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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与战前相比, 战时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

胀和扩充。在国统区 ,党机器的组织触角延伸到了县以下乡村基层社会, 其

组织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的鼎盛。然而,由于国民党党

机器长期以来所积淀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疏理和

清除,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 不仅没有展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

相反组织的涣散随着组织的扩充而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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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政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 以往学术界主要关注国民党�党

治 的一面, 而对国民党�治党 的一面注意不够, 如国民党本身的

组织体制和组织形态,尤其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地方党政

关系的演变,党员的吸纳机制, 党员的构成特征及变化等, 均有进

一步研讨的空间。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组织规模、社

会构成以及基层党组织的运作,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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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党势扩张与党员构成的变化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党员的社会构成和地域

分布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抗战头两年,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

江下游地区的基层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武汉大撤退后, 国

民党清理党籍, 要求全体党员重新注册登记, 结果各省市注册党员

人数仅及战前原有人数的一半。部分省区如江苏、安徽、江西、湖

北、河南等省党员人数减少 2/ 3以上。! 在战争的冲击下, 原本涣

散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党员因脱党、投敌以及其

他因素而大量流失。到 1939年,战前入党的 52万普通党员仅余

下 28万多人。%

1939年开始, 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政策。这一政策的

实施, 除了补充流失党员的空缺外,主要基于两个背景: 一是对外

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 二是对内面临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1938

年底, 蒋介石曾提议共产党并入国民党, 成立一个大党, 被中共拒

绝。当时中共允诺不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但蒋认为: �共产党不

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 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 如果共产党在民

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 蒋不仅把政权视为国民党一党之

物,连民众也要为国民党所独控, 不允许其他政党与它争夺民众。

蒋的理想是�一个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当然,蒋深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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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竞争和运动民众方面远不是中共的对手。抗战初期, 中共

党员人数由 1937年的 4万人, 猛增到 1940年的 80万人, 几乎与

同期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相等。这更激起国民党的警觉和恐慌。

另一方面,三青团势力在 1939年以后迅速崛起,并与国民党党机

器分庭抗礼。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党机器与体制外的共产党和

体制内的三青团势必展开一场激烈的组织竞争。在这场组织竞争

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三方争夺的重点。

仅就量的扩充而言, 国民党是这场组织竞争的优胜者。

1939 ∋ 1945年间, 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 30 ∋ 40万的速度

增长。据 1945年底的统计, 国民党普通党员已达 311 万多人, 是

1937年普通党员数的 6倍。如将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计算在内,

党员总数超过 800万,约为 1937年党员总数的 5倍。同期三青团

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别是 124万和 121万。

800万党员中,军队党员 485万, 占党员总数的 60%。但这些

军队党员全部是集体登记入党, 没有实际组织活动。在考察国民

党组织规模时, 通常不将军队党员计入在内。其次,海外党员所占

比例甚少,对国内党务亦无影响。故代表国民党实际组织力量的

是国内普通党员数量。

国民党、三青团与共产党人数比较( 1937 ∋ 1949年)

年代
国民党

普通党员 军队党员 海外党员 总计

三青团

团员

共产党

党员

1937 526977 1013019 110428 1650424 40000

1938 633086 1098145 113356 1844587 9207

1939 471227 35084 89664

1940 1139928 57568 259147 800000

1941 1431281 3590416 79042 5100793 421161 76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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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国民党

普通党员 军队党员 海外党员 总计

三青团

团员

共产党

党员

1942 1883826 3774526 82517 5740869 537706 736151

1943 2315084 3946664 84391 6346139 620461

1944 2555279 4087522 87615 6730416 887865 853420

1945 3114638 4855822 91314 8061744 1245001 1211128

1946 3563063 1545944 1348320

1947 3770289 150132 1340255 2759456

1948 4080293 3065533

1949 4488080

� � 资料出处: ( 1)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 ∋ ∋ 组织工作∃ (下) 第 93、

121、123、450、467、482、498、500、520、523、538、575、588 页。( 2) #大陆沦陷前

之中华民国 ∋ ∋ ∋ 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 , 台北, 1976 年重印, 第 208 页。

( 3) #中央党务机关三十年度工作成绩考察报告∃, 国民党中央党部编印 , 1941

年,油印本, 下篇。( 4)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 ∋ ∋ 海外党务工作∃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1998 年出版, 第 388、391、430、442、452 页。( 5)三青团历

年人数引自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 ,台北,近代中

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6∋ 117 页。( 6)中共党员历年人数引自(美)詹姆

斯�R� 汤森等著, 顾速等译: #中国政治∃,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43 ∋ 244 页。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含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海员、工厂、

学校等党部所属党员。

就组织形式而言, 4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扩张和渗透程度也比

战前大为强化。战前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十分脆弱,省一级党部尚

不健全,县以下基层社会很难觅到国民党的组织踪影。1938年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针对战前党机器软弱无力、松驰涣散的状

况,决定今后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蒋介石训示, 不仅各省各

县党部必须普遍设置,而且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 每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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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成立一个党小组。1939 年

开始实行�新县制 后,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 保一级设立区分

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并规定除省县两级党部对外公开外,县以

下的区党部、区分部和党小组均对外秘密;区党部与区分部书记应

有本身固定的职业, 不向党部支薪。区党部按地理、交通及行政区

域划分,同一党政机关、事业机构或学校中,党员满 60 人以上, 得

成立区党部。区分部依党员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满 5人即可

成立一个区分部,超过 20 人时,分为两个区分部。小组为训练党

员的单位。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或小组会议。小组会

议和区分部党员大会规定每两周举行一次。

蒋介石还恢复了北伐时期一度推行、1927年执政后无形停止

了的�党团 制度。�党团 主要设置于非党的社会机关和民众团体

中。在这些社会机关和民众团体内, 党员的言行须受�党团 的节

制。党员�须听命于党团,遵守党团的决议,没有自由意志, 不得自

由行动 。! 国民党中央还从 1940年开始在党员中建立监察网组

织,要求于每一区分部中选择党员 1至 3人为监察员, 负责调查所

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 如发现有背叛主义、违犯法令及不遵守纪

律者,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

为了改变过去头重脚轻的组织结构,蒋介石在推行�新县制 

的同时,要求县以下�党部机构与行政相辅为用 。蒋介石设想,

�若全国保甲内之小组能普遍成立, 则中央一切政令,可以直达下

层民众,党政关系自可收表里一致之效 。& 蒋介石特别要求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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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选拔和介绍保甲长入党。他说: �惟有保甲长都是本党忠实的

党员, 革命力量才有确实的基础; 唯有本党党员踊跃参加保甲, 我

们才能够真正实行三民主义。 ! 鉴于战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

城市有党, 乡村无党 的缺馅, 蒋一再强调要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

基层社会渗透。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 党政力量双管齐下, 自中央、省、县, 直至

区、乡、保、甲,将政治控制轨道一直铺设到每家门口。下面即是蒋

介石为战时国民党描绘的全能主义政治蓝图:

政的系统: 中央政府 ∋ ∗省政府 ∋ ∗县政府 ∋ ∗乡镇 ∋ ∗保

∋ ∗甲 ∋ ∗户

党的系统:中央党部 ∋ ∗省党部 ∋ ∗县党部 ∋ ∗区党部 ∋ ∗

区分部 ∋ ∗小组 ∋ ∗党员

这套双重衙门系统为蒋介石所首创, 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从形式上看, 蒋介石的理想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

现。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 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 29

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一级党部由 1939年的 1128个扩张

到 1992个。这意味着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每

一个省县。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渗透也大为加强。区

党部由1939年的 546个发展到1945年的 9397个,区分部由1939

年的 13188个增至 1945年的 78681个。% 到抗战结束时, 在重庆

国民政府控制的省区大约有 1/ 3的乡镇和保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

织区党部、区分部和党小组。40年代中后期, 国民党在形式上不

再是一个局限于城市,飘浮于上层的党。它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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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分县以下基层社会。国民党党机器与乡村民众有了某种程度

的接触。

抗战时期, 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

了明显的变动。战前长江下游数省的国民党组织基础虽然并不深

厚,但相对而言是国民党控制较好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

首当其冲。汪伪政权建立后,各级汪记国民党组织也相继树立起

来。沦陷区原有的市县党部, 部分投入日伪怀抱, 基层国民党员变

节者更不乏人。战前国民党原有的党务地域基盘遭到严重摧折。

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四川、云南、

贵州三省国民党党员占全国党员的比例, 由 1935年的 10%增至

1945年 19�1%。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党员比例亦较战前明显提升。
而战前党务基础雄厚的广东省, 党员比例由 25�4% 降至 9�4%。
战时江苏、河北等省党务极度衰微,据 1945年的统计, 两省党员在

全国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均在 1%以下。

国民党五大与六大时党员地域分布比较( % )

省别 五大

( 1935)

六大

( 1945)

省别 五大

( 1935)

六大

( 1945)

江苏 4� 7 0� 9 陕西 1�8 5�3

浙江 8� 9 9� 7 甘肃 3�4 2�7

安徽 2� 5 7� 5 宁夏 0�4 0�5

江西 5� 9 4� 7 青海 0�7 1�0

湖北 5� 8 5� 6 福建 2�2 6�7

湖南 6� 6 8� 2 广东 25�4 9�4

四川 6� 1 12� 3 广西 3�1 7�3

河北 3� 9 0� 8 云南 2�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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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别 五大

( 1935)

六大

( 1945)

省别 五大

( 1935)

六大

( 1945)

山东 2� 1 1� 1 贵州 1�4 3�9

河南 7� 8 5� 4 新疆 ∋ 0�9

山西 2� 8 2� 1 热察绥 1�9 0�6

东三省 ∋ 0�3

� �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所编制

的党务统计报告∃ , 1945 年 4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卷号: 711/ 4/ 122。

在党员地域布局变动的同时, 其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教

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 而政

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窜升。这与战时国民党强制公务员

一律入党有关。战时国民党不是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政府

机关工作,而是不加甄别地强制所有现职官僚和机关公务员入党。

全员皆党,其效应等于全员皆非党。党籍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一钱

不值。党员在政府机关公务员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相反,

大批腐败颓化的官僚政客涌入党的队伍后,侵蚀和败坏党的声誉。

特别当国民党中央政权刚由沿海转入内地,内地原有的权力资源

主要控扼在地方保守势力和基层土豪劣绅之手。国民党实施这一

政策的结果, 几乎在一夜之间使内地省区的旧权力�精英 摇身一

变为党内官僚。这是国民党继 1927年�军事北伐, 政治南伐 之

后,又一次大规模吸纳旧式社会权势人物和土豪劣绅势力。这些

人早在军阀时代就已受雇于地方统治当局,或者是内地基层社会

传统政治秩序和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加入国民

党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持旧的社会政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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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战时国民党党员职业统计中, �农业 类党员的

比例占居第 2位。这些�农业 党员显然不能视作农民党员。因为

战时国民党基层党部除了�拉亻夫 和假造了一批农民党员外, 很少

真正吸收佃农雇农和自耕农入党。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也

表明, 那些�农业 党员主要是一些受过初等教育和私塾教育的乡
镇保甲人员和地主乡绅。他们的教育程度远高于一般没有受过教

育的农民。1945年党员教育程度统计显示, 文盲党员的比例仅占

0�5%。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党员主体的政党。党

员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

明显下降。受过高等教育(含专门研究、留学、大学、专科和军警学

校)的党员比例由 1929年的 26�5%下降到 1945年的 8�3% ;而中

小学、私塾和各种训练出身的党员比例由 1929年的 55%上升到

81�7%。另一方面, 党员中文盲的比例明显减少。战前党员多居

沿海沿江省区比较开放的大城市,而战时党员多居内地省区比较

闭塞的中小城镇。故战时党员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可能更加趋

于传统和保守。民国以来, 内地省区的中小学大多有名无实。乡

村小学多半是变相的私塾, 教授的仍是� 三字经 、�百家姓 之

类。! 这意味着施教和受教者与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有着密

切的联系。

但战时国民党中央和省级领导人仍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省区

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据 1942年的统计, 在 219名国民党中央

委员中,留学出身者占 40�6%,国内高等学校毕业者占 13�7%,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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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学校毕业者占 22�8% , 中等学校毕业者占 9�1%。另外, 在

1298名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中, 留学出身者占 18�3%, 国内高等学

校毕业者占 44�3%,中等学校毕业者 26�7%。!

教育程度的上下悬隔, 有可能加剧国民党上层精英与基层

党员的脱节。战时基层党员无论其地域分布、职业构成,还是其

知识信仰、价值观念, 均显示出比战前更加趋于传统和保守的倾

向。他们大多眼界狭隘, 对外界新思想新事物深怀疑虑, 对任何

社会经济变革极力抗拒。他们或者漠视党的存在, 或者把党变

成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和社会权势的招牌和工具。从战时国民党

中央全会的决议中, 我们不难看出上层精英与基层党员干部之间

的疏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不满和无奈。如五届八中全会的提案

中,即有针对中央政策法令不能贯彻实行而归咎于上层与下层人

员之知识悬隔者: �上级政府所制定之法令,过于精密、高深, 远大

理想、科学名词,其下级负责人员, 无有领悟之知识程度,故往往不

能奉行。 �上级政府组织健全,权力、人力、财力、物力、知力、能力,

俱充实完美,所有之人, 非留学生, 即大学生,最低亦有高中程度,

故上级政府譬如大学,县政府譬如中学, 乡镇譬如小学, 保甲譬如

幼稚园。诸公试想, 由大学制定之课程, 县政府尚可勉强知而行

之,至于乡镇保长便有不能全知者, 若夫保甲长, 简直莫明其妙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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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与职业构成的变化( % )

教育程度 1929 年 1945 年 职业 1929年 1945 年

专门研究 ∋ 0� 3 农 10�4 22�0

留学 0� 8 ∋ 工 7�3 5�7

大学 6� 4 3� 3 商 8�3 10�4

专科学校 16� 6 3� 1 党务 5�8 0�8

军警学校 2� 7 1� 6 公务 6�6 29�1

各种训练 0� 6 6� 4 军警 7�4 ∋

中学 19� 4 30� 7 学生 10�5 9�4

小学 20� 9 27� 6 教育 21�3 14�1

私塾 14� 2 17� 0 自由职业 1�7 1�5

文盲 7� 5 0� 5 社会服务 ∋ 1�4

其他 3� 7 ∋ 失业 0�5 1�2

不明 7� 2 9� 4 其他 7�1 ∋

不明 15�0 4�4

� � 资料来源: ( 1) 1929 年统计数字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 , 中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 第 751∋ 752 页。( 2) 1945

年统计数字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所编制的

党务统计报告∃ , 1945 年 4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卷号: 711/ 4/ 122。

二 � 战时党员吸纳机制

党员数量的膨胀,意味着党势的急速扩张,而这种党势的扩张

是否也意味着�党力 的相应强健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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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考察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国民党是

1924年仿照俄共组织模式改组而来的。俄共吸收新党员时, 一是

必须通过基层支部, 而不能由中央和省县党部直接吸收;二是必须

有预备期。在 1929年以前, 加入国民党无预备党员阶段。1929

年 1月,国民党�三大 开始推行预备党员制度。1938年国民党临

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被废止。

抗战时期, 国民党征收党员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

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1938年 7月颁

布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区分部在收到申请人填写的志愿书

后,应于一周内审查完竣,连同志愿书逐级上报。! 志愿书由国民

党中央统一印制。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作思想汇报, 党组

织也毋须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

年龄、籍贯、职业、学历、经历、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等填在印制好

的志愿书上即可。然后由区分部审查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

实。手续堪称简便。但战时基层党组织在征求党员时, 大多敷衍

形式,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求指标。

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

党。这是沿袭战前的�特许入党 办法,通过这条路径入党的多为各

阶层精英。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要求中央委员此后每人每月至

少须介绍一人入党。据统计,在 1939年 1 ∋ 10月,由中央委员介绍

入党人数有 5283名。其中介绍最多的前 5位中委是: 陈立夫 874

名,陈访先 481名,邵华452名,洪陆先 351名,张厉生 233名。% 这

5名中委都是 CC系骨干。他们所介绍的人数大大超过了蒋介石规

定的指标。他们如此尽力介绍,令人怀疑其动机是想趁机壮大一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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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派系势力。据一位战时入党者回忆: �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

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 乙种,需要两个党

员作介绍人。我于 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

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

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

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

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了。 !

三是集体登记入党。抗战时期加入国民党者, 大部分是走的

这条捷径。集体入党在战前即已有之,不过那时一般限于部队官

兵。抗战时期, 这一入党方式仍然适用于军队党员。1939 年 3

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 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 1936 年

曾宣布撤销军队党部) , 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 1940 年

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体入党仪式上, 一次就

吸收了 1万多名军官士兵为党员,其后几天内,第五战区 10 万官

兵都成了国民党员。& 抗战时期国民党 400多万军队党员都是集

体入党的产物。由于�全体官兵皆党员 ,数百万军队党员徒拥虚

名,无论对党对军都毫无实际意义。+ 但集体入党方式由军队进

一步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上。1939年, 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

务人员于 1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 有官者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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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职者免职。! 于是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此

外,战时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党政训练班。训

练班结束时,其学员也就成了集体入党的对象。据国民党�六大 

党务报告,战时由中央训练团等中央训练机关及各省、市、区、县地

方行政干部训练团 (班) 等地方训练机关受训的人数, 总计有

218�9万。% 这些受训人员一般都要求入党或入团。到抗战后期,

一些地方还强制中学生集体入党。& 集体入党是战时及战后国民

党吸纳党员的一条主要途径。

以上几种方式, 在当时还算是比较正规合法的征收方式。实

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

门。从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

运动,曾提出要创 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依据各省人口

密度、文化、经济、交通及党务发展情形, 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指标。

如1940年度为配合实施新县制, 订定后方 18 省市党部应征 178

万新党员。但上半年结束时,各省总计仅征得 14万多人。为此,

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将党员征求作为各级地

方党部的中心工作, 并规定两项具体实施办法:一是各县按区署筹

设党部,再由区党部分别筹设乡镇区分部,由区分部介绍保甲长入

党,再由保甲长介绍�忠实农民 入党;二是所有民众团体均应由县

市党部筹设区党部和区分部, 尽量介绍民众团体会员入党。+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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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年,中央每年向各省下达征收指标,如 1944年的征收指标为

100万, 1945年的征收指标最初定为 60 万,后减为 45万。! 各省

市党部又将中央分配下来的应征指标分配到各县党部。而县党部

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 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

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正常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上

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 或

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如强制基层乡镇保甲长、乡村小学教师、

乃至司书走卒等入党。% 有的县党部利用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发放

农贷的机会,强制申请农贷者必须同时填写入党志愿书,否则不发

放农贷。& 在河北邢台, 县党部以入�好人团 为旗号发展党员。

为了引诱穷人入党, 报名时发给几升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

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领粮食还替自己儿女、亲友报了名。有的

村几乎全村都参加了国民党。+ 在有些地区, 县党部工作人员带

着空白的入党志愿书分头下乡,找到各乡民政股主任, 令他们拿出

全乡保甲长名册,照册填写,然后上报省党部。由于保甲长更换频

繁,每换一次保甲长,便去�吸收 一次党员。, 有的直接拿保甲的

户口花名册�扩兵点将 。凡是户主一律吸收为党员,凡当过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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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一概�册封 为区分部书记或区分部委员。! 还有的根据县党

部掌握的各种民众团体成员名册,造册呈报。河南陕县有一位党

部书记兼任中学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全校学生名册上每人年

龄加大 10岁,全部造册吸收为党员。% 更有的县党部直接闭门虚

造,甚至雇人胡乱造报表册,一是为了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

务,二是多报党员人数,可以提高县党部的等级, 多领党务经费。&

本来, 按正规的入党手续,申请人必须在入党志愿书上贴上照片,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鉴于战时农村照相设施等限制,允许用指模代

替。这样一来, 也为基层党部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据大量忆

述文献反映,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吸收党员过程中的弄

虚作假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鉴于国民党党员征收机制所存在的弊端, 这个时期国民党党

员的统计数字需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征收过程中的弄虚作假,

也导致国民党基层组织弊窦百出,有些区分部书记不知道自己是

书记, 区分部不知本身有多少党员, 很多党员不知自己党籍在何

处,还有人连自己是党员都不清楚。1949年后不少地方进行� 党

团特 登记和开展�镇反 、�肃反 工作时, 面对大批真假难辨的国

民党员,十分棘手。文革时期各地从旧档案中�深挖 出来一批�伪
党干 ,内中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曾担任过这类职务。因为他们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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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 之后,其上级党部未曾通知他们。

由于基层党部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收指标,穷于应付,

党员的质量不问,党员的信仰更不顾,关注的只是如何完成上级摊

派的数量定额。1941 年, 三青团中央监察陶百川在#申论国民党
的将来∃一文中写道: �若干新党员在入党前不独没有看过总理遗

著,没有懂得三民主义, 抑且行为腐化, 为乡里所不齿。有些党部

因为急着要达成上级交下来的征足若干新党员的任务,急不暇择

地把他们拉进来,或留下来,而集团入党的办法,尤其不合理。 !

执政党征收党员到了摊派强制的地步,足见当时民众对入党之

冷淡。1946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指出:

�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

征到,往往浮缴广收, 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乘机潜入,不仅

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 % #三民主义

半月刊∃在战后举行的一次有关党团问题的座谈会上,代表们亦慨

叹�现在一般青年对党、团很不满意,甚至以做一个党员或团员为可

耻 。& 早在战前,蒋廷黻就指出有的国民党员羞于在群众面前公开

自己的党员身份。战时和战后这一情形更为普遍严重。+

党员质量影响到一个党的生机和活力, 而党员的征收机制又

与党员质量的优劣密切相关。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政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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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海光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 1946年 2月)一文中即指出: � 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

不敢在群众里显露他党员的身份。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卷号 711/ 4/ 540。

#本刊座谈会记录:党团统一组织问题∃ ,#三民主义半月刊∃第 10卷第 12期, 1947年

9月。

安乡县党部提案:#请严格吸收新党员以重素质案∃ ,载#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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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周刊∃第 3卷 42期, 1941年 5月。



个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意识形态认同团体, 而后者只是一个

政见认同团体。西方议会政党一般没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

织,对党员的要求亦只须赞同其政治主张,入党只履行简单的登记

手续,或者不履行手续。而列宁主义政党则要求党员高度认同其

意识形态,党员征求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认真考察, 并用严格的意识

形态标准衡量其是否合格。国民党形式上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

一些组织形式, 但其实际运作更接近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某些特征。

如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 党员信仰有无不问, 党

员质量优劣不顾,几乎来者不拒。

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感叹: �其他政党常是用了无孔

不入的方法来训练和组织他们的党员, 我们党是把党章摆在桌子

上,开着大门,要来就来, 不来就去。 ! 194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召开各省市党部组织科长会议时, 对地方党部在党员征收过程

中的种种积弊深表忧虑: �或先其所亲, 以图扩展一己之势力;或不

辨薰莸,以期满足规定之额数;于是投机 进之徒,捷足先登,而有

守有为之士反避之若浼。积重难返, 危险堪虞。 吸收进来的新党

员有的发现竟是盗匪,甚至已被枪决者。有的为了凑足上级下达

的规定名额,将旧党员重新登记入党。有的入党后因基层党部办

事拖拉,党证数年不发而又重新入党者。虽然国民党明文规定党

员调动工作时, 应办理党籍移转登记手续,但基层党部和党员往往

视若具文,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乃属常事,有的人到一个新地

方入一次党,入党两次三次者不乏其人, 甚至有入党五六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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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县区党部甚至连党员名册都没有。国民党的党籍管理之混

乱,令人惊讶。

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慨叹:

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 现在我们随便问哪一个负地方上党

务之责的同志,他那个组织里到底有多少同志,他就会说,同志

吗,民国 17年的时候有多少多少,问他现在呢? 他就瞠目不知

所对。为什么他会不知道? 他说同志们走的时候,没有向他请

假,就是有转移登记,也没有人来登记,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弄清

楚。一个区分部如此,其他市党部、省党部更不用说。!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室负责人的吴道坤对党籍混乱的

情形,深有体会。他叹谓: �本人时常感觉烦闷的, 就是本党同志到

底有多少,直至现在,还不能统计出一个确数来。 他郑重其事地告

诫地方党部人员说: �希望下级党部不要敷衍,不要伪造。 %

中央组织部是一个管理全党干部人事的总机构, 关于各级干

部的选拔, 各级工作的配备,组织部应能统筹全局,而事实上并非

如此。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时, 便深有感触地说: �我一到组

织部来,便感觉十分困难。例如某省党部需要改组,某个区域需要

派遣大批人员去工作,党部之内便不能提出几倍胜任的人数,列举

其工作能力与适合此种工作之条件, 来供党的采择−−这样无形

中便削弱了中央的真实统驭能力。 &

由于党籍管理混乱不堪, 连党部也常常难以确认谁是党员,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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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党员。1938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其日

记中写道: �关于党籍问题, 与组织部步骤不齐,每有参差, 有已开

除党籍,组织部复许其入党者;有监委会已复其党籍而组织部仍认

为非党员者。组织部方面审查固有未慎,以往监委会工作之不缜

密亦有以致之。 !

1942年,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

后有人告发周氏不是国民党员, 中央组织部十分尴尬地撤回任

命。% 更为荒诞的是, 1946年国民党中央第 53次常会郑重决议:

�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 然而未久,中央组织部复查时发现, 宗维

泰并无党籍。&。1947年秋,三青团中央干事张宗良有一次故意调

侃陈立夫说: �立夫先生, 你是中央组织部长, 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

名义, 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 看看能

报多少? 陈满脸无奈地说: �宗良先生, 现在是革命低潮啊!  +

总之, 40年代国民党组织规模的膨胀, 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组

织力量的真正壮大, 相反由于滥征滥收的结果,国民党的组织更趋

涣散和衰颓,甚至已丧失一个现代政党最起码的机能和活力。

三 � 战时基层党组织

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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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各级党组织的特征: � 上

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 中上层暂且不论, 此处仅就下层

情形略作分析。

据当时国民党人的自我检讨, �下层虚弱 主要表现在� 空 、
�穷 、�弱 、�散 等几个方面。�空 指基层组织空虚, 县以下组织

大多徒具形式, 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连机构亦

不存在,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如 1942年湖南省党部书

记长在检讨全省党务工作时指出: �根据各方面报告,好些县份党

的所属机构几乎都是空的, 如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县宣传委员会、

县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无一不是徒具形式, 空无内容,有的县份甚

至下级党部都是空的,或虽有数字,而无此机构,或有此机构,而毫

无工作,例如小组会议及区分部党员大会不能按时举行, 即举行,

内容亦多空洞, 无具体决议,更谈不到分配党员工作;又如#民报∃

篇幅既少,内容更欠充实,甚至.忠党林场/ 则有地无林,工厂党部

党员则职员多而工人少, 普通党部党员则公务人员多而农工少, 没

有深植基础。这一切都是空的表现 。% 县党部对省党部敷衍, 各

省又对中央党部敷衍。中央的命令�行到中层,便已变质, 达到下

层,竟成具文 。& 基层组织空虚的另一表现,是人才缺乏。造成

基层党务人才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人才上涌, 一是人才外

流。基层党部留不住人才。人才上涌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都市化

的时代潮流有关。人才外流, 则是党权低落和党政失衡的结果。

在当时人眼里, 办党是一份权势有限且待遇菲薄的闲差。一般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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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者一时未能觅到适当的政府机关职位时,才退而求其次到党部

谋差。战前即流行�学而优则仕, 学而不优而党 的说法。内地省

区的一些县,一个中学毕业生担任县党部书记长, 还隐然有屈才之

感。中央政治学校最初本是一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的学校, 但其

毕业生大多竭力挤进政府部门而不愿入党部机关。即使进入党部

机关, 也想方设法跳槽出去。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感叹:

�党的各级干部都感觉非常缺乏,原因是过去在党里奋斗出来的许

多干部,现在去担任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 照

理应该仍旧算党的干部, 受党的指挥,可是事实上,离开党务工作,

就无形的离开了党, 因此党部以内格外觉得人才不够。 ! 抗战时

期,中央、省、市、县办了种种党政训练团(班、所) , 以培养和训练各

级党政干部和地方自治人员, 总数逾 200万。但内中从事党务工

作的干部甚少。中央一级受训人员中, 党务干部仅占百分之六、

七;地方各级受训人员中, 党务干部仅占百分之二、三。这反映中

央和地方并不重视党务人才的培养。

�穷 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战时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

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

饼的价钱。% 经费缺乏使一些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

态。在党、政、团机关中,以党部机关最穷,党工人员的待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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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仅相当于县三青团的一个股长、股员或县

政府一个事务员的月薪,其数额尚不足以维持个人每月的生活费。!

除县党部书记长外, 其他县党部委员以及县以下区党部、区分部委

员均为无给职。按蒋介石的设想, 县以下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

并降低党工人员的待遇后, 可以防止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但

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基层党工人员不能不顾及生计,在其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情况下,其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必然低

落。% 如县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后,大多放弃职守,连县党部每周

一次的例会都不愿出席。& 更有一些基层党工人员口出怨言,声称

�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 死了都买不起棺材 。+ 尤其当其待遇

既不及政,亦不及后起的三青团时,党工人员心理更是愤愤不平。

名义上�党权高于一切 ,实际上党工低人一等。不少基层党工人员

因受人蔑视而想急切地离开。

�弱 指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 对外不能指导政府, 对内不能约

束党员。本来在一党专政的国家, 政府与党的关系是仰承而非对

峙的, 党具有驾驭政府的法律地位,如控制有力, 两者之间无论机

构与运用,应能融成一体。在以党治政的体制中, 一般采取两种方

式:一是党部机关直接统制政府机关;一是党部通过指挥、控制在

政府机关中的从政党员去领导政府。而国民党两者均未能做到。

在地方,党部不仅不能直接指导政府,连批评监督政府都会受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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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的抵制。�即使(县)党部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县政府也会视

之为对政府的干涉。如果党部提出建议,那么肯定会被县政府忽

视;如果县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上诉性报告, 后者通常是避免作出

判断,或者将它视为党政官员之间微不足道的争吵,甚至指责县党

部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中央党部处理这类事情最通常的办法就

是不予理睬。这就是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广泛的士气低落, 党的工

作没有实效的主要原因 。!

地方党部既不能直接统政,也无法节制和驾驭从政党员。党

员不受党组织的约束和指挥。1946年贺岳僧分析国民党基层组

织软弱瘫痪的原因时指出:

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

于睡眠状态,致党员不能与闻党事,也没有对党贡献意见与能

力的机会。其所以成为此种状态者,并不是命令要它停止, 而

是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 毫不解决问题, 同时在事实上也

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

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 消息全无,因此遂毫不能引起党员的

开会兴趣, 以致党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

除了�空 、�穷 、�弱 外,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散 。区分部是
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党规定凡是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 每两

周间隔举行一次区分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谈, 但真正切实做到者

甚少。1939年 11月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承认: �区分部
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政策的推行, 大部分要靠区分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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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事实上,本党区分部的组织, 等于虚设。 ! 1942年国民党五

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亦谈到,在全国 3万多个区分部中, 不能按

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 占 68%。% 即使能按期开会者, 其实际效

果如何,亦成疑问。如执掌全党纪律监察工作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其机关之小组会谈即徒具形式, 了无生气。王子壮时任中央监察

委员会秘书长。他在日记( 1941 年 1 月 9 日)中写道: �本来小组

会谈办法已实行两年,监委会秘书处始终未作好,领导者无力, 工

作人员亦不用功,于是所谈空泛, 毫无实际,甚至毫无常识。去年

终竟有小组会谈决定不作工作之表示, 如此委靡,再不振作, 实无

以见人。 & 1944年 7月 4日,王再次在日记中申言中央监委会的

小组会议内容贫乏无物, 大多奉行故事而已。+

区分部和小组的功能看起来无足轻重, 实则是集结数百万党

员于一体的枢纽和细胞。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点,即在于它有

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 通过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批评

训练, 党员之间也藉以相互沟通、相互监督, 最终使每个党员保持

对党的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 并对党组织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否

则党员千万,也只是一盘散沙。长期主持国民党组织工作的陈立

夫,本来很少对党务公开发表批评言论, 但在抗战胜利前夕, 亦坦

率检讨说: �目前各地区分部, 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即开会, 亦无工

作,无内容。党员虽挂名党籍,领有党证,而游离组织之外, 与非党

员有何差异? 似此, 数量虽多,仍系一盘散沙。 ,

据一位 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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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我自 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

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什么组织生活。 ! 党员不知道自

己所属的区分部和区分部书记,甚至区分部书记本人也不知道自

己的职务。同一基层组织的党员彼此不识。另一位 40年代曾在

国民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工作过的国民党员称:他所属的�区分部
很少开会,书记、委员、党员均认识不清, 后来该区分部改选, 因该

会委员、科长等都不愿当区分部书记委员,因此便带有指定性的选

举,结果我以二、三票当选为候补执委, 以后也没有开过会, 其他人

员均记不清。 %

1946年,一位名叫李建的人投书#革新周刊∃,谈到他一位朋友
入党的经历:该人几年前在重庆一机关作事时, 适逢征求党员,机关

未入党的人统统被收罗入党,他亦在内。结果党证发下来了。但此

后他从未被召集参加过一次党的会议,也未把他编入到某一个区分

部,因此也就未与党组织发生过任何关系。不久他调职, 也不曾办

理党籍移转手续。只有一张党证还能证明他是一个国民党员。再

后党证遗失,他究竟还算不算党员,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了。李建说,

象他朋友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现象。党员入党取得党证,既是与党

发生关系之始,也是关系之终。李建还说: �党员数量虽多,但每个

党员既不能从党得到一点什么, 也不能对党有何贡献,党员与非党

员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叫党如何不成为一个空壳呢? &

城市党员如此, 农村党员更为散漫。据当时人回忆,农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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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 是普遍现象。! 依照党章, 党员交纳党

费是其最基本的义务。北伐时期, 国民党规定党员月纳党费 2角,

后又规定学生、工人减至 1角,佃农、雇农、士兵、女工收铜元 3枚。

国民党执政后, 各级党部经费由各级政府拨充。党员每月应纳党

费的义务逐渐被淡忘。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重

提�党员必须交纳党费 。% 蒋想以交纳党费来加强党员的组织观

念,但事实表明其愿未偿。蒋在 194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 �本党

自从执政以后, 仰赖政府已成习惯,对于党员向不征收党费。这可

以说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所没有的现象。 &

组织涣散本是国民党与生俱来的宿疾。即使在北伐时期亦未

有明显改善,执政后组织更趋松散。其时人们讥笑国民党员与党

组织的关系,只在填写入党志愿表和登记表时 20分钟的关系。+

党员入党前不培养, 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

入党。, 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与党组织不发生关

系。党组织很少有事找党员, 党员也很少有事找党组织。多数党

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移转党籍,违法乱纪时

不受党纪约束。人称挂名党员。1947年,程思远在检讨国民党组

织现状时指出:

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是挂名党员, 平日绝不发生

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因此, 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作坊、

铁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 也不能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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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这样的党, 不

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所以今天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之

上,而是靠武力来支持。!

虽然在形式上, 国民党制订了一系列的党纪党规条例, 对违反

者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记过乃至开除党籍等处分。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 党纪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力。对大多数普通党员

而言,党籍并不能带来多大实际利益。普通党员既无政治晋升的

优先权,也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 特别是当党员征收愈趋愈滥以

后,党票更变得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党纪的执行对党员毫不

具有威慑力。1939年,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谈到:

如果用开除党籍的方法来处罚他,那末他正中下怀,于是

他把心一横,认为开除他, 倒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乐得不做党

员;如果用记过的方法, 他更漠不关心,让你多记几次,他认为

也没有关系,甚至以为就是开除,也不过是这一回事。所以象

这种记过和开除党籍的方法,今天应用起来,是再笨不过了。%

由于各级党组织不能干涉政府机关的人事行政, 党不能管干

部,党员即使受到党纪的处分,也不影响其在政府部门的职位与工

作,有的在甲处受到党的处分, 照样可以在乙处机关工作, 甚至有

的在党内受处分,却在政府机关被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党纪形同

具文,从政党员睥睨党组织,甚至与党组织作对,党组织徒叹奈何。

1940年,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 有代表指出: �查党员不出席

区分部党员大会及小组会议之惩戒办法,中央业有明白规定,惟因

限于党纪处分难收实效, 甚至开除党籍亦所不惧, 致党纪处分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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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穷。此种情形,尤以行政机关公务员及公私立学校教职员为最

显著,证以过去开除党籍之党员,往往于其本身之职业与工作不发

生影响,故党纪处分之效力等于废纸。 ! 本来按国民党党章规

定,开除党籍即等于褫夺其任官之公民权,即非撤职不可。但真正

做到者极少。

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掌政权后, 必有大批追逐名利者混进党内,

同时原本纯洁的党员也容易受到权力金钱的侵蚀而腐化。鉴此,

一个富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政党, 一般都要定期清理门户。如苏俄

共产党在 1917 年取得政权后, 于 1919 年举行了第一次清党, 有

2/ 5的党员被淘汰。其后,俄共大批吸收新党员。两年后, 又再次

清党,又有 1/ 5 的党员被开除。前后两次共计开除党员 20多万

人。% 国民党在 1927年也举行了一次�清党 , 但国民党的�清党 

是对外,而非对内, 是� 清共 ,而非�清国 。国民党执政后,除了

1928年和 1938年进行过两次党员总登记外, 从来没有进行过全

党性的整党和清党工作。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不完全统

计,战前数年间,受处分的党员总计不过 5500多人,内中被开除党

籍者仅数百人, 大多数仅仅受到停止党权和警告等轻微处分(见附

表)。被开除党籍者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有共产党嫌疑者, 一类

是反蒋人物。事实上, 30年代历次反蒋运动中被�永远开除 出党

的人物,当其一旦与蒋达成妥协后,其党籍又随之恢复。故战前实

际被开除党籍的普通党员甚少。

抗战时期, 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 而党纪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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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度反趋弱化。战时为了加强党纪而增设了�党员监察网 , 负

责监督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将违法乱纪者密报县监察委员

会办理。! 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战 8年间, 数百万党员中, 受惩戒

的总计不过 3400多人,其中永远开除党籍和开除党籍者 1600 多

人。被开除党籍者中, 90%以上是因为叛国附逆。换言之, 战时只

要不公开投敌充当汉奸, 就基本上不会受到被开除出党的惩罚。

事实上,即使充当汉奸亦未必被开除出党。如 1941年就有 12 名

叛国附逆的党员分别仅受到注销党证、停止党权和警告等处分。

1942年有 3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只受到注销党证的处分,另有 5 名

叛国附逆者甚至免予处分。% 另一方面,战时被开除党籍者中, 有

的是自动请求脱党。1940年 1月,福建省平潭县党部向省党部呈

报: �何义明延不履行报到, 自愿脱离党籍, 附党证一枚, 请察核注

销。 省党部复称: �呈悉, 查党员自愿脱离党籍,应依照#党员及党

部处分规程∃,以违背党纪论, 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 &

国民党党员受惩戒统计表

处 分 � 类 别 战前 战时

永远开除党籍 413 人 1382 人

开 除 � 党 籍 209 人 300 人

短期开除党籍 668 人 335 人

停 止 � 党 权 2274 人 749 人

警 告 � 处 分 1932 人 633 人

注 销 � 党 证 15人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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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分 � 类 别 战前 战时

总 � � � � 计 5511 人 3422 人

统 计 � 年 度 6 年 8年

年平均受惩人数 918 人 428 人

� � 资料来源: ( 1) #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 , 第 1215 ∋ 1222 页。( 2)

#申报年鉴∃ , 1933 年度版, 第( E) 21页; 1934 年度版,第 200页; 1935 年度版,

第116 页; 1936 年度版,第 203 页。( 3)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 #中

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 1941 年度版,第 65 页; 1942 年度版, 第 76页 ; 1945

年度版,第 89 页; 1946 年度版, 第 61 页。

注:战前统计年度为: 1928 年 2 月 ∋ 1930 年 3 月; 1931 年 11 月 ∋ 1935

年 11 月。战时统计年度为: 1937∋ 1942 年; 1944 ∋ 1945 年。

对一个执政党而言, 当其党员到了自动要求脱党, 或连开除党

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

本组织机能和内聚力。当时国民党内已有人自嘲国民党已不成其

为一个党。! 抗战中后期, 当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

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国民党只是一

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作为总裁的蒋介石, 战时除

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党毫不留情地作一些道德训戒式的痛责外,

并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整党和清党举措。也许在蒋看来, 国民党早

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不堪救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 蒋才

痛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作者王奇生, 1963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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