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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曾
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未
能如愿。国民党要求加入共
产国际，目的是借此排挤中国
共产党，将国民革命的领导
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胡汉民受宠若惊莫斯科之行

1925年 9月 23日，国民
党元老胡汉民带着一封由
汪精卫签署的给联共（布）
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信，离开
广州前往莫斯科，作为国民
党的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共
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
议。令胡汉民受宠若惊的
是，当他于10月28日到达莫
斯科时，受到了隆重的礼
遇。联共（布）中央、苏联红
军、莫斯科市政府和各人民
团体，以及东方大学的中国
留学生都派代表到车站欢
迎，欢迎的人数达6万之众。

胡汉民到达莫斯科不
久，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有
关负责人提出要求，探讨俄
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
有关国民党的策略、组织和
纲领等问题。共产国际执
委会安排宣传鼓动部的工
作人员拉菲斯与其进行了
三次谈话。

在谈话中，胡汉民极力
说明国民党是个“工农党”，
并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要
求。拉菲斯认为，共产国际
不可能将国民党与中国共
产党同等看待，所以对胡汉
民的要求未置可否。

次年 2 月 8 日，共产国
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
接见胡汉民，在谈话中，季
诺维也夫提出国民党应当
同共产国际建立关系。季
诺维也夫的话再次点燃了
胡汉民心中的希望之火，他
于 2月 13日致书共产国际，
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
国际的要求。

胡汉民的努力没有白
费，1926 年 2 月 17 日到 3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
第六次扩大会议，胡汉民出
席会议。这次会议把国民
党定为一个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
命联盟，决定把国民党作为
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任
命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
会主席团“名誉委员”。

邵力子再次申请加入

1926 年 6 月，中国共产
党和国民党分别接到共产

国际的通知，要求两党各派
一名代表参加将在 11 月召
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
次扩大会议。蒋介石选中
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
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邵力子
作为国民党代表前往苏联。

临行前，蒋介石与邵力
子进行了长谈，要求邵在莫
斯科尽量争取国民党加入
共产国际。在蒋介石等人
看来，只有加入共产国际，
才能确立国民党在中国革
命中的领导地位。当时，北
伐战争进展顺利，国民革命
军势如破竹，迅速向长江流
域推进。这种形势下，蒋介
石认为再次要求加入共产
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6 年 9 月初，邵力子
与中共代表谭平山一起到
达莫斯科。9 月 16 日，邵力
子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
了一份报告，转达了蒋介石
的意见。几天后，又向共产
国际执委会写了补充报告，
专门谈了国共关系问题。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
对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
际一事未作答复，11 月 25
日，邵力子再次致信共产国
际执委会。在这封信的最

后，邵力子提出了新的建
议，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第
二方案：共产国际与国民党
之间互派代表；国民党驻莫
斯科的代表应该参加国际
革命工作。这个建议避开
了国共关系难题，因此，共
产国际觉得可以考虑。

1927年1月6日，共产国
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
原则上同意邵力子的提议，
并责成远东局书记处对此事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远东局
反复讨论后决定，组织国民
党问题常设委员会，负责处
理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问题。远东局将此决定报告
给政治书记处。政治书记处
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

“不采纳这个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局

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国共
两党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激烈
的矛盾，如果让国民党加入
共产国际，不仅不利于矛盾的
缓和，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
乱。第二，担心蒋介石的反动。

事态果然被斯大林不
幸而言中。4 月 12 日，蒋介
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
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企图最
终没能实现。 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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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初，国民党当局
发动皖南事变。这时隐居
峨眉山的冯玉祥了支持中
共的政治主张，毅然下山。

冯玉祥以“利他聚餐会”
的方式将民主爱国人士团结
起来。聚餐会发起人有陶行
知、李公朴、卢绪章、孟宪章
等。每次聚餐都邀请一些知
名爱国民主人士莅临演讲，
先后有陶行知、郭沫若、邓初
民、马寅初等。演讲内容主
要是分析抗日形势和宣讲抗
战必胜的道理等。

冯玉祥对“利他聚餐会”
非常重视，要求每次演讲的
专题内容都有针对性，坚信
抗战必胜。随着“利他聚餐
会”陆续有新成员参加，1945
年 5 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利他社”。“利他社”推选冯
玉祥为名誉会长，后来社员
人数增加到300余人。

全面抗战期间，冯玉祥
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
委员长的身份，走遍四川各
地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发动
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他自
己更是带头长期捐献，直到
抗战胜利为止。 胡平原

冯玉祥成立“利他社”
支持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