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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中山崇拜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政治和文化产物，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
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
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也是国民党利用国人对孙中山的爱戴、崇敬与祭奠的社会心理，有意引导和设
计成为个人崇拜的精神产物。
本书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理解孙中山符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深化民国政治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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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蕴茜，历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发表著作4种（含合作），并在《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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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中山推行个人集权的专制作风与革命党人一向追求的自由民主南辕北辙，导致大批同志分道扬
镳。
但是，孙中山并未接受教训，在护法运动期间，仍然不改集权心态和作风，动辄运用个人权威压制党
内不同意见。
　　第一次护法运动时，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了与北洋政权相对峙的中华民国军政府。
军政府是专制体制，它实行以大元帅掌管内政、外交的元首制。
大元帅府是军政府的首脑机关，下设参谋、秘书、参军三处，设卫戍总司令一人、亲军总司令一人，
负责保卫军政府；设顾问若干人，以备大元帅咨询。
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及交通等六部是军政府的行政机关，在大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分别管理
各自的事务。
这样，从制度上保障了孙中山的集权。
孙氏依旧作风专断，与盟友桂系间发生意见分歧及权力斗争时，采取武力解决，曾两次不顾革命党内
部的反对意见，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越秀山）的督军府。
　　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次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新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有论者认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不具有合法性。
其实，当时陈炯明就对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指称“选举总统应以约法上的‘总统选举法’为依据
。
‘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约五百八十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的选举，
而现在到广东的国会议员仅有二百二十余人，如果进行总统的选举，就是违法，护法者不能自身陷于
违法的地步”。
虽然陈炯明或许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从法理层面而言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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