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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讲讲国民党。国民党跟蒋介石有非常密

切的关系。现在有的年轻人因为对当前的政治有看

法，而去怀念国民党时代，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不

管怎么样历史总是在进步，相对于大清王朝与北洋军

阀，国民党绝对要强很多。同样共产党能取代国民

党，自有其优长。我们如果撇开其他不谈，只从一个

政党的能量来讲，共产党绝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

党。我个人研究国共两党的历史，越研究就越佩服共

产党，太厉害了。国民党确实不是共产党对手。

国民党要是从兴中会、同盟会追溯下来，那历史

比共产党悠久很多。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

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

行改组。改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苏联的体

制，二是容纳共产党。这时共产党刚成立不久，还是

个小党。当时国民党号称有二十万党员，而共产党只

有几百人。我们讲“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国民党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谈什么“合作”，没把共产党放在

一个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我容纳你进来就是了。但是

这样一个局面只有一两年时间就改变了。最初，共产

国际、斯大林还担心，共产党几百个人融入到二十万

人的国民党里面，不是被湮没了吗？但是你想不到，

共产党很快就反客为主。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

候，国民党的党员都想往上挤、往上爬，共产党则告

诫他的党员，说我们不要跟国民党争那些权位，我们

要往下走。所以当国民党那些党员都往上爬的时候，

共产党很快就把国民党省市以下的地方组织占领了，

很快就形成了“包办”的局面，整个国民党的地方组

织都被共产党控制了。控制到什么程度？党部的名字

还是国民党党部，但是里面的核心干部都是中共党

员。中共中央可以直接给国民党党部下文件，发指

示，让他们做什么。而且当时国民党党员的发展也是

由共产党控制的。共产党在替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时

候，几乎是来者不拒，然后从进来的党员里面，挑选

优秀的吸收为共产党员。所以当时有句话说“国民党

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当时共产党就提出，你要想加

入共产党就先加入国民党，我们考察考察，合适的才

让你进来。开始的时候国民党不承认跟共产党的“合

作”，但到北伐战争前夕的时候，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

“国共合作”了。不仅承认“国共合作”，国民党人还

感觉到强烈的危机感，他们觉得共产党已经反客为主

了。除了中央是国民党的，下面全是共产党的，而且

下面党部的经费还全是国民党中央来掏。当时国民党

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是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长本来是汪精卫，汪精卫不知道怎么对毛泽东这么信

任，让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你想中央组织、宣传这

几个要害部门都让共产党人来干，尤其是组织部长管

人事，所以国民党地方组织几乎为共产党人所控制。

所以1927年蒋介石如果不用武力清党，清共，共

产党已经准备自己“坐江山”了，觉得已经差不多

了，很快就可以控制国民党了。陈独秀有一个重大的

失误，这个失误也跟苏联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他以为

组织上的控制就是成功了，把枪杆子完全不当回事

情，完全没掌握武力，而蒋介石方面仅仅是因为掌握

了武力，一下就翻盘了。所以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

毛泽东深刻地感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过去讲

蒋介石清党杀了多少共产党员，现在来看，当时杀的

蒋介石和国民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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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精确的统计，一般的说有二三十万。当时共产

党的组织比较严密，中共党员的数据是有精确统计

的，总计不到六万人，就算把青年团的人加进去，也

不过十余万人。如果蒋介石清党真的杀了二三十万

人，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杀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的有志青年。越是国民党里面有理想、肯干的就常常

被蒋介石误以为是共产党把他杀了。所以清党对共产

党固然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打击

同样严重。因为当时的组织系统全部是共产党包办的，

一清党，一分共，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整个就瘫痪了。

所以国民党清党，自己也伤了元气，很长时间都

没恢复过来。1927年的时候国民党号称有一百万党

员，清党以后，减少了一大半。到1937年的时候，国

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十年了，只有26万党员，再加上几

十万的预备党员，也只有五十万。共产党1949年解放

的时候有多少党员？将近500万。到1959年，执掌政

权十年以后是1300万。控制这么大一个国家，国民党

力不从心。

还有一点，因为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加上原来

国民党又被共产党控制，所以他对党的这套系统始终

是不太信任。而且党的系统开始是由汪精卫、胡汉民

掌握，国民党内在很长时间里面有个说法“无胡、

汪，不成党”，就是说没有胡汉民、汪精卫不成国民

党，也就是认为胡汉民跟汪精卫才是党的领袖，而蒋

介石只是个军事领袖而已。所以蒋介石对党务系统始

终是不大信任，他认为军队是最有用的，因为他的经

验证明掌握军队、掌握武力是最有用的。而且他认为

军事的组织非常有效率，有层层的节制，所以他认为最

理想的社会也应该按照军事的组织来组织，所以他搞保

甲制度，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这么层层地递进，将全

国民众按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他认为这套组织是最有

用的。所以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军轻党。

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党员很多很年轻，当年

国共合作的时候受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激进，所

以他觉得不可靠，不大放心，所以他也不大想让这些

年轻党员去从政。所以他搞党政分开，形成两套系

统。按道理讲国民党本来是学苏联的，体制跟共产党

很相似，但是蒋介石执政以后将党、政两个系统分

开。除了中央是党政合一以外，省以下党政都是分开

的，省党部、省政府，县党部、县政府，两套班子、

两套人马，互不干涉。党部系统只负责办党，政府系

统就负责行政。国民党党员开始的时候不干，因为国

父孙中山讲过，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国、以党治

政，党部就应该管理政府。但是蒋介石说不行，会乱

套，党不能干预行政。可是党不管行政就成了空架

子，成了清水衙门、闲差，没有实权，不能干预行

政，尤其关键的是党不管干部。我们知道，党管干部

是中共的绝招。但是国民党没有这样，人事权党也不

能干预。而且国民党的行政系统里面，基本上是“长

官负责制”，任命你为县长，那么县政府的整套班底由

你个人去组织。当时有一个人，蒋介石想让他当一个

省的省主席，他说我当不了，因为一个省主席下面的

人马、班底要上千人，我根本就没人，所以当不了。

国民党名义上有考试院，本来是想管人事的，但实际

上根本管不了。而且蒋介石还有一条，凡是政府里面

任职的公务员，不管入党没入党一概视为党员。既然

大家都是党员了，就跟大家都不是党员是一样的感

觉。与非党员相比，党员没有优越感，没有优先权，

他为什么要入党？国民党规定，军队官兵必须全部集

体入党，但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就不一样，官兵的党

员比例一般控制在15%到25%之间，不能多了，这样

才能够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才能拼

命去干。

从党章看，国民党的组织制度，跟共产党几乎是

一模一样的。国民党制度上也规定要过组织生活。基

层组织，共产党叫支部，国民党叫区分部。但是国民

党的组织生活几乎流于形式，党的作用越来越小。比

如你从这个地方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你应该转

组织关系，条例上都非常清楚，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会

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入党太容易了，你只要想加

入随时都可以加入。换一个地方，如果上面要求，他

又加入一次；再换个地方，他又加入一次。因为一个

人可能多次入党、出党，所以党员人数是笔糊涂帐。

你不要问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他讲有几百万实际

上是不大可信的，没办法精确统计。有一次国民党中

常会决议说开除某某党籍，过了半个月，在下一次的

中常会记录里面又说，上次开除的那个人，经查证，

他不是国民党员，开除错了。当时有的人在国民党的

党系统里面受到党纪的处分，却根本不影响他在行政

系统里面的职务，被开除党籍了，他的行政职务还

在，甚至还升迁了。党的系统完全就是虚拟化的，根

本起不了实际的作用，当然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不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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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事了。

共产党还有一个绝招是党指挥枪，枪始终控制在

党的手上，这点国民党也没做到。北伐时期，他们也

学苏联的那一套，在军队推行政工制度，但是1927年

分共以后就名存实亡了，因为国共合作时期，军队政

工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清党、分共以后，把共产党人

全部清走了，政工干部也都没了。后来国民党也不再

重视，慢慢就在无形中消失了。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

试图恢复，但始终达不到共产党的效果。咱们不要小

看共产党的这套政工制度。比如说抗战时期，日本鬼

子在中国境内作战，稍微掏点钱，就能让中国的老百

姓替他搞后勤、搞运输，而国民党军队一到哪个地

方，老百姓早就跑了。蒋介石发过感慨，他说我们在

自己的领土上作战，我们的老百姓居然不能配合我们

的军队，反而被日本所利用。关键是国民党军队没有

一套得力的政工系统来做民众宣传。

当然仅仅是宣传也不够。后来国共内战的时候，

比如淮海战役大家都知道，当时中共是60万兵力，歼

灭了国民党的80万军队。实际上根据共产党的文件记

载说，当时除了60万军队之外，还有更为庞大的民众

的支援系统。就民众这部分来说，当时总共动员的民

工是543万，担架21万副，挑子301万副，牛马717万

头，大小车辆881万辆，还有筹集粮食9.6亿斤，其中

4.3亿斤是直接运送到前线的。这么庞大的一个民众的

支援系统，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所以他怎么跟共产

党打？而且共产党会把“发动群众”运用得出神入

化。毛泽东讲共产党的几大法宝里面，有一条叫群众

路线，还真不要小看，国民党恰好没有。因为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时候，民众运动这块也控制在中共手上。

当时国民党中央有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妇女

部、青年部，叫“五部”，具体的工作几乎全部是中共

包办。所以把共产党清出去以后，国民党的民众运动

系统也就瘫痪了。而且关键的一点，后来蒋介石说，

我们不能再搞民众运动了，我们搞不过共产党，共产

党运动民众太厉害了，我们如果也搞民众运动的话，

只会又落在共产党的手上，所以干脆不搞。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知道共产党有阶级斗争理

论，把人群按阶级对立起来，肯定有一部分要站到共

产党这边来。但蒋介石不是，第一他不承认有阶级，

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第二他说国民党是代表全民利

益，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全民利益里面，

国民党既代表农民也代表地主，既代表工人也代表资

本家。这个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在当时阶级确实存在

的情况下，你有意地把它模糊起来，实际上是什么效

果呢？是两不讨好，两边都不买账。地主说我这个土

地不是国民党给我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或者是我自

己买的，他绝对不会感谢国民党；农民当然也不会感

谢他，你又没给我土地。共产党就不一样了，共产党

把土地从地主手上转移到农民手上，农民当然觉得这

个土地是共产党分给我的，我要死心塌地跟着他，如

果共产党失败了，土地就会被地主夺回去。工人、资

本家也是，当产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国民党就左也不

是，右也不是，工人指责他，资本家也指责他。所以

到头来，他号称是代表全民的利益，结果是全民里面

没有哪一个阶级感觉到国民党代表了自己的利益，那

也就谈不上他有什么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所以阶级

斗争、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共产党的绝招；枪指挥党，

党管干部，这些都是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相比的。

我们说国民党在1949年失去了中国，但是严格来

讲，国民党在统治中国的22年间，从来就没有真正意

义上统治过全中国。抗战以前，他真正控制的地区是

江苏、浙江，对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是基本

上控制。另外像1931年以后的东北，1935年以后的华

北，实际上被日本控制了，还有中共的根据地，还有

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以及两广、四川等，分

别被共产党、地方实力派、或者是日本分割了。当时

的地方实力派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

独立王国，只是派一个代表常驻首都南京，通风报

信，仅此而已。抗战时期国民党跑到西南去了，大部

分国土沦陷了，他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就更小了，也

就是西南地区。抗战胜利以后，很快就国共内战。所

以实际上在国民党22年的统治里面，他没有真正意义

上地统治中国。

这是就“广度”而言。再看国民党的统治“深

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抗战以前他的政权基本上只到

县政府这一级，政令从中央下到省，从省下到县政

府，就再也不能往下推行了。那时一个县的面积比我

们现在的县要大，人口一般有二三十万，但县长下面

只有六、七个正式编制的干部，根本没有办法推行政

令。县下面的乡村政权很多就更是形式上的了。比如

我们过去说国民党搞保甲制度太厉害了，跟特务系统

一样很厉害，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联保连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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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地控制起来多厉害啊。但那基本上是纸面上的、

制度上的，在实际层面上根本就没真正推行。在当时

的交通以及通讯条件下，要把全县这么大范围里面的

人口，按十户一甲、十甲一保把它编组起来，要多少

人力、物力？当时一个县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而

且那个时候县长更替非常快，省主席或民政厅长换

人，该省的县长就要跟着换掉一大半，所以国民党时

期县长的平均任期还不到一年，一般只有七、八个

月。一个县长上台以后，赶紧捞一笔就准备走路。省

里面也会派人下去检查，看保甲搞了没有，但是很容

易对付。在县城几条主路的边上，钉几个牌子：“第几

甲第几保”，检查员看一下也就回去了。更高明的有些

县政府上面催得很紧，干脆就造假，把一些中小学的

学生名册拿过来，按照学生名册上的名字当户主，十

个户主就编成一甲，十甲编成一保，名册都编好了，

实际上全是作假。所以国民党时候，人口数也是一笔

糊涂账。

我们说共产党搞土改，国民党不搞土改，当然在

这里有一些政策和利益考虑。但是按国民党的人力、

物力也做不到。比如当时国民党很想把全国耕地的实

际面积测量一次，看看到底有多少土地，但后来发现

没有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根本做不到。他使用的土

地黄册是明朝时候编的，《鱼鳞图册》是明清两代传下

来的。政府要根据《鱼鳞图册》来收田赋。但是已经

过去几百年了，变化有多大呢？而且那些《鱼鳞图

册》还不控制在政府手上，是地方上的吏役世代相传

的，可能几百年前被这个家族控制了，父亲传给儿

子，儿子传给孙子，就这么传下来，被当作宝贝一

样。国民党政府曾经想把《鱼鳞图册》收归国家，收

归政府来控制，但是做不到。政府试图强制收缴，地

方吏役们就以烧毁相威胁。所以全国的土地也是一笔

糊涂帐，田赋也很难收上来。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到抗

战初期的十来年间，中央考虑到田赋不易征收，干脆

就不要了，让各个省政府自己去收。地方政府本事大

的就多收一点，本事小的就少收一点。直到抗战后

期，才把田赋收归中央。所以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我

们今天叫执政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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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8页）体系建设来说，现代性的这些基本价值

和基本精神绝对不能放弃。追求科学民主，实现公平

正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不可动摇的价值

指向。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固然值得

我们借鉴、吸收，但这种思潮对现代文化精神所进行

的解构和否定，则是不能随意接受的。

显然，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不能代表文化价值发展

的方向。真正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应是现代文化精

神的合理综合与提升，而不是放弃现代文化精神。对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不是处在后现代而是

处于前现代，因而要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冲破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

素质，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思想观念，如

理性观念、法制观念、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正意

识、权利与义务意识等。可以说，唯有这样的思想观

念才是现代民族精神和现代文化价值的真正体现。

因此，今天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应当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所谓时代性，就是要使文化建

设贴近时代与生活，引导人们注重活动的文化追求，

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品位，促进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使文化建设顺应现代化的潮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熔铸出新的文化精神，以求在一种

宽广的人文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和全

面进步。总之，要推进民族精神的合理发展，既要充

分注意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警示，又要审慎对

待后现代主义所作出的结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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