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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这个最可靠的联盟，又联合地主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共同抗日，集中体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

斗争的统一，体现了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结合，体现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 中国共产党

正是根据“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念，妥善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一与独立、斗争

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为抗战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

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

张太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新世纪之初蒋介石日记公布以后，有不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作了引用，甚至出现了一批

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史料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 但是，有些成果的解读似乎过于

主观，以致造成一些记载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失实。 其实，蒋介石日记的出现并没有颠覆原有的基

本历史书写，也未能改变对国共两党既存的基本认识。 如果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力争读出日记内

容的真实之意、言外之意、不尽之意、未言之意，反而更能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

一、 “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

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仍然紧追不舍，极欲迅速灭之于关隘险途。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他两次在日记

中写道：“兜剿湘南主力”①；“不可差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② 在他看来，红军已成了“残匪”③，
因此，拟“进剿方针先使其被围”，“以封锁之”④为“围剿穷寇与堵截残匪之原则”。⑤ 然而，无论他

如何想方设法，每每都不能令其如意。 他先是责怪“将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东西自如，不能

如计歼灭”⑥，继而哀叹：“此次在滇黔剿匪，自愧不如也。 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

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⑦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可能只有在日记里

才能说出“自愧不如”，拂去主观情绪，他自己也认可的一种客观事实是：红军“机惊灵捷”，“国军”
“呆笨迟钝”。 稍后，他又记载，红军“风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⑧ 面对蒋介石布置的天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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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军似乎游刃有余。 显然，蒋介石把红军的存在看作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威胁，其忧的不是国家

与民族的前途，而是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蒋介石一直为国民党内的组织涣散和派系纷争感到烦恼，但又苦于整治无策。 所以，当他了解

到共产党“党的建设”情况的时候，似乎眼睛一亮：“自本日起看共产党密件《党的建设》小册，殊觉

有益于我也。”①因而，他看了又看，“复看共党之党的建设”。② 作为“密件”，这本小册子显然是蒋

介石从情报人员那里得来的，对他来说如获至宝。 这个小册子很有可能是延安马列学院用的一种

教材，对一般共产党干部来说再普通不过了，其中有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干部政策、组织的领导、宣
传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等内容。③ 蒋介石多次研读，似有所悟。 是年底，他作“一年中之回忆”时
写道：“看完土耳其革命史、黑格尔辩证法与共产党密件之党的建设一书，颇有心得也。”④把共产党

《党的建设》一书作为他一年中阅读的最有心得的书之一。 第二年伊始，他在日记中写道：“干部应

看书籍之指定：管子、王安石、张居正、黑格尔辩证法、党的建设、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建
国大纲、建国方略。”⑤不但自己看，还指定干部读，明显有向共产党学习的味道。

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研读，在一定程度上使蒋介石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弊病。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他连续两天在日记中提出了十几个问题，准备策问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党政

干部。 其中，有党务方面的：“一、问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健全；二、问本党

党务何以不能发展，何以二等以上人才不肯加入本党。”蒋介石所言“党务”显然是指国民党自身的

发展。 当时，国民党为扩大其队伍，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办法，比如动员一些机关或单位集体入党，
甚至强制一些人员加入，但被网罗进来的大多是些“二等以下人才”，这令蒋介石颇为失望。 他进

而要问的是党、政、团关系方面的问题：“三、问本党地方之党政机关与人员为何不能协调合作；四、
各级党部同一机关之党委人员何以对立不能团结；五、问本党各级党部何以不能掌握教育保甲与生

产合作机关。”特别是，“为何党政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使党团能发生实际作用”？⑥

这些问题涉及国民党组织的内部运行及党与政权、党与团的关系。 同一机关之党委人员“对
立不能团结”，说明其内部组织生活规则性、纪律性不强。 本来，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是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增加其活力，不料却新增了矛盾，党团冲突时有发生。 更令蒋介石感到难办的

是，党政“不能协调合作”，“不能打成一片”。 这属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制度安排问题。 有学者指出，
在国民党政权中，权力序列是军、政、党，党反而处于“弱势”地位。⑦ 国民党的“机关和人员”在各

地、各领域、各方面很难起到实际的领导作用，或者说，“党”在各级政权中，虽然能渗透一切，但并

不能统摄一切。
从蒋介石拟定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实际情况的了解：“为何民众不信仰本党与党员”？

“问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 “问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 青年、知识精英和一般民众对国

民党不但不认可，而且还要反对。 那么，这不能不令人质疑：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何在？ 实际上，答案

已经存在于蒋介石提出的其他问题中：“七、问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作基层工作刻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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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九、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十、为何党委变成官

僚。”①党员干部不能深入民众切实、有效地办事，又怎能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呢？ 令人不解的

是，蒋介石那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直到 １９４９ 年败亡之际仍然还在慨叹：“当政二十年，对其社

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②

国民党的弱项和无能为力之事，往往是共产党的强项和擅长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族抗战

期间在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活动其中。 面

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追查，宋美龄说：“什么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
能够做得这样好，即使是真的共产党，我也愿意将工作交给她做。”③这颇能体现国共两党人员“工
作”的差异。 国民党搭建的平台总是为共产党提供用武之地，甚可玩味！

在其所拟的策问中，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说明共产党优胜之处的问题：“本党为何不能与

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④似乎历史的天平正在发生倾斜。 蒋介石深感不能

“争”，却偏要一“争”高低；自比不如，却仍要“比”出胜负，就只能“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面”了。⑤

近代以来，“武力”确实决定着一种政治力量的命运，但同时也决定着一种政治力量作为的限度。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问题分析不可谓不深刻，不过，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束手无策，或并没

有整治的决心，只能任其每况愈下。 他所说的“宣传”比不上共产党，几年后又有了具体的表现，
“可怜张治中、道藩等毫无政治与宣传常识，吾党所办之宣传机构全为共党利用而不知也，可耻至

极”⑥；“屡念本党宣传干部之无识无能，反为共党利用，痛心之至”。⑦ 国民党的宣传干部和机构

“反为共党利用”，似乎已不仅仅是“比不上”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事使蒋介石如此“痛心”呢？ 在

他第三天的日记中有具体的说明：“开党务小组会议，对宣传部与政治部之宣传艺术毫无本党革命

意义与主义色彩，反被共党作宣传，尤以日本间谍之影片为甚。 凡党与政有关之剧，本岁乎皆被共

党无形中之操纵，而张道藩与张治中不仅不自知其愚蒙，而反自以为得意，可谓廉耻荡然，不禁为本

党国前途悲也。 国民党员低能愚劣至此，诚非梦想所及。”⑧

蒋介石提到的《日本间谍》，主要剧情讲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东北沦陷后，被迫做了日本

间谍，暗中却帮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提供情报。 在这个故事中，明显存在有利于共产党的内容。 该

剧后来经过大幅度修改，还是得以公映。 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宣传干部不仅工作乏力，而且对思想

文化缺乏判断力，特别是不能真正领会“国共合作”名义下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苦

心⑨；即使干涉查禁，也往往不得要领，常常是该查的没有查，不该查的却查了，越发引起社会的反

感和抗议。 事实上，后来还发生过“反被共党作宣传”的事，即在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的《中央日报》
上，竟然刊登了一则《资本论》的广告，称其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

晶”。 广告恰被蒋介石看到，以“非梦想所及”大概已不足以表达其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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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

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就似乎已是千疮百孔。 然而，并未由此引发大刀阔

斧的整治，令人感到国民党越来越不如共产党。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七大的一些情况

之后，在日记中记到：“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

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 本党诚愧不逮。 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①；“下午审阅中

共七全大会内容及研究结果，颇有益也”。② 此时，国民党六大刚刚开过，没见蒋介石予以肯定，却
对中共七大称赞有加。 特别是对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与群众联系的规定颇为注意，
认为“殊有价值”，并自感“不逮”，顿生“急起直追”之念。

实际上，早在中共五大党章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 其

任务有：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实行党的口号与决

议于群众中等。③ 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定为“党员间或党员与本党主要机关间之联络”④，
基本上与一般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不能解决群众之实际问题。 １９４７ 年，一直负责国民党党

务的陈立夫等人拟定的《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广

大同情与拥护。 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

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⑤蒋介石“急起直追”的结果却是如此，说明他的很多想法只是

在日记中一写了之，“聊以自慰”而已。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９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共“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

的进步。 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单

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⑥ 此时，国共力量正迅速地发生逆转，是
年底，蒋介石已明显地感到大势已去：“若非天父特赐洪恩，则国家危机无法挽救矣！”⑦自助者天助

之，自己没有办法，把成败寄托于“天父”，可知其已经无计可施了！ 稍后，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

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⑧“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

决了。”⑨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感知和判断较为一致。
这个时候，蒋介石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党的深层次问题：“更觉军队与政治之复杂腐败，尤其

军政制度，不能与共匪斗争也，思之寒心。”制度的好坏，对一个执政党的兴衰确实更为重要。 到

１９４９ 年，蒋介石再次总结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
且并未成熟与建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 今后立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蒋介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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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一方面是指国家层面的，另一方面是指党组织层面的。 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这两个层

面的制度都不能支撑政权的良性运行，则迟早会使政权坍塌。 蒋介石悔之晚矣，历史再也没有给他

所希望的机会。
从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国民党走向全面溃败的过程，就是他对共产党认识愈发深刻的过

程。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他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说：“我们党的宣传、组织和训练，缺乏方法和技术”，而
中共“远胜于我们的训练”，“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

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① 同年 ８ 月，他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又讲到：“我认为共产

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 但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

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②在被打得落花流水之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

反而相当正面：掌握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深刻精到，严密笃实。 所谓“阴险暴戾”“机警疑忌”，从另

一角度看则是“机敏果决”“灵活不可测”，是相当高的评价。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８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更加详尽地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一、组织严密。 二、

纪律严厉。 三、精神紧张。 四、手段彻底。 五、军政公开。 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
准、执行、工作检讨。 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
执行纪律、主义第一。”③这七大优点综合起来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执行

纪律、昂扬的精神状态和科学的办事方法等。 这些确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和成功之处，也正是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通过各种“训练”达到的目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４８ 年以后，在与解放军作战节节失利之时，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最大的

优长归结为“科学办事的方法”和对辩证法的掌握。 实际上，他早就提出过：“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

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④美国学者易劳逸也曾注意到，“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

持‘科学的方法’”。⑤ 然而，蒋介石无法摆脱的“魔咒”，就在于每每走上自己业已认识到的败亡之

路。 纵观他的一生，见事不可谓不早，而行动总是迟迟不见。 有趣的是，１９４９ 年，毛泽东在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上也特地讲了工作方法的问题。⑥ 其中，他把掌握良好的工作方法看作革命取得胜利

的关键一招，并视为能否进京不当李自成和能否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根本问题。 这说明，掌握科学的

工作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的一个最见成效之处。 从某个角度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可以说有两个人：一个是缔造和领导这个党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一直试

图消灭这个党的蒋介石。 二人看法的一致之处，应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长所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来消灭共产党，结果反而愈摧愈坚。 这促使他逐渐用心地

研究共产党，并以之检视国民党。 国共较量的过程，就是蒋介石不断对两党进行比较的过程。 越是

在共产党面前挫败，他就越能发现共产党的优长，每每自叹不如，还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向共产党学

习。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记载、看法和评论，很多情况下，其情其意或真，其理则妄。 尤

其需要明了的是，蒋介石之真并不等于历史之真。 若除去其谩骂的成分，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中国共

产党本身的：由优秀分子组成、主义坚定、富有斗争精神、党政军一体、宣传得法、组织有力、训练有

方、纪律严明、上下畅通、左右协同、团结统一、行动迅速、作风务实、办事灵活、密切联系群众、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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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凝聚力，等等。 这些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形成的优长，正是共产党取胜的关键因素。 其中，关键

中的关键是与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
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①联系前文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讲过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

产党最大的一个优胜之处，就是有能力有方法为群众办事，能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直到今天，
在历经长期执政的磨练和考验之后，这一优长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

明显。

苏维埃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何友良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中的重要历史阶段。 如何客观地认识这十年的奋斗和创造、
成绩与错误、面相与实质，如何理解苏维埃模式取自苏俄而中国共产党却在革命中形成了自己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创造，如何理解苏维埃革命最终被放弃却在其后产生长久的影响，都值得认真研

究。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②，人们对苏维埃革命的研究与认知不断

深化。 但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可能性，特别是这段时期处于革命形态的急骤转换之际，因采

用外国经验模式而相继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也为后来的研究与认识增加了极大的困难。 在建

党一百周年的今天，仍有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认知的必要。③

一、 中国共产党借用苏俄经验受挫，进行重要探索并实现突破创新

认识革命的面相与本质、借用与创新，是观察和理解苏维埃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 毋庸讳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是在非常时期对苏俄革命和制度模式的移植，是在当时条件下以革

命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选择。 因此，它与苏俄的体制模式基本相同，即在政治制度、国家权

力体系、政权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方面基本相同，甚至直接照搬了一些机构的名称，中国的苏维埃

革命也因此烙下深深的苏俄印记。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也根据中国的实际，在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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