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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朱德和孙中山 1922年，由于陈炯明叛变，回师的北伐军（第一次北
伐）为陈逆所阻。
陆路援绝，孤立作战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决定离粤赴沪。
 这时，朱德在险遭唐继尧毒手之后逃离了云南，正在清醒地总结经验教训。
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决心去找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时，他怀着深厚的感情第一次去会见孙中山先生。
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一次会面。
 那时的孙中山先生虽已56岁，在革命运动中劳碌奔波了37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
他虽然屡遭挫败，但对未来仍然极为乐观，正在筹划如何夺取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
他想借助于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朱德重回滇军（朱在滇军中当过旅长），进行整编。
然而朱德没有同意。
 孙中山先生仔细地听朱德讲他拒绝这种做法的原因。
朱德谈到，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人采取与这个军阀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掉了信心。
他说，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
朱德承认他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耗去了宝贵的11年。
他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
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当中有掌握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他还告诉孙中山先生，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
究共产主义。
近几年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而还未知道）的事情。
 孙中山先生听后说，他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
他又问朱德：“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
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朱德回答说：“我没有在美国念书和在美国久住的款项。
我愿意到欧洲，还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欧洲最强大。
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 孙中山先生同意朱德的意见，还谈到自己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不过那时朱德还不知道新的政
策是什么。
事实上是直到两年后的1924年，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
在酝酿过程中，孙中山先生会见了李大钊和林伯渠，随后又进行多次会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
中国的种种问题”，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以后，李大钊和林伯渠又介绍苏联特使越飞来访，商讨国民党应以俄为师，苏联帮助中国革命以及打
倒军阀等问题。
终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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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德交往纪实》为您全面、真实地记录伟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呈现更为清晰的中国伟人形象。
对国内外读者，尤其是部分研究人员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朱德交友圈子，朱德的交友之道，朱德的生
平及其性格、品德和感情生活，是一部理想而又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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