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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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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曾对此作过评论：“孙中山先生致力

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随着革

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因孙中山的逝世日益加剧。国民党右翼或公然背弃孙中

山遗教，或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大行分共、反共之政策。 

 

 
1925 年 4 月 17 日，国民党上海女党员派代表到莫利爱路 

寓所慰问刚刚料理完孙中山丧事的宋庆龄（二排右九） 

 

1926 年 1 月，宋庆龄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义正词严地谴

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

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 

 



 
1926 年 1 月 20 日，宋庆龄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广州各界妇女欢迎代表合影 

 

掌握党政军权的蒋介石，反革命面貌开始显露，1926 年先后制造“三二〇”事件、“整

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人。1927 年 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毛泽东、林

伯渠、董必武等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宋庆龄竭力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政

策，立场坚定地坚持国共合作。会议重申“三大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通过了

支持工人运动和限制军事独裁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在党、政、军中的大权。 

   

 
1927 年 3 月，宋庆龄（前排右五）在武汉 

与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部分委员合影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此后，多省发生针对中共党员和革

命群众的大屠杀。宋庆龄在血雨腥风中同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4 月 22 日，她与毛



泽东、何香凝等 40 人发表《讨蒋通电》，痛斥其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

贼”，给予蒋介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的严惩，掀起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宋庆龄 1927 年在武汉留影 

 

1927 年 4 月初，汪精卫回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外表革命的汪精卫暴露真实面

目以后，宋庆龄与其作了面对面的斗争。7 月 14 日，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宋庆龄拒

绝参加，派陈友仁代表她发言，坚决反对“分共”。宋庆龄敏锐认识到，汪精卫等人不再是

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违背孙中山的意愿和理

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党，已然沦为军阀的工具。为向全国人民表明立场，她愤而发表《为

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毅然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坚决不与背叛“三大

政策”的叛徒们同流合污。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迫不及待地彻底背叛三民主义和“三大

政策”，正式通过“分共”决议，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传单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

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革命军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人士和

共产党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和

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以宋庆龄领衔，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共 22 人以国民

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

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并严正声明：“自今以后，惟

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革命的转折

关头，宋庆龄立场坚定，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在与中国共产党人并

肩战斗的实践中，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有了深入了解，她的思想和理念，与中

国共产党有了更多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