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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书从立项研究到编写完成，经过10多年时间，于l991年出版。
20年后承蒙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借此机会做几点补充说明。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史学界泰斗何干之教授已经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蒋介石”
等专题展开研究。
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原因，何干之教授过早去世，这项研究便夭折了。
进入新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从北京师范学院归队，在胡华教授领导
的中共党史系任教。
胡华主任带领全系师生开拓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新路。
我所在的“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由彦奇教授主持讨论学科建设的方案时，我提出了“研究中国国民
党历史”的一些设想。
彦奇教授及教研室同仁均表示赞同，作为一项设想与其他课题研究方案一并提交系务会议讨论。
经过研究讨论，胡华很看好这项课题的研究前景，便作为拓展学术领域、开设新课的一个课题项目确
定下来，何干之教授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在胡华教授统领下的新生的中共党史系“从头越”，开始
了研究的新历程，最终形成了这部著作，何干之教授的愿望没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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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同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全国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
市高校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民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曾撰写《邓小平对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历史贡献》、《中国政党制度论纲》等论文百余篇；著有《国
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陪都风雨——重庆时期的国民政府》、《辛亥
革命史纲》；合著《民国史二十讲》、《“一国两制”与海峡两岸关系》；主编《爱国抗日三将军》
等书。
分别获得全国、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多项科研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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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
第一编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章 中国同盟会时期
 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以反满为主要旗帜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二、兴中会及其他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第二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一、中国同盟会成立的经过
 二、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及实施程序
 三、同盟会的性质和特点
 第三节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国内外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二、同盟会的宣传活动与改良派的论战
 三、组织武装起义
 第四节 同盟会内部矛盾及其影响
 一、两次倒孙风潮与重建光复会总部
 二、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第五节 武昌起义的成功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努力的失败
 一、武昌起义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临时约法
 三、同盟会的涣散和妥协潮流的出现
　　⋯⋯
第二编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北伐大革命
第三编　国民党的十年统治
第四编　国民党的抗战与“建国”
第五编　国民党专制内战政策的总结破产及向湾体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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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节 同盟会内部矛盾及其影响 一、两次倒孙风潮与重建光复会总部 同盟会是在多个革命
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革命组织，在共同的反满革命目标的后面，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和主张。
有赞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有单纯排满的，有醉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有热衷国粹的，也有赞成无政
府主义的。
在革命方法上，有主张起义，有主张暗杀，有主张在首都发动中央革命，有主张沿海边疆发动边地革
命，也有主张长江流域发动中部革命。
这些不同的思想和主张，都围绕着反满革命这一总的根本目标，它们的并存，体现了同盟会的广泛容
纳各个革命力量的特征。
 然而，同盟会上层领导人并不能很好地处理思想和主张的差异。
导致矛盾的发生发展，甚至出现组织的分裂。
同盟会上层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同盟会中心任务武装起义问题上。
孙中山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两广、云南，在南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起义屡遭失败。
这就引起了同盟会内来自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的一些主要干部越来越多的不满。
武装起义上的分歧，实际上包括了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起义时机的选择、起义的组织和发动、主要依
靠力量和经费的分配、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1907年萍、浏、醴起义后，清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
日本政府一面向清政府表示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通过孙中山日本友人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劝孙自动
离日，并赠路费5000元，同时，东京一日本商人也赠送10000元。
孙中山正需要在南方发动起义的经费，便接受了赠款。
其时《民报》社经费非常困难，孙中山便从日商所赠10000元中提出2000元为《民报》经费，但主编章
太炎嫌少，表示不满。
孙中山离日后，同盟会本部干部才得知日本政府赠款一事，张继、章太炎、谭人凤和日本友人平山周
等极为不满，认为孙中山不应接受日政府赠款。
章太炎指责孙中山出卖《民报》，刘师培攻击孙中山受贿出卖革命。
此时，又传来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消息，同盟会内部矛盾更加激化。
部分成员掀起倒孙风潮，张继大闹《民报》社，章太炎催逼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庶务刘揆一召集大
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
但被刘揆一拒绝，张继因此还与刘揆一扭打。
接着章太炎等又以孙中山秘密购买的枪械是日本已经落后的村田式而故意泄密，阻止购械。
孙中山极为恼火，与同盟会本部更为疏远。
为弥合同盟会领导层的分歧，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黄兴复函刘揆一说：“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
而非个人名利问题。
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黄兴的正确态度，对同盟会领导层的稳定起了良好作用。
但经此风波，孙中山与同盟会本部便有相当的距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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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民党史纲(套装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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