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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

周　游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市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双十节”纪念,在延续战前凸显“党国”符号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变化.在

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彰显民族主义,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动员,对外也与盟国

共庆,将“双十节”的民族主义意象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义意象融为一体.在“双十”叙事中,国民政府延续

战前纪念中对辛亥革命领袖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并将“辛亥精神”发展为“抗战精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

也借继续神话孙中山,和凸显其“革命尚未成功”说,将孙－蒋连接,推衍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

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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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是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政治符号,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节庆的活动和诠释中常常会有及

时的反映.民国时期的“双十节”纪念就是如此.民国初年,“共和”肈建,北京政府以“共和”诠解

“双十节”,表面是对人民民主、民族和解的高扬,实际上却意在彰显袁世凯势力在各种政治力量中

的核心地位.当袁的核心地位受到质疑,国民党等先后与之分道扬镳,“共和”便日益徒有其名,北
京政府的纪念也日渐形式化和趋于萎靡.而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将“双十节”界定为彰显本党功勋

的“革命”节日,虽曾一度认同北京政府的“共和”解释,却貌合神离.“宋案”发生,国民党发起“二次

革命”,“革命”更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后来国民党在南方建立革命政权,“双十节”的意义更由

一般性的“革命”,发展到与党的系谱相联系的强势符号[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训政”的需要,“双十节”纪念趋于“党国”化,原先纪念中叙述革命先

烈的历史,逐渐被国民党的建国历史代替,“党”与“国”紧密结合在一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双十

节”纪念中开始出现救亡的元素[２].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难日益加重,国民政府不得不

面对民族救亡问题,在“双十”纪念中,救亡意象也日益凸显,并随国内外形势演化而出现新的变化.

一、“双十节”纪念活动中救亡的凸显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双十节”纪念活动中,仍延续战前凸显“党国”符号的内容.如在抗战

初年,南京市党部及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各界“双十”纪念会上,就有“三民主义万岁”、“中国国民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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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等口号[３].国民政府中枢纪念会,党国要人都会参与,并行升旗、“恭读总理遗嘱”、向“党、国旗

鞠躬”等礼仪[４].
与战前不同的是,抗战期间的“双十节”纪念活动,更有对内凝聚民心、进行民族救亡,对外联合

盟邦反法西斯的用意.
对于民众,“双十节”是国民政府凝聚民心,进行民众动员,增加抗战力量的重要方式.１９３７年

“双十节”中枢纪念会,林森在演讲中即号召为抗战将士募集慰劳金及伤病难民棉衣,动员全民为抗

战效力[５].同时,浙江、陕西等省党部通电各界,开展扩大劝募棉衣、劝购救国公债运动[６].到抗战

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提倡国防科学运动,并于“双十节”中予以凸显.１９４２年“双十节”,为扩大国防

科学运动,宣传部贴出“加紧科学建设,充实国防力量”、“提倡科学要发挥组织的效能”、“提倡科学

要发挥分工合作的功能”等标语,对民众进行动员[７].１９４４年抗战即将结束,为动员广大青年参

军,政治部于“双十节”编印特刊,由该部和渝市所属政工单位,用宣传列车绕本市宣传.在该列车

中,除有播音、展览和歌咏各项目外,并陈列各战场的胜利品、宣传漫画、标语等.同时,为增加效

果,还有军中实验剧团,在较场口广场公演话剧«黎明之前».除此,还邀请民艺剧团表演大鼓、相
声、魔术等民间艺术[８].国庆节中这些节目的加入,一方面增加了节日的氛围,一方面吸引更多的

观众前来观看,在不知不觉中,将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灌输给民众.
除直接动员外,国民政府国庆不忘国难,寓“救亡”于联欢、游艺等节目之中.１９３７年“双十

节”,湖北省党部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化悲歌咏大会”,观者达千余人.参加表演者除“集体演唱救

亡歌曲外”,还化妆对歌曲中之情节进行表演.这种节目形式,受到各界一致好评[９].１９４２年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实验剧团及中央青年剧社,为庆祝“双十节”,特于１０日晚在广播大厅与实验剧院公

演«荣誉军人»[１０].
放映爱国电影也是激发民族主义、凝聚民心的重要方式.１９４０年“双十节”,国民政府政治部

电影放映队、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制片厂特地于国庆期间放映爱国电影[１１].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晚,政治部放映队在重庆市中心区放映«获得洗礼»、«湘北大捷»等爱国影片[１２].
此外,政府在广播节目中也凸显救亡意象.１９４２年“双十节”,中央国际广播电台播放话剧“自

由万岁”[１３].１９４３年“双十节”,排有女童唱«华夏英雄»与混声合唱«重庆双十»等节目.该台在“时
事述评”中播讲«今年的双十节»,对“此历史上伟大之一日,寄予无限之热望”[１４].

国民政府“双十节”的阅兵,也成为鼓舞士气、激励抗日斗志的重要方式.１９３９年国庆前,国军

取得湘赣大捷,军民欢欣鼓舞.基于此,国民政府于此年“双十节”进行阅兵,以鼓舞民族士气.晨

８时,蒋介石在重庆检阅军队,其夫人宋美龄陪同,川康军政首长邓锡侯、贺国光、刘文辉、王缵绪及

外宾多人观看阅兵[４].本次阅兵,仪式甚为简单,媒体报道不见细节.但其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如

蒋在接下来的训词中所言:希望军民把握时机,矢志于报国革命之神圣任务[１５].
国民政府还通过国庆授勋来激励国内抗战有功的将领,如１９４３年“双十节”,国民政府授勋于

抗战名将,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白崇禧、阎锡山、李宗仁等也名列其中,显然意在激发民族斗志和抗

战精神[１６].
说到国庆授勋,国民政府还曾以此手段联络友邦,争取外援.抗战初期,中国孤军奋战,盟邦、

外援都很少,１９３７年“双十节”授勋名单中,德国人占大多数[１７].彼时德国尚未与日本结盟,英、美
对日本侵华战争抱以绥靖、观望态度,德国在军事上对华有所援助,工业上签订多项协议,所以授勋

以巩固这种难得邦谊.随着日德结成轴心国家与同盟国全面对抗,世界大战日益扩大,中国与英美

关系逐渐拉近,国庆授勋的外国人转为同盟国人士.
为表现与同盟国共同抗击轴心国的意志,国民政府还通过驻外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如

１９４０年“双十节”,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起招待会,英朝野名人与各国外交家如阿特里、薛西尔、李滋

罗斯、诺尔贝克、麦斯基等均到会.郭泰祺大使在会中做了重要演讲,马格里菲发表演说,提出“应



以最大力度支持中国最后胜利”[１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邦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地位更加重要.对此,盟邦为表示与中国关系,开始

主动积极参与庆祝中国“双十节”.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晨７时４５分,费城为庆祝中华民国诞生３１周

年,在独立厅特鸣自由钟３１响.后由美最高法院推事陶格拉斯发表演说,他表示“自由钟非仅古迹而

已,此乃吾人自暴政获得自由与不惜任何代价保持此自由之象征,此乃团结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之象

征,此乃彼辈希望他日仍能享受自由者之警钟,使其明了今日必须不惜生命,以维护其自由.”“此一时

刻,为中华民族诞生三十一周年之黎明.”中国在庆祝其“双十节”时,并未沦为附庸,仍为一独立奋战

之国家.当年“双十节”,更见中美合作,打击“自由民族之公敌”.“吾人今日鸣钟以庆祝中国国庆,并
愿与中国同胞共同宣言,自由之人类必将继续自由独立,吾人将团结一致,使自由遍漫全球”[１９].对

此,«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人民为友邦在国庆日鸣自由钟,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美国

自由钟声响彻全球,“打动了我们以及全世界爱好自由,正义与和平的人们的心弦”[２０].
同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于其寓所,招待美、英、苏及其他联合国家海陆军高级军官,

一起庆祝“双十节”.美国总统参谋长李海、全美舰队总司令金氏、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安诺德等均

赴宴.是日晚,在纽约卡耐基大厅,中美三千余人共同纪念中国“双十节”,并举行联合援华大会.
大会由美国援华委员会主席麦克菲主持.主席台后悬挂有联合国三十余国国旗,大会开始后,遂有

人将中美两国国旗,移至主席台上.“参加大会群众由乐队及歌咏队领导,合唱中美国歌”.会中,
主席宣读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来电,电文希望“中美两国能团结战胜强敌,并团结重建世界.”同时,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均发表演说.其中格鲁希望中美能够“共同建设未来的世

界”[２１].
到１９４３年,中美英关系更加紧密.伦敦为庆祝“双十节”,特举办援华音乐会,并由英国广播公

司向全世界播放[２２].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于圣保罗大教堂“领导到会群众

向中国伟大抗战遥致敬意”.魏道明于会中宣读林森故主席遗嘱,以示中国抗战精神.教堂内高悬

中国国旗,会众在会中高唱中国国歌[２３].
“双十节”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共和、民族独立的标志,凝聚着民族主义意象,抗战时期对

“双十节”的庆祝,有鼓励民气、激发民族斗志的民族主义面相;抗战时期又是联合国家抗击法西斯

侵略的时期,作为同盟国,它们与中国共同纪念“双十节”,使民族性的面相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

义面相融为一体.

二、对“辛亥精神”的阐释及其与“革命精神”的连接

除了纪念活动外,国民政府通过文牍、刊物等传播媒介,对辛亥革命进行阐释.在其阐释内容

上,与以往有延续,有发展.
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国民党延续以往,把辛亥革命、建国与孙中山、国民党连接起来,指出

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以先知先觉之资,“怀救国救民之愿”,领导志士进行革命,最终推翻满清,建立民

国[２４].
到抗战时期,贫弱中国与强大日本的斗争需要一种坚强的精神和意志,使国民政府更加注重对

辛亥革命精神进行强调与阐释.
例如,对孙中山所讲述的熊秉坤打响第一枪的事件,在抗战时期不断被重述.１９３８年“双十

节”中枢纪念典礼,林森在讲话中就讲述到:从前总理告诉我们,武昌起义时,作为新军排长的熊秉

坤,看到本党花名册被瑞澂搜去后,知道事情紧迫,联络革命同志,想要发难.由于没有子弹,熊向

退伍朋友借两盒子弹分给革命同志,发起武昌起义,攻破武昌.林森说总理很重视熊秉坤身上体现

的辛亥革命精神,认为“这不是子弹的力量,乃是革命精神的感召”[２５],并多次表示,打破武昌者,
“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２６].



国民政府以“辛亥精神”接引当下,将“辛亥精神”与“抗战精神”连接起来,以为抗战服务.王宠

惠在１９４２年“双十节”总结辛亥革命教训时,这样论述辛亥革命精神,“辛亥革命之胜利,证明精神

之伟力.辛亥之时,本党无武力,无财力,而除手枪炸弹以外,亦无所谓武器,即军民首义,实力与清

军相较,何啻天渊.然本党能以弱胜强,以寡克众者,所恃惟总理之精神,惟革命之精神而已.当总

理海外归来之时,中外人士有说其携款若干者,总理但云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而已.此种精神,即
精诚无间百折不回之精神,即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即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精神.此革命精神,即
民国开国之精神,亦即今日总裁领导抗战之精神”[２７].

从王这段对“辛亥精神”的论述来看,“辛亥精神”有三层意思:第一,“辛亥精神”指孙中山不断

为革命奋斗的革命精神,即“总理奋斗精神”;第二,“辛亥精神”指国民党先烈开国之革命精神,即
“党人革命精神”;第三,“辛亥精神”指当前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全面抗战的“抗战精神”,这是“辛亥精

神”的时代化.
“辛亥精神”因时而异,因当下需求而被不断加以充实.在抗战时期,“辛亥精神”在国民党人叙

述中的另一个面相,就是“抗战精神”.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建国,辛亥革命先烈发动革命是为建

国,抗战也是为建国,“抗战即革命”.故就精神层面上讲,“辛亥精神”与“抗战精神”有同样的目的

和作用.处于抗战时期,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国家的生存”,而“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取得抗

战的胜利,此种决心,“即吾抗战之精神也”[２８].此种精神,是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精神保障,
也是中国人民“团结卫国、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之新精神”[２９].

为此,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为革命奋斗的传统,自然成为“辛亥精

神”叙述的源头.国民政府特别强调孙的革命精神.林森在１９３８年“双十节”讲话中指出,目前抗

战时期,在心理上“要继续发挥总理的革命精神”.在武昌首义以前,总理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然而

他从不气馁,失败一次,革命的决心“坚定一次”.因此,到武昌首义,便一举成功[３０].在１９３９年

“双十节”讲话中,林森再次强调,“我们要发扬总理的革命精神”,并以此作为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

使命的重要任务之一[３１].
“辛亥精神”除了“总理精神”这一源头,还需要执政的国民党的“党人精神”,在国民政府看来,

这是以党为核心凝聚抗战意识所必需的.所以在国民政府的诠释中,“辛亥精神”是国民党先烈的

革命精神,而非其他人群的精神.１９４１年孙科在“双十节”纪念中指出,我们要继承武昌起义时革

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精神,实现抗战建国[３２].何应钦在１９４２年“双十节”表示,在抗

战今日,应追怀革命先烈创造民国之精神和其奋斗之忠勇事迹,我国家民族之万事不拔之基,也由

此而奠立[３３].张群在１９３９年“双十节”文章中指出,辛亥革命精神的基础,是建筑在“共同的信仰

之上”,这个信仰就是三民主义[２６].张又在１９４０年“双十节”纪念文章中言:“革命精神者,即为我

革命同志同具之精神”.他对“辛亥精神”的因素予以分析,认为“辛亥精神”应具备三个因素:第一

为“革命之主义”,即三民主义;第二为“革命之目的”,即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第三为“革命之信

念”,即“总理之信念”,即坚信“共和革命”为世界潮流也.张指出有“崇高之主义,明确之目标,坚定

之信念,而后有辛亥革命之成功”[３４],而这些也正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三、“革命尚未成功”说的凸显及“孙－蒋”连接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渐神化孙,使其成为“国父”.“双十节”纪念中加入“恭读总理遗嘱”、
“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等仪式,他留下的主义、遗嘱也成为万世不易之真理.到抗战时期,国民

政府在“双十节”纪念中,仍延续这一传统,继续神化孙中山.如１９３９年国庆纪念宣传大纲中,国民

政府就表示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总理遗教和施行政策须“坚决的完全的接受”.[３５]潘公展在

１９４０年“双十节”中说道,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即是国父孙中山所创的三民主义,它不仅是抗战的

最高原则,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应走的“唯一大道”[３６].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这样的建国理想一直未能实现.孙中山去世后,他留

下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遗言被国民党反复征引,以作勉励之用.但另一方面,“革命尚

未成功”说也成为国民党及其领袖进行标榜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话语.抗战时期“双十节”纪念中,国
民党就凸显“革命尚未成功”说,在勉励国人的同时,来为自己合法性张目.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但三民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

前.因此,林森在１９３８年“双十节”讲话中就强调,在纪念“双十节”的同时,要努力完成“我们的使

命”,即实现三民主义和完成国民革命.这也是总理与辛亥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实现

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的目的,国民革命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手段[３７].
要完成革命,须民族、民权、民生三民并举,而抗战时期国民党凸显的是民族主义.在“双十节”

纪念中,国民党对孙的民族主义做出进一步解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非狭隘的中国民族独立,更
有世界和平、安定的涵义.蒋介石在“双十节”«告同胞书»中表示,孙中山毕生倡导革命,目的是要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孙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

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个大责任就是要使世界形成一个大同之治[３８].
照这样来看,革命远未成功,孙中山的“志业”(革命),“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３０].在国民

党的表述里,暗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正传,孙的未竟之业也只有国民党才能完成.
“革命尚未成功”,国民政府把抗战诠释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蒋介石表示,根据孙中山遗教,

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任务,在完成国内的统一;第二阶段任务,在完成民族的独立.而

现在抗日就是为实现民族独立[３９].陈诚在１９３８年“双十节”纪念文章中指出,孙中山倡导革命５０
余年,第一步是推翻满清专制统治,这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完成的;第二步是铲除军阀,肃清封建势

力,这是“领袖秉承总理的遗志”完成的;抗战是国民革命的第三步,这次工作的使命便是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这也是孙中山和“革命先烈的遗业”[４０].从革命阶段上来

看,革命也未成功.
辛亥革命之目标,也是今日抗战之目标.“而今吾人之大敌,亦即当时之大敌”[２７].因此,在抗

战时期,就要努力完成建设,以实现主义.王宠惠表示要“以驱逐日寇贯彻民族主义”,“以政治建设

完成民权主义”,“以经济建设实现民生主义”.只有三个主义同时并举,才能达成“真正自由平等之

目的”.[４１]蒋介石也表示,“抗战即革命”,要使抗战胜利与革命完成“毕其功于一役”[４２].
在“革命尚未成功”说凸显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努力建构革命谱系,把孙－蒋连接起来,把神化

孙中山发展为神化蒋介石,建构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使其个人崇拜合理化.
王觉源在１９３９年“双十节”纪念文章中就称:“孙中山先生创造民国,蒋委员长复兴中国,故蒋

委员长为孙先生之唯一继承者.”如果说“孙先生为三民主义的创造者,则蒋委员长便是三民主义的

实行家.”[４３]王宠惠也于是年以同样的方式强调:“二十八年前在先总理的领导之下,为创建中华民

国而苦斗;目前在总裁领导之下,为保卫我们二十八年前所创建之中华民国而奋斗”,两者时间虽

殊,“情形虽异”,但同为国民革命之一部分.辛亥革命是为实现三民主义,抗战也是为实现三民主

义[４４].
与强调当下和把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相比,国民政府还将蒋介石的“革命”事迹向

前推进.如１９４０年«中央日报»社论就如是叙述.该文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斗争和

建立广州革命根据地做一叙述,而革命还未竟全功孙就“不幸”中道而逝.幸而“天佑中华”,“总裁

亲承总理遗泽”,创办黄埔军校,“继而提师北伐”,完成统一,定都南京.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国民

政府结束军政,实施训政[４５].
吴稚晖在强调蒋介石承继孙中山衣钵的同时,更以美国华盛顿、林肯相喻.吴言道,华盛顿在

美国“演出了七月四日的新国庆”,他的继承者林肯则实现了美国人的自由平等.而在中国,孙中山

通过四十年的努力,造成了中华民国的“新国庆”,其意义与华盛顿朝晖相映.希望世界爱好和平自



由的人,“能帮助我们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蒋介石先生”成为第二个林肯[４６].
国民党主席林森去世后,蒋介石于１９４３年“双十节”就任国民党主席,蒋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在权力和威望上也达到巅峰.是日的«中央日报»社论以历史的“必然逻辑”来建构革命谱系.社论

认为孙－蒋连接是“中国近五十年史的必然逻辑”:有了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才有中华民国的

肇造.有了中华民国的肇造,才有总裁继承国父遗志,领导北伐大业的成功,摧毁军阀割据之局”,
才使中华民国能统一于“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全国同胞真是万幸,先有国父,后有总裁这样崇

高伟大的领袖,始能建民国,御外侮.”[４７]孙中山之功,在于领导辛亥革命,肇建民国.蒋介石之功,
在于承袭遗志,“提师北伐”,“达成第一期革命任务”,而抗战建国的第二期任务还须在蒋介石领导

之下进行[４８].
抗战时期孙－蒋的连接,是国民政府对权力谱系的重构,也是蒋介石权力和地位提高的表现.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强调“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民族主义主张,也是其试图

建立集权统治的重要表现.
在国民政府的表述里,它是辛亥先烈遗业的继承者.正如１９３７年«中央日报»社论所表述,２６

年来,“本党一直从事建国工作”,全国人民在国民党领导下,“一心一德”,已形成“牢不可破的整

体”.[４９]在抗战时期,全国党政军民,要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

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携手抗战建国[５０].
国民政府所言“一心一德”和上面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为国民政府集权统治提供依据、寻找借

口.王宠惠在１９３９年“双十节”纪念文章中表示,如今已不同于２８年前,三民主义已“深入人心”,
全国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领导之下”,“一心一德”为抗战建国奋斗[４４].王觉源也指

出,十年来各种党派集团思想的斗争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一个政府”作为重心,来肩负历史重务;只有三民主义思想方法,最适合中国环境;只有坚持“国家至

上,民族至上”现代国家原则,才能在蒋委员长的带领下,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４３].这样,在国民政

府的论证里,中国实行“三个一”已成为历史的趋势.
在“双十节”纪念中,国民政府要人经常用“三个一”的主张来进行动员.如何应钦在１９４１年

“双十节”纪念文章中就希望全国军民,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领导之下”,发扬辛亥革命

精神,抗战到底,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５１].
“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提法,是国民政府进行集权,排挤其他政治势力的重要借

口.“一个政府”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是三民主义;“一个领袖”是蒋介石.这“三个一”都凸显了

国民政府抗战不忘集权的特质.
综上所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救亡时期的“双十节”纪念,在延续战前凸显“党国”符号的同时,

也有一些新变化.在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彰显民族主义,进行凝聚民心、
调动民力的动员,对外也与盟国共庆,将“双十节”的民族主义意象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义意象融

为一体.在“双十节”的叙事中,国民政府延续战前纪念中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
对“辛亥精神”进行阐释,赋予其新意,并将辛亥革命精神发展为“抗战精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

抗战不忘集权,藉继续神化孙中山,和凸显他的“革命尚未成功”说,将孙－蒋连接,推衍出孙中山正

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合法性.通过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

节日、辛亥革命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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