, “

今建中华 民国 ⋯ ⋯必筑地盘

于人民之身上
,

不 自政府造起
,

而 自人民造起也
。

⋯ ⋯先谋上梁
,

其道至危
” 。

而蒋介石在
“

训

政
”

时期实现宪政的途径则是 自上而下
,

由中央及省及县 这无疑把孙中山所设计的实现途径

颠倒了
。

至于蒋介石
“

训政
”

结束的时间
,

年 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曾拟定
“

训政时

期为 年
,

最迟应到 年完成
” 。

然而
,

此后国民党
、

蒋介石却制造种种借 口
,

将
“

训政
”

结

束的时间一拖再拖
,

直到 年
“

行宪国大
”

的召开才最终宣布各省的
“

训政
”

结束
,

实施宪政
。

蒋介石的
“

训政
”

长达 年
,

这显然与孙中山的设计相去甚远
。

尽管蒋介石的
“

训政
”

历经

载
,

却无一县达到孙中山《建国大纲 》所规定的 自治程度
。

至于
“

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 自治者

则更绝对没有了
。

因此
,

也就没有一省达到宪政开始时期
” 。 。〕

三
、

不同的训政内容

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 自治是孙中山训政的基本 内容
。

他在《中华革命党总章 》中就明确指

出 训政时期
“
以文明治理

,

督率国民 建设地方 自治
” 。

仁川这点在《建国大纲 》中亦有明确规定
“

在训政时期
,

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各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 自治
” 。

关于地方 自治的具体内容
,

《地方 自治实行法 》详细规定了地方 自治开始时期的具体工作
“

清户 口
,

立机关
,

定地价
,

修道路
,

垦荒地
,

设学校及各种合作事业
” 。 〔, ’〕待这些工作完成以后

,

其人民接受选举
、

罢免
、

创制
、

复决四权之训练
,

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
,

誓行革命之主义者
,

得选

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
,

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 始成为一完夕 自治之县
。

一完全 自

治之县
,

其国民便有直接选举
、

罢免
、

创制
、

复决之权
。

儿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 自治者
,

则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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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宪政开始时期
。

在此时期
,

由国民代表选举省长为本省 自治之监督
,

同时中央政府完成设立

行政
、

立法
、

司法
、

考试
、

监察五院
,

以试行五权之治
。

当全国有半数之省份达到宪政开始时期
,

则开国民大会
,

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

宪法颁布后
,

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
,

即国民大会

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
、

罢免权 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
、

复议权
。

这样全国范围内训政结

束
,

宪政全面开始
。

蒋介石标榜其
“

训政
”
是继承总理遗教

,

实行地方 自治
,

甚至宣称也要训练人民行使选举
、

罢免
、

创制
、

复决四权
。

而事实上
,

他所宣扬的地方自治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是相去甚远的
,

蒋

介石所宣称的地方 自治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即心理建设
、

伦理建设
、

社会建设
、

政治建设
、

经济

建设
。

所谓心理建设
,

即确立
“

知难行易
”

的哲学观念
,

推行
“

力行
”和

“

诚
”的哲学

。

蒋介石指出

,’, 口理建设就是国民精神建设
,

为革命建国的基本
,

⋯ ⋯为什么要讲心理建设呢 主要是要改变

国民的气质
,

提起积极精神
,

确立 自信力行革命
。

⋯ ⋯只有
‘

力行
’

方能克服一切困难获得最后

效果
。

但
‘

力行
’之起点在于

‘

诚
’ , ‘

诚
’

是出于不忍之心
,

发于不能自己之势
,

⋯ ⋯这二个诚字就

是力行之精髓
,

可以克服一切
,

战胜一切
” 。 〕总之

,

蒋介石
“

力行
”

哲学的精髓是
“

诚
” , “

而
‘

诚
’

的实质又是要人民在不识不知中盲目地服从他
,

盲目地去行
” , ‘〕成为自愿接受其独裁统治的

奴隶
。

所谓
“

伦理建设
” ,

即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教化国民
。

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要把古时的五伦

和现时的伦理相结合
,

打倒 自私 自利的个人主义 以扫除革命建国的障碍
,

并进而改进人民的

行为
,

恢复 民族固有的道德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

蒋介石的
“

伦理建设
”

所要达到的真正 目的就

是要人民的行为顺乎国民党及其个人的独裁统治的秩序
,

否则就予以打倒和
“

扫除
” 。

至于
“

社会建设
” ,

按蒋介石的说法是以
“

组织保甲及社会法定团体为基础
,

以推行地方 自

治开始实行法的各项基层工作为要务
” 。 〔, 〕可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把

“

社会建设
”

演变为专

事推行保甲制和新生活运动了
。

而蒋介石所宣扬的
“

推行地方 自治开始实行法的各项基层工

作
”

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

保甲制
,

始于宋朝
,

为元
、

明
、

清等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

作为强化其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
。

清

王朝被推翻后
,

民国初期
,

由于时局动荡
,

中央政府更迭频繁
,

保甲制未能得 以很好地实施
。

国

民党
、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
,

为维护其独裁专制的统治秩序
,

便把保甲制作为国粹拣起
。

国民党
、

蒋介石的保甲制规定
,

每县设若干区
,

区内设保甲
,

十部为甲
,

十甲为保
,

一户犯
“

罪
” ,

诛连各

户
。

保甲制的基本职能为监视
、

控制人民
,

进行党化教育
,

摊派苛捐杂税和训练地方武装
,

是维

护蒋氏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
。

起 自 年的
“

新生活运动
”

是蒋介石
“

社会建设
”

的基本内容
。

它以
“

礼义廉耻
”

为中心
,

使全国衣食住行的 日常生活训练与改革当中
, “

彻底做到
‘

明礼义
,

知廉耻
、

负责任
,

守纪律
’

这

几件事
·

进而达到强
,

固民力
,

其目的在求中国国民之
‘

现代化 ”’〔,‘〕实事上
,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

的真正 目的乃在于用封建伦理道德来禁锢人民的思想和言行
,

使中国人民规规矩矩地听命于

国民党
、

蒋介石的愚民政策和独裁统治
。

关于
“

政治建设
” ,

蒋介石 自诩是 以孙 中山《建国大纲 》为法典
,

以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为起

点
,

以民政
、

财政
、

教育
、

建设
、

军事各项事务为内容
。

甚至宣称
“

我国政治建设必须树立五权宪

法与全民政治的基础
,

不受空洞的口号所愚
,

不被虚伪的形式所惑
,

循序渐进
,

笃实践履
,

始可

以使中国臻为现代民主国家而跻身于国际社会之林
” 。

然而
,

国民党
、

蒋介石 年
“

训政
”
的事

实却充分证明
,

蒋介石上述冠冕堂皇的高论只不过是一派谎言而已
。

蒋介石
“

政治建设
”

所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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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履的结果非但未使中国
“

臻为现代民主国家
” ,

相反却使中国陷于更加封建
、

更加专制的法西

斯境地
。

在
“

,

经济建设
”

方面
,

蒋介石声称要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为全国经济建设的纲领
。

在基层

工作上
“

应根据地方 自治开始实行法之遗教
,

以查户 口
、

量土地
、

兴水利
、

辟荒地
、

造森林
、

辟交

通
、

教工艺
、

推行合作管理粮食并且实施积谷制度
,

为地方经济建设之初步
、

而以人尽其才
、

地

尽其利
、

物尽其用
、

货尽其流为目的
,

推行经济建设
。

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下
,

当然应遵守民生

主义的办法
,

而以平均地权工作为一切经济建设之中心
” 。 ’〕

上述所谓平均地权
、

反对垄断等一系列保证民生主义的措施以及各项经济建设的纲领
,

只

不过是国民党
、

蒋介石政府借以大肆发展垄断资本的幌子罢了
。

众所周知
,

自从 年南京蒋

记反动政权建立后
,

蒋
、

宋
、

孔
、

陈四大家族便借助手中的权力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
,

聚敛了大量的资本并垄断了国家的财政
、

金融
、

工矿
、

交通等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

四大家族对

国民经济的垄断
,

严重破坏了国计民生
,

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

而绝非如蒋介石所标榜

的
“

着眼于防止垄断和增进大多数人的生活
” 。

四
、

不同的训政目的

孙中山训政的目的是民主共和
,

为此他还专门把其训政与
“

开明专制
”

作了比较
“

开明专

制者
,

即以专制为 目的
,

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 目的
,

此所以有天地之别也
” 。 〕

按孙中山的解释
, “

共和之真义在使人脱离奴隶
,

凡百政制以民为主
” 。 〕不过在孙中山看

来
,

广大群众多是
“

不知不觉
” ,

还不懂得如何行使民权
,

不知道怎样当
“
皇帝

” ,

做
“

主人
” , “

此革

命方略之所以有
‘

训政
’时期者

。

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
” 。

叫所以
,

在孙中山看

来
,

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和能力
,

政府当训导之
,

以行使其选举权
、

罢官权
、

创制权和复议权
。

以

民为主
,

还政与民
,

这就是孙中山孜孜以求的训政目的之所在
。

谈到蒋介石
“
训政

”

的目的
,

他 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表示
,

就是要实现
“

一个主义
,

一个政党
,

一个领袖
”
的独裁统治

。

他声称
“

我们中国要在 世纪的世界生存
,

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
,

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
,

自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
” 。

他还强调
“

我们在革

命时代不能不以党专政
,

只有用一个党
、

一个主义来号召
,

来领导
,

才能挽救我们全国和全民族

的危亡 ” 。 〕同时
,

蒋介石还强调指出
“

党
、

政
、

军只能有一个领袖
,

不能有两个领袖
” 。

勿庸置

疑
,

这个独一无二的领袖只能是他蒋介石 自己
。

这样
,

一个领袖便成为一个主义
、

一个政党的核

心了
。

为了更好地实现一个主义
、

一个政党
、

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
,

国民党
、

蒋介石还制定了相

应的法律
、

法规
,

并倾其全力付诸实施 推行新生活运动
、

保甲制
、

建立新县制
、

扩充庞大的军

队
、

建立密布全国的特务组织
,

甚至不择手段地唆使其爪牙 大搞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
。

他们宣

称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
,

蒋介石所代表的就是总理不朽精神之寄托的全部志事
, “

我

们服从领袖
,

就是服从国家
,

信仰领袖就是信仰国家
”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
,

蒋介石
“

训政
”

的

目的与孙中山训政的 目的有着截然之不同
。

孙中山训政的目的是民主
、

共和
,

而蒋介石
“

训政
”

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恰恰相反
,

那就是独裁和专制
。

显然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

通过上述对孙中山与蒋介石训政的原则
、

程序
、

内容
、

目的等方面的剖析
,

我们不难看出
,

蒋介石改变了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初衷
,

把孙中山的训政引向了歧途
。

他借继承孙中山遗志
、

完

成孙中山既定《建国大纲 》的革命方略之名
,

而行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之实
,

欺世盗名几十年
。

勿庸讳言
,

孙中山思想中有轻视民众的一面
,

他认为广大民众
“

不知不觉
” ,

不会享用民主

政治
,

因此应由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来抚育
、

训练之
,

由国民党来以党治国
,

以党训政
。

这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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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阶级局限性的结果
。

其实
,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
、

以党训政的本质是用三 民主义治国
、

训政
,

且

国民党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统治权的训政时期内
,

应该使中国的政治逐渐民主化
,

而决非使其

日益独裁
、

专制化
。

同时
,

国民党在实施训政过程中所应采用的亦为民主政体
,

而非个人专政
。

可是
,

蒋介石却歪曲了孙中山
“

以党治国
”

的内含和训政的本意
,

把
“ 以党治国

”

变成了
“

以蒋治

国 ” ,

把
“

以党训政
”

变成了蒋介石独裁专政
。

很显然
,

这和孙中山的训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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