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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改组后中国国民党的党务运作
!!!以中国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的政治动员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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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政治精英们利用在广东已有的政治
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采取组织控制(建立外围组织(利用合法舆论和政治纲领以及受训控制等多种手
段!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党化教育!以人力资本(精神力量弥补了自身资源不足!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动员效果"

但由于盲目发展党员!党员素质良莠不齐!基层组织散漫!凡此种种!无疑降低了国民党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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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然而#关
于政治动员的内涵#却各异其说#界定不一% 如美国
学者詹姆斯3\3汤森&布兰特利3沃马克认为.政
治动员是指)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
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

'A(A)#

% 在国内#一种观点认
为#)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
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
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

'#("#

% 尽管表述不完全一
致#但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些基本构成要素#如动员主
体&动员客体&动员目标&动员手段&动员效果等则是
大家所认同的% 本文拟以中国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的
政治动员为典型个案#以动员手段和动员效果为切
入点#剖析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东的组织规模及其
党务运作%

一
政治动员手段#即动员主体为实现政治目标所

采取的影响动员客体的策略&方式&途径% 动员手段

在政治动员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政
治动员的主要内容% 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了担负起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重任#在政治动员实践
中#采取了多种动员手段#以期进一步扩大在根据
地$$$广东的政治影响%

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孙中山等人在国内主要
忙于以护法为主的军事活动#党的组织发展和党务
建设的重心无疑在海外%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AG#H

年#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
国民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地方党务#扩大党的势
力% 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各省&市&县&区党部组
织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同时指派了各省临时执行委
员会筹备人员#各地党务渐有起色%

在各省之中#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务发展较快的
当属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 这既是革命形势
推进的结果#更是国民党人刻意努力使然% 他们利
用在广东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
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鼓动民众积极参与#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 国民党人在广东进行政治动员实

A#A



践过程中#采取的动员策略&方式&途径如下%

AI组织控制%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要把中国
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的
革命政党%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
章,#可以说既是国民党的组织法规#也是国民党进
行组织活动的规范% 国民党改组之初#广东各县市
党务工作#由中央党部直接管理#中央组织部派员到
各地组织党部% AG#" 年A) 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
党部成立#全省党务遂由省党部负责#国民党在广东
的工作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组织控制过程中#其动员模
式主要是按照组织的层序性结构#由上而下一级级
地推动下去% 其组织运行的模式是.广东省党部

!

县&市党部
!

区党部
!

区分部#广州因是国民党中央
党部所在地#建立的是特别市党部% 此外#还设有三
种特别党部.一是军队系统#如黄埔军官学校#湘军
讲武学堂#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等#皆建立了特
别党部-二是产业或职业系统#如产业系统方面有兵
工厂&粤汉铁路&广九铁路等特别党部-三是行政机
关系统#如国民政府&审判厅&两广盐运使署等特别
党部'!(!A*

% 此种特别党部的隶属范围#依其性质地
位而定#关系全国者归国民党中央直辖#关系广东省
者则隶属于省党部%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成为组织
比较健全&领导体制比较完善的政党#尤其是区分部
作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加强了党员之间和党员与
党之间的联系#改变了过去国民党的活动纯属党员
个人活动的情况#使党的活动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认
识到政党是扩大政治动员最有效的制度化手段之
一% 国民党人利用政党这种先进组织#通过政党的
组织化&规范化渠道#使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
成员积极投入到国民党的政治生活中来% 如参加罢
工的沙面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逐渐觉
悟#全体加入国民党#编为广州市第九区十三分部%

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国民党的民
主运作程度较前大为改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动员
渠道的畅通#推动了国民党政治发展的组织化进程#

奠定了政治动员的社会和组织基础%

#I建立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国民党在广东开展
党务活动的支持性结构#借机进一步壮大国民党的
势力% 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
公开之非党团体#如工会&农会&俱乐部&会社&商会&

学校&各级议会等类团体中#国民党员须组织党团#

在非党团体中扩大本党势力#宣传本党主义#并指挥
其活动%

AG#H年# 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建立了工人部#

廖仲恺兼任部长% 工人部在广州大力进行统一工会
的工作#逐渐建立了铁路工会&海员工会&起落货工
会&轮渡工会&建筑工会&油业工会等B)多个工会%

AG#H年!月#在国民党工人部主持下#召开了广州
工人代表筹备会议#"月A日会议正式召开#孙中山
亲临大会作报告%

AG#H年# 月#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部#第一
任农民部长是林祖涵% 农民部建立后#积极开展农
民运动#在广东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AG#"

年" 月#国民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
会$$$广东省农民协会% 正如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
第一次全会通过的+各省区党务报告决议案,所评
价的.广东省国民党党员均努力于农民运动#在政
治&经济&教育上对农民运动都制定了纲领%

在学校方面#国民党人创办了党立大学#即广东
大学#后来并成立了特别党部#至AG#"年"月#正式
成立分部*个#有党员!@)余人% AG#@年H月#广东
大学特别党部进行改选#在发表的电文中称.)在事
实上领导青年运动的最高学府之党部#其所负时代
的责任#自非常重大% //以后当努力整顿内部之
组织#训练党员*#并号召大家积极促使中山大学成
立#)使成为孙文主义之重心#国民革命之大本营#

以负担政治上及文化上之使命*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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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方面#黄埔军校实为国民党培养党军干
部的摇篮#党化色彩自然特别浓厚% 军校本部设有
党代表#代表中国国民党执行并监督国民党政策的
实施-设有政治部#规划并主持政治教育与宣传% 正
如AG#H年@月蒋介石在对第一期黄埔学生所讲的#

)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两重的训练合在一起*

'"(#)#

%

!I利用合法舆论和政治纲领进行政治动员%

国民党人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孙中山多次强调宣传
的重要性#他认为宣传就是)言语文字的奋斗*#与
)用枪炮去奋斗*一样#是)为本党主义奋斗的事
业*

'@(!HG

% 为此#国民党人在广东创办了自己的党报
+广州民国日报,#党刊方面有+中国国民党周刊,&

+党声周刊,&+党务月报,等#他们利用这些言论机
关#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五
权宪法等政治纲领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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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广东国民党人还举办各种政治性演讲会&

报告会#邀请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领导人物发
抒党见#宣讲时事#介绍党务发展% AG#H年B月#国
民党农民党员在广东大学礼堂开联欢会#孙中山&廖
仲恺等应邀出席联欢会#并发表了演说% +广州民
国日报,记载当时的情景.)痛快淋漓#掌声不绝%*

AG#@年#月#广东航空局特别党部第三分部为了解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内容#特邀恽代英到
会宣讲#党员)对于恽代表之演讲#异常留意#演至
淋漓痛快时#鼓掌之声达于户外#亦一时之盛
状*

'B(

% 有时#他们还利用一些特殊事件#举行游
行&示威#扩大国民党的政治影响% 如AG#"年A月#

为促使国民会议召开#国民党中央致函广东国民会
议促成会#定于#月#日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国
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要求多打标语#标语内容
为.)人民有提出要求自身利益之机会4*)要求人民
代表参加善后会议4*)反对列强恐吓中国人民之示
威4*等等'*(#@#

% 通过国民党人的宣传鼓动#广东各
阶层民众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社会民主氛围逐渐
形成%

HI受训控制#主要通过灌输&培训&强制性学
习&教育等手段来进行党化教育#提高民众的政治意
识#使人们对外界刺激产生一种习惯性反应#进而指
导人们的行动%

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多次提到他的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 为了使)以
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孙中山
非常注重宣讲工作#自AG#H年A月#B日起#在广东
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广东大学"礼堂开始宣讲三民
主义#至*月#H日止#共讲A@次#即民族主义六讲&

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 每次演讲#孙中山要
求党&政&军人员和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分批前来听
讲% 为了争取广大青年#使青年接受国民党党义的
教育#AG#H年*月#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提出#在
秋季开学后#举行一次青年党员测验#测验范围为
)党之道德*& )党之知识*& )与对国事之见解*%

AG#H年B月#陆军军官学校招考兵工科分队长#要
求报考人员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必考科目有三
民主义%

AG#H年* 月#为了加大党义的宣传力度#广州
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精心制定了宣传计划大纲#形式

有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 口头宣传包括部长及职员
之演讲&宣传员之演讲&指导员之演讲&名流之演讲%

文字宣传包括散发印刷品&在机关报发表意见&编纂
课本&创作小说&影剧院之广告&图书广告&发行刊
物&举行征文等% 演讲和宣传的目的是要将三民主
义&五权宪法及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等内容广为传
播#以唤醒民众%

AG#@年"月B日#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召
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化教育的提案#其具体办法
有.学校增设政治训育部#施行政治训育-组织中国
国民党童子军-举行总理纪念周与政治报告-规定三
民主义为必修课#每周时数至少要占")分钟#高级
小学以上学校加授政治教育&社会科学及三民主义#

每星期A")分钟以上-并提出请教育行政委员会立
即审查各校现行教科书#有背于中国国民党党义及
政策者#应令抽出#不准讲授#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
中国国民党党义和政策为中心'G(

%

国民党在广东采取的多种形式的受训控制#使
广大民众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形成一种)定势*#一方
面培养了他们对国民党的认同心理#另一方面提高
了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使他们产生有利于革命和
民主的政治态度#随时随地都能响应国民党的号召#

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

二
政治动员作为动员主体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

具#其动员效果直接影响到政治目标的实现% 国民
党改组后#为了改变过去组织不健全&党务不发达的
状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在广东进行了广泛的政
治动员#通过多条渠道#充分挖掘民众的潜在动能#

以人力资本&精神力量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取得
了非常好的政治动员效果%

其一#国民党在广东的组织建设纠正了过去人
自为战的错误#建立了巩固的基层组织% 国民党改
组前#从事革命斗争数十年#却屡屡失败#他们总结
经验#认为)并非主义的失败#乃是由于党的组织未
备#党员训练未周之故*

'A)(H!)

#因而难以发挥一个革
命政党的作用% 为此#国民党在改组过程中#对组织
建设非常注重%

国民党改组后#组织秩序逐渐建立#而且组织结
构的特色也逐步明朗% 从中央党部到各级党部#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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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委会到各级执行部#建立起各自的管辖区域#

以专责成#因此#)党的功用大为改进#党员时时有
团结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而且各级机关
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
关之指挥而集中力量#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

'AA(

#从
而改变了过去国民党的政治动员只注重上层#其活
动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局面% 据统计#到AG#@年
A#月#广东省的国民党党员人数达A*'!@G" 万人#

县&市党部!包括特别区党部"为GA处!含AA 个筹
备处"#区党部计"*)处#区分部计H#GA处'A#(A*G

%

其二#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增
强民众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
持% 由于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高度重视#)对于
组织&宣传农民#均积极进行#分派农民运动特派员
于各地#努力工作#农民亦渐次认识本党#确能为农
民群众努力#切实与本党合作#故全省农民运动渐入
于发展期*

'A!(

% AG#"年"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
表大会特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谢.)贵党执政及
改组以后#确定辅助农工之政纲#一年以来#农民公
开组织之发展#遂有一日千日之势% 本大会谨以纯
挚诚恳之情向贵党表示谢忱#及革命的敬礼*#并表
示要为国民党政府出力% 事实也确实如此#)孙总
理出师北伐&双十节平定商团叛乱&广东农民均能协
助政府*#)刘杨之役#与两次东征#平定南路#肃清
反动派等#皆得农民之协助*% 蒋介石也承认#在东
江&南路作战中#若)没有农工的帮助#国民革命军
也决不能成功这样快*

'A!(

%

其三#国民党在广东建立起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近代中国#广大民众长期处于分散落后状态#在政治
动员中#国民党在广东通过建立各种组织#把分散&

孤立的个人结合成整体#对国民党组织的巩固和党
的声势的扩大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香港海员罢
工后#国民党就吸收了香港&广州&汕头三地约
A#)))名海员加入党的组织#特别是国民党一大后#

不少工人&农民加入了国民党% AG#"年A)月#广东
省党部就该省党务报告做出决议#指出.)本党自改
组后一年余以来#党务之进行确已有长足之进步#

//特别农工运动方面#收效尤大#而商民&青年&妇
女三部亦有相当之发展#使吾党在民众中之稳固基
础#得以树立*

'AH(

% AG#@ 年A# 月#杨匏安在+中国
国民党广东省组织部一年来工作报告,中指出#广
东省的)区党部&区分部皆在农村中设立#于此可见

本党组织更由城市发展及于乡村#确立本党势力根
基*#并且国民党人)到处努力工作宣传#使各地民
众皆接受本党的主张#组织起来#作成种种运动#尤
以农民运动为最普遍#工人运动次之#青年运动&商
民运动&妇女运动#亦各有相当的发展%*

'A#(A*G

可以说#政治组织是民众走向政治参与的桥梁%

改组后#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广大
民众的政治热情#使他们产生了超越自我的冲动和
力量#积极地参与政治% 同时#广东的广大民众在实
际参与中#也学会了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
关心政治#提高了参与政治的自主意识#为他们以后
积极地投身于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
诚然#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的政治动员#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但其在组织发展和党务运作方面的局限
也十分明显%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党务负责人员也是
十分清楚的%

首先#表现为盲目发展#党员素质良莠不齐%

)许多同志不负责的随便拉人入党#不问其人如
何*#结果)将革命之党#变成乌合之众*#因为)许多
党员入了党#自己还不知道的#有些人入了党连国民
党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没有看过*

'A"(

%

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之数量虽已增加#而党员之实
质却未见扩大#党之活动范围虽已发展#而党员之实
际工作尚少*% 既然不少党员连自己何时入党都不
知#或者连党的最基本规章都未看过#就更不可能明
白和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的职责% )因党员不
明白党的纪律#故虽有深严纪律载在党章#亦等于具
文*#)因为党员不明白党纲与政策#固有适合国情&

为民众谋利益之党纲与政策#仍不能使党员切实奉
行#甚至有与党纲政策背道而驰者*

'A@(

%

其次#不少基层党部组织散漫#行为失范#作用
低微#办党人员敷衍塞责乃至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广东省党部+关于党务之决议文,明确指出.)党员
不明白组织之意义#故虽有完善之章程#仍不能使党
的组织巩固#如各级党部之组织#皆极其松懈#名为
基本组织区分部#亦几乎等于无组织#甚至有许多党
员误认严密之组织为束缚太甚者%*

'AB(广州特别市
党部组织部长孙科也在一份关于基层组织建设的提
案中这样说道.)遍查市属各区分部#办理得宜#运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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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灵敏者#寥若晨星-而虚应故事#别具作用者#比比
皆是#似此情形#甚非先总理改组本党而以区分部为
基本组织之本意%*

'A*(

AG#" 年A) 月#广东+各地党
部报告议决案,也提到.)各县及市党部因缺乏指导
及监督党员之能力#而党员又不明了党的组织#常自
由离去自己所属之党部所在地而不报#因以致党部
常不知党员个人之行止#无从造具详细精确之党籍
册*#因此要求)各县及市党部须严重责令各下级党
部依照总章规定#按期召开会议&征收党员&监督党
部&阅看党报*

'AG(等% AG#@ 年A 月#谭平山在中国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指出.

)广东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所属的区分部#都呈
一种松懈的现状#因为不能执行他的职权#故渐渐形
成散漫%*

'!(!!H

再次#部分党务负责人借党部以营私#违背党的
纪律% 例如广州特别市第二区党部负责人郑汉宜#

既不奉上级党部批准#也不召开党员大会#擅用本党
部名义从事某种政治活动#将基层党部置于)其个
人处分之下#实违背党纪显然之点*

'#)(")G

-广东惠来

县党部执行委员方汝楫&方凤巢&方如桂&林雪棠&吴
星光等人#)平日包槛!揽"词讼#掠货分赃//种种
不法行为叠被呈控在案*-还有人)自加入国民党以
后#每施其刁滑手段#私组党军#谋害农会*

'#)("B)

%

AG#@年#月#广东省党部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在会
议讨论过程中#涉及党员不良行为的提案为数不少#

如惠来县党部方汝楫藉党营私案&台山县旅省党员
李祝云等呈控刘裁甫历任劣迹案&东莞改组委员会
伪造党令案&汕头市党部提出该会执行委员辛乐民
卷款潜逃请开除党籍严令通辑案&阳江县党部筹备
员符国光阻抑人民入党案等% AG#@ 年H 月AH 日#

广东省党部特发布+告诫党员训令,#指出.)事实上
党员往往因不明了党员之地位与应尽之责任#至以
入党为求荣利之捷径% //不独破坏本党之纪律#

减削本党之势力#失却民众之信仰#实于国民革命前
途#发生莫大之障碍*#因此要求党员)不得越权过
问非分之事#务须遵守纪律努力工作*

'#A('!"(

% 凡此
种种#无疑降低了国民党的整体素质#对国民革命产
生相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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