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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共合作形成  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俄国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也推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阀之间矛盾日渐加深。在北方，以吴佩孚为代表的新兴的直系军阀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军阀之间的矛

盾迅速扩大；在南方，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滇系军阀唐继尧之间的联合破裂。随着唐又转向孙中山，孙中山再度燃起了重兴护法军的愿望。

1920年6月3日，孙中山与唐继尧等联名发表反桂宣言，并很快劝说正在福建漳州地区的粤军陈炯明夺回广东。眼见各方反桂形势高涨，一

心希望返回广东的粤军将领陈炯明自然也积极响应。8月12日，粤军在福建漳州誓师，开始分三路回粤讨伐桂系军阀。仅两月时间，陈炯

明就在广东各界的支援下占领了广州。讨桂战争大获全胜。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人从上海到达广州，次日即重组军政府，重新开始倡言护法，但孙中山很清楚，“现在大

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他主张建立正式政府，用武力打倒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因此，他回到广州后，日夜操劳，一

心准备建立新政府。  

    1921年4月7日，经过数月筹备，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军政府撤销，孙中山次日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宣告

组成正式政府，并呼吁各国政府承认广州新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之政府。  

    广州政府成立后，先是征讨了广西桂系残余势力，统一了两广，接着孙中山便在广西桂林设立了北伐大本营，积极筹划乘胜出师，开始

讨伐北洋军阀。但是，作为粤军将领的陈炯明并无北伐之心。为有助于劝说粤军帮助北伐，孙中山不得不把大本营牵至广东韶关。但就在

孙中山开始北伐，并占领了江西赣州和吉安，直逼南昌之际，陈炯明突然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组织军队反击陈炯

明，但因孤立无援，最终只得于8月9日离开广州，重回上海。痛定思痛，孙中山深切地感到他必须要学习苏俄。在从广州返回上海的船

上，他就对随行人员表示：“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  

    孙中山一向对俄国革命抱以同情。在此之前，他曾同波波诺夫、马林等多位来自俄国的代表进行过谈话，也正是从他们那里得知了许多

有关俄国革命胜利原因的说明。因此，一到上海，他就开始积极同俄国代表进行联络。在同马林等人反复交谈之后，孙中山同苏俄全权代

表越飞通过通信交换了相互的看法。在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即《孙文越飞宣

言》，表明了联俄的态度。孙中山从此明确告诫党内同志：“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联俄的同时，孙中山也开始实行容共政策。孙中山回到上海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已经确定了联合国民党

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马林在与孙中山的交谈中，也特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的强烈愿望。

对此，孙中山表示赞赏。同时，考虑到共产党新近成立，人数较少，孙中山很难接受两党联合的合作办法，马林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以

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受到孙中山的欢迎。1922年8月，李大钊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明确表示：“你尽管

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自此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他们中不少人担任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职务。陈独秀等人被任命为宣

传委员会委员，李大钊被指定负责国民党在北京方面的工作。在马林的劝说下，孙中山同意借鉴苏俄共产党的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为

此他特别邀请了共产党人参加研究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当然，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由于陈炯明被打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政府，一直拖

到苏联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后才全面展开。  

    早在与越飞的通信和会谈中，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苏俄在人力上和物力上援助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春天，苏联政府也向孙中山明

确表示了提供援助的态度。鲍罗廷及其随后来到广州的大批军事顾问，就是苏联政府根据孙中山的要求派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和广州政府

的。  

    鲍罗廷等人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鲍罗廷曾长期在欧美从事革命活动，斗争经验丰富。因此，他刚到广州，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孙中山公开讲：我们要革命成功，就要学俄国的方法来组织与训练，因为要学俄国的方法，所以我请

鲍罗廷来做我党的训练员。“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经过鲍罗廷的推动，1923年10月25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改组特别会议。孙当场宣布仿照苏联共产党的办法，成立中央

执行委员会，特派国民党人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和共产党人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

委员；以国民党人汪精卫、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以及共产党人李大钊为候补委员，并以该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

同时，他又正式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请他起草国民党的党章。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孙中山主持了第一次会议。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和酝酿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于11月25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不仅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次大会，而且也是明白昭示国共两党

正式合作的一次盛会。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数尚不足500人，但与会的正式代表中，共产党员的人数已达到25人之多，约占全体代表人

数的11％。不仅“一大”宣言、国民党党纲、党章均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和研讨，而且大会上孙中山亲自提名李大钊为主席团五委员之

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毛泽东等还分别为中国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最后选举正

式的与候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42人，其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沈定一、于方舟10
人为共产党员，已接近全体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一。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分设执行部，指

挥监督各地党务之进行。会议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

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改为海外）、军事八个部和秘书处。其中组织部部部长为谭平山，宣传部部长为戴季

陶，工人部部长为廖仲恺，农民部部长为林祖涵，青年部部长为邹鲁，妇女部部长为曾醒，军事部部长为许崇智，各部部长下设秘书，一

半均为共产党人。国民党改组工作对共产党人作用之重视，可见一斑。  

    国民党“一大”的顺利进行，显示孙中山“以俄为师”所进行的改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政纲，都较此前国民党

人的主张更加趋向革命化。宣言和政纲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二求国内各民族之

平等，“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

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当以孙中山主张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为原则，实行普遍

选举制，必使一般平民共享权利，即必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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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则坚持孙

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主张，强调凡规模过大，或具有独占性质之企业，当由国家管理之，必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

之生计，同时必须提高劳动者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宣言明确强调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待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

胜，盖无可疑者。”  

    不难看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正在向着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方向迈进，它不仅预示着一个新的国民党正在诞生，

而且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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