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庆龄为捍卫新三民主义

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朱 汉 国

美国作家斯诺夫人在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写道
,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失人
“
照她的性格来说

,

她

是应该受到孙中山保护和爱怜
,

而不是要投身去为孙中山战斗的
刀。

但严酷的斗争现实
,

却使得宋庆

龄成了捍卫孙 中山的坚强战士
。

① 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几十年的斗争生涯正是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

个事实
:

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思想最忠实的继承者
,

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是宋庆龄民

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之一
。

本文试图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论述一下宋庆龄为捍卫孙 中山 新三

民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
,

就

是它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为 前提
。

是拥护还是反对三大政策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这是鉴别真假三民主义的试金石
,

也是划分

国民党左右派的主要标志之一
。

早在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之时
,

就遭到

国民党右派邓泽如之流的反对
。

如果说孙中

山在世之时
,

还能 以其
“

总理
”

的威严镇住右

派分子
,

使新三民主义得以贯彻执行 ; 那么
,

孙中山去世之后
,

为坚持新三民主义的革命

原则
,

就需要一批真正愿意实现三民主义的

革命志士
,

去与国民党右派斗争
。

而宋庆龄

就是这一批革命志士中最坚决的一员
。

孙中山的逝世
,

对于宋庆龄来说
,

其悲痛

是难于言表的
,

但本来就认为
“

与先生结合
,

实为与中国革命结合
”

的宋庆龄深知
,

唯有继

承孙中山遗志
,

方能有益于革命
。

因此
,

她

坚定地表示
“

我会继承他遗志的
” 。

② 她是这

样说的
,

也是这样做的
。

在大革命中
,

她在上海
、

广州不断发表演

说
、

声明
,

号召全国国民要
“
志先生之志

,

行先

生之行
” 。

⑧ “
为民族争独立

,

为 人 权 争 保

障
” 。
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

邹鲁
、

谢持等国民

党右派虞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的
“
国

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 ,

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新三

民主义
,

并通过了一系列反三大政策的反动

决议
。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撅进攻
,

宋庆龄

毫不畏惧
,

通电谴责了他们的罪行
,

指出 “ 总

理泉下有知
,

亦当痛哭
” 。
⑤ 在一九二 六年一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
,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

党人一起
,

揭露驳斥了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

山新三民主义的行为
,

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

作
, “
团结坚固

,

不要受人家挑拨
” ;共同努力

,

忠实执行三大政策
,

实现孙 中 山 的革命 主

张
。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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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
,

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公

开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发动 了
“
四一

二
”

反革命政变
。

蒋介石的背叛
,

并没有动摇

宋庆龄坚持孙中山新三 民主义的决心
,

她坚

信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
” ,

国

民党反动集团虽然背离了
“
孙 中山手定的 中

国革命的道路
” ,

但
“
千百万中国人民

,

仍将

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 目的
” 。

①宋庆龄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
,

与蒋介石右派集团斗

争的
。

在蒋介石公开反共之时
,

宋庆龄就和

邓演达
、

何香凝
、

毛泽东等人联名通电
,

声讨

蒋介石反共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叛 逆 罪 行
,

号召全国同志
“

惟有依 中央命令
,

去此总理之

叛徒
” 。
② 同年五月 , 宋庆龄参加了国民党第

四次大局讨论会
,

席间
,

她重 申了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
,

要求
“
农民

、

工人和工商界联合起来

为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奋斗
” 。
③

在那政治动荡的岁月里
,

武汉国民党政

府在急剧的蜕变
,

反苏反共反三大政策的气

氛笼罩着武汉三镇
。

许多好心的朋友劝宋庆

龄离开武汉
,

有的甚至给她准备了一艘 日本

船
,

但都遭她拒绝
。

七月十二 日
,

宋子文从

上海亲 自到武汉
,

劝宋庆龄到上海与蒋介石

合作
,

她断然回答
: “
不行 !

”
④ 宋庆龄对革命

的坚定决心
,

为国民党右派所忌恨
。

当时的

报刊 曾有这样的报道
: “
孙夫 人烛知其隐

,

屹

不为动
,

反动派计无所逞
,

乃 作为种种流言

蜚语
,

欲以中伤孙夫人
。 ”
⑤反动军官何键甚

至派兵搜查 了宋庆龄住宅
,

但她临危不 惧
,

坚决斗争
。

亲眼 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记者文

森特
·

希恩作了这样的描述
: “
孙夫人的庄严

不同
,

那是一种 比较 内在的气质
,

她对孙逸仙

的这个名字的忠诚 以及对她认为应尽的义务

的忠诚
,

能经受任何考验
。

… …家里人的狂怒

以及国际上的诽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
,

使

她向她认为错误的路线屈服
” 。
⑥

七月十四日
,

武汉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

卫步蒋介石之后决定反共
,

是 日召开
“

分共
”

会议
。

宋庆龄拒绝出席
,

并请人代为发言
,

表

示坚决反对
,

严正指 出
: “
抛弃三大政策

,

就必

然要向帝国主义屈服
” 。
⑦ 同日

,

她又通过《密

勒 氏评论 》报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

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

公开谴责 国民党右派
“
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

” , “
是违

背 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 。

并退 出 中 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以抗议国民党右派

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背叛
。
⑧ 这 一 《声 明》

遍贴武汉街头巷尾
,

给予了国民党叛徒们以

沉重的打击
。

七月三十 日
,

宋庆龄在上海向

新闻界再次宣布
“

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

之前
,

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
。

于革命事业不

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
,

余决 不 担任 何党

务
” 。
⑨ 再次表达了自己与国民党右派决裂的

决心
。

宋庆龄维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的态 度
,

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
,

也赢得了大家的好

评
。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称宋庆 龄是

“
国

民党整个左派 中唯一的大丈夫
” 。

L 连外国记

者在事后追忆宋庆龄在大革命的经历时也发

现
, “
廖仲恺之死

.

使得国民党老党员之中
,

除

了宋庆龄外
,

没有谁能真正追随孙中山的新

政策
” 。
⑧ 这种评价

,

尽管与事实尚有 出入
,

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宋庆龄继

承孙 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原 则 的决 心 和 毅

力
。

大革命失败后
,

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

策
,

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宋庆龄在国

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
。

为了杜绝国民党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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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她的名义
,

为他们的倒行逆施辩护
,

同

时为了以实际行动抗议国民党右派反苏反共

的行径
,

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底离开上

海出访欧洲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
。

在苏联期

间
,

她多次发表演说和声明
,

指出
,

背叛孙

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人
,

绝不能
“
代表革 命 的

国民党
,

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 。
① 并

试 图
.

与邓演达
、

陈友仁等一起组建
“

中国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 ,

以代替
“

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
” ,

来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在

柏林期间
,

她同国内坚持孙中山新三 民主义

原则的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并
“

悉 心研究

如何忠实地履行她的丈夫 的
`

三民主义
’ ,

以

拯救中国
” 。
②

一九二九年
,

宋庆龄回国参加孙 中山在

南京的葬礼
,

在离开柏林前公开声明
: “

我此

去中国
,

是参加将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

山的仪式的
” , “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

解
,

我不得不申明
,

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

十四 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
” 。

并表示
“

只要国

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
,

我就决不

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
,

不管是直接的
,

还

是间接的
” 。
③

回国之后
,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
一

下
,

宋庆龄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她

已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 主 义 者
。

但她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
,

宣传孙中山

的新三民主义
。

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告

诉人们
: “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

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
、

民权主义和民生

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
,

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

主革命阶段的政纲
,

基本上是相同的
” 。
④ 因

此宣传新三 民主义并使之得以实现
,

既是民

主主义者的职责和奋斗 目标
,

也是每个共产

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职责和奋斗 目标
。

抗战前夕
,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
,

国

民党内的明义之士已从背离孙中山新三民主

义而造成的十年恶梦中觉醒
,

渐已表示了有

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愿望
。

宋庆龄看到了国

民党内这种微妙的变化
,

从大局出发
,

一九三

七年二月
,

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

会议

期间
,

宋庆龄和何香凝
、

冯玉祥等一起提出了

恢复三大政策的历史性建议
,

要求国民党尽

快
“

恢复总理三大政策
,

以救党国于危亡
,

以

竟革命之功业
” 。
⑥ 宋庆龄还 向 与会 者作 了

《实行孙中山遗嘱》 的演说
,

指出
“

我坚决相

信
,

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 的遗 嘱
,

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 的三 大 基 本 政

策
,

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

解脱出来
,

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 。

并且断言
,

只有忠实执行孙 中 山 的 三大 政

策
, “

才可以救 中国
” 。
⑥ 同年四月

,

宋庆 龄发

表了《中国当前的急务》 , 文
,

指出
,

三民主义
“

是适合中国今 日国情的
” , “

推行中山先生的

主义在今日是最最重要的
” 。

⑦ 宋庆龄的强烈

呼吁
,

团结了国民党内的左派
,

影响了中派
,

动摇了右派
,

为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
,

为国民

党恢复孙 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起 了积极 的 作

用
。

在国共双方的努力下
,

第二次国共合作

终于实现
。

宋庆龄闻此喜讯
, “

异常地兴奋
,

异常地感动
” ,

欣然写下了《 国共统一运动感

言》
。

她再次强调了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的意

义
,

要求中国国民党切不可忘记
“

过去 国共

分裂这一段悲惨历史
” ,

指出
, “

国民党同志应

该谨记着
,

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
,

抛弃了工农

大众利益
,

将成为民族罪人
,

等于国民党的自

杀
” 。

⑧ 但是国民党右派集团恢复孙 中山新三

民主义是被迫的
,

它们出于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利益
,

在 日本帝国主义 的军事压力和政

治诱降下
,

时刻孕育着再次背叛孙中山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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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的危险
。

宋庆龄在这种政治 局 势 下
,

与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
,

一面积极
.

地宣传

孙 中山的新三 民主义
,

一面与国民党
`

右派违

背新三 民主义革命原则
、

破坏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行为作斗争
。

抗日战争期间
,

宋庆龄写下了多篇文章
,

解释孙 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要求大家团结奋

斗
,

为实现新三民主义而努力
。

她说
, “

应该

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
” , “

惟有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
,

得到充分 的发展
,

然后才有真正

独立的中国
” 。
① 一九四一年一月

,

国民党右

派制造了
“

皖南事变
” ,

宋庆龄异常气愤
,

立

即通电谴责蒋介石
,

指出
“

弹压共产党则中国

有发生内战之危险
” ,

要求蒋介石
“

今后必须

绝对停止 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

必须停止弹压

共产党的行动
” 。

② 王昆仑先生在回忆宋庆龄

当时为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

巩固统一战

线的功绩时说道
: “

宋庆龄历数国民党反动派

对 日搞妥协投降
,

对内镇压人民的种种倒行

逆施
,

严正地指斥了这些人 自称是孙 中山的

信徒
,

实际上是孙中山的叛徒
。

当时正是国

民党反动派发动几次反共高潮之后
,

宋庆龄

的话
,

冲破了
`

雾重庆
’

的低气压
,

振奋 了大后

方的人心
。 ”
③

抗 日战争胜利后
,

国民党再次背叛了新

三 民主义
,

抛弃三大政策
,

挑起了内战
。

宋

庆龄义愤填膺
,

当即发表声明
。

她指出
, “

今

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
,

但

威胁却起 自国内
,

起 自内战
” 。 “

这种内战已不

宣而战地开始 了
。

解决的办法虽然困难
,

却

是 明显的
,

那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 民族主义
,

民权主义
,

民生主义
,

并

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
” 。
④ 宋庆龄的严正主

张
,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

当时的民

主人士彭泽民就发表 《孙夫人对时局的主 张

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
,

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

所阐明的立场
。

然而
,

国民党却一意孤行
,

在

背离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轨道上越走

越远
,

结果为人民所唾弃
。

宋庆龄和中国共

产党人一起
,

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

原则
,

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

以上所述
,

充分说明
,

宋庆龄是孙 中山新

三民主义最忠实的继承者
,

她不畏艰险
,

临

危不惧
,

为维护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

在

实际斗争中
,

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

这一

点
,

她是无愧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 生 的
,

也是无愧于中国革命的
。

值得指出的是
,

宋庆龄为恢复三大政策
,

维护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

不仅在实际工

作中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不懈 的 斗争
,

更重要的是在于她详尽地阐述 了孙中山新三

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

揭露了各种假三民主义
,

从理论
_

L捍卫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 1) 批判了汪精卫之流反三大政策的反

动理论
,

阐明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重

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提 出的一种革命政策
。

孙

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也是在确定实行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上 进 行 的
。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不可分割的部

分
,

它决定着新三民主义的社会 内容和阶级

内容
,

决定着新三民主义究竟能否真正实行
。

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反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言

论中
,

都有一个共通之处
,

就是极力贬低三大

政策的重要意义
,

割裂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

的本质联系
。

胡汉民就说
,

所谓政策
,

则是

政治上的
“

大方针大方案
” ,

而联俄联共不过

是政策之下的一件事
。
⑤ 汪精卫则声称

,

三大

政策
“

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 策
” ,

“

时代与环境变 了
,

政策也 即 随 之 而 变 化

的
” 。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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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汪精卫之流对三大政策的攻击
,

宋

庆龄强调指出
, “

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
,

他的

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
。

但是

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 的 需 要 而 改

变
,

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
,
但是政策

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
,

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
,

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
,

变为虽然扯起革

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 旧 社会 制 度 的 机

关
” 。

① 在驳斥汪精卫之流反动论点 的 同 时
,

宋庆龄特别强调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联

系
,

她说
, “

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离

的
,

孙总理直到临终不独没有改变他的主张
,

并在遗嘱中深望全体同志力求贯彻
” 。
② 并一

再声明
,

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是
“

来加强三民

主义
” 。

③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

前者是原则

和纲领
,

后者是战略和策略
。

也可以说
, “

三大

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
” 。

④ 宋庆龄告诉

人们
, “

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

部分
” 。

离开三大政策
,

三民主义就缺少根本
,

也无法实现
。

宋庆龄关于三大政策的上述言论
,

不仅

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对 三 大 政 策 的攻

击
,

捍卫 了新三民主义
,

同时也坚定了革命

者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的信念
。

(2 ) 揭露了蒋介石右派集团的伪三民主

义
,

严格 区分了真假三民主义
。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 日
,

蒋介石右派集

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

四月十八 日
,

在南京建

立了所谓的
“
国民政府

” 。

为了掩盖其反共反

人民的反动本质
,

它处处假借
“

三 民主义
”

的

词句
,

混淆人们的视听
,

严重败坏了孙中山

新三民主义的声誉
。

他们利用孙中山
“

建 国

三期
”

说的有关词句
,

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形式

上统一全国之后
,

宣布
“

军政时期
”

结束
, “

训

政时期
”

开始
,

并煞有介事地在同年十月抛出

了 《训政纲领》 ,

声称这是
“

实施总理三 民主

义
”

的程序
。

一九二九年三月召开了 国 民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标榜中国国民党是
“

誓

行三 民主义
”

的政党
。

一九三五年五月
,

蒋介

石在南京召开的
“
国民会议

”

上更是大谈
“

总

理遗教
”

如何如何
。

南京蒋介石右派集团所言

的
“

三民主义
” ,

完全是抽掉三 民主义革命原

则的伪三民主义
。

但在当时的中国
,

由于国

内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

却很少有人能看

清他们伪三民主义的本质
。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

由于在
“

左
”

倾路线

的统治下
,

在对待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态

度上则是错误的
。

瞿秋 白
、

李立三等一些当

时的中央负责人都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 已不是革命的力量
,

而是革命的障碍
。

这种错误的看法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孙中山新

三 民主义的态度
。

他们看不到孙中山新三民

主义作为革命纲领与中国共产党 民主革命最

低纲领的相同之处
,

分不清孙中山新三 民主

义与南京蒋介石右派集团所宣扬的
“

三 民主

义
”

的本质区别
。

他们认为
,

孙中山的三 民主

义已成为
“

公共垃圾箱
” , ⑤ 与蒋介石的

“

三民

主义
”

没有区别
,

甚至把蒋介石说成是
“

孙中

山主义的嫡传
” 。
⑥

中国共产党内这些犯有
“

左
”

倾错误的领

导人对孙中山三 民主义的错误认识 和 宣 传
,

更加模糊了人们对孙中山新三 民主义的正确

认识
。

此时
,

宋庆龄却能明辨是非
。

从这一时

期她发表的演说和声明来看
,

她能严格地将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蒋介 石 右 派 集 团的
“

三民主义
”

区别开来
。

宋庆龄严正宣布
,

蒋

介石右派集团所鼓吹的
“

三 民主义
”

是
“

违背

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 。

⑦ 她告 诉 人 们
,

蒋介石右派集团
“

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
,

曲

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
,

其实已为

旧势力之化身
,

军阀之工具
,

民众之仇敌
” 。
⑧

“

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
,

都在
`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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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的名义下
,

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
” 。 “

孙中

山的遗嘱连一天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 。

① 这一

针见血的语言
,

无情地揭露 了蒋介石右派集

团的伪三民主义的实质
,

维护了新三民主义

在人们心 目中的威望
,

也提高了人们对蒋介

石
`

右派集团的认识
。

这对于团结人民抗击 日

本帝国主义
,

揭露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暴行

起了积极的作用
。

(3 ) 驳斥了叶青等人对 三 民主 义 的歪

曲
,

坚持了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

一九三九年前后
,

中国政治思想界展开

了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论
。

这是一场关系

抗战事业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重 大 争 论
。

在这次争论中
,

共产党的叛徒
、

反动文人叶青

连续抛出了 《中国底现 阶段及其将来》
、

《 中国

政治问题》
、

《与社会主义者论 中国革命》等小

册子
,

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
,

全面篡改歪曲孙

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
,

成为国民党右派

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 战线上的 急先锋
。

他割裂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
、

民权主义和民

生主义之间的互相联系
,

取消 了孙中山的民

权主义
,

说什么
“

民主在现阶段的今天
,

不论

是抗战前
,

抗战中
,

抗战后
,

都非大问题
” 。

②

他还极力歪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

鼓吹
“

和平

转变
” ,

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 学

说
。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从理论上向共产党

的进攻
,

维护革命的三民主义
,

中国共产党人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
,

连续发表了一系列

文章
,

阐明了共产党人关于三民主义的基本

观点
。

张闻天的 《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 三

民主
、

义》
,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就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

宋庆龄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抗 日

的民主团结
,

为了维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
,

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假三民主义
,

和中国共产

党人一起
,

参加 了这场关于 三 民 主 义 的 争

论
。

宋庆龄首先驳斥了叶青等人借三民主义

进行反共的理论
。

她指出
,

国民党要求
“

共产

党停止宣传和放弃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
” ,

是
“

无理要求
” 。 “

宣传阶级斗争正是共 产 党 所

以存在的根本原因
,

它怎么能放弃这些呢 ? ”

她肯定了中国共产党
“
已尽 了最大力 量 来 保

持 中国团结
”

的事实
,

警告国民党
“

如果愿意

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
,

它决不应拒绝

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
” 。
⑧ 虽然

宋庆龄未能象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明确地讲清

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
,

但她以特殊

的身份公开肯定中国共产党 的 阶 级 斗 争 学

说
,

这对于企图以
“

三民主义
”

来要求共产党

放弃阶级斗争
、

放弃共产主义的宣传的国民

党右派无疑是有力的反击
。

其次
,

宋庆龄强调了三民主义之间的互

相联系性
,

批驳了叶青企图取消民权主义的

言论
。

她认为
,

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
, “

民族

民权民生三个主义
,

是有联带关系的
,

是救 国

目标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 。

④并且结合中国的

具体国情阐述了三民主义内部的互 相 联 系
。

她说
: “

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

改善
,

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

压迫
。

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
,

则处

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
,

永远不能建立一个

新时代的国家
,

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平等和

生活上的改善
。 ”

因此
“

我们要晓得
,

抵抗侵

略
,

提高民权
,

改善民生
,

有同样的重要性
,

应

该同时并进
” 。
⑤ 她还特别指出

,

如果说三个

主义硬要在今天分出次第来实行的话
,

那么
“

照我看来
,

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总

理的民权主义
” 。
⑥

宋庆龄在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中
,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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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的概念化毛病
,

但大多数作家则能超越这一点
,

这是新时期规实主义作家明显的进步之

以严峻的态度面对现实
,

不幻想
,

不粉饰
,

不给理想主义留下一席余地
,

从而迫使人在走投

无路的绝境中陷入富有革命性的沉息
。

这是张弦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征之一
。

如果说
,

在《被

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结尾中还留有一丝粉红色的理想游魂扩
一

那么
,

懦弱的良蕙无法追求活生生

的幸福而只能向死者倾诉
、

善良的孟莉莉守住了丈夫却守不住他的心
、

纯活的玉洁最终还是摆

不脱红丝线的牵连
、

尹影追求自由却又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这些妇女面临的丝毫容不得理

想色彩的严酷现状
,

迫使每一个读者不得不作这样的思考
:
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之中? 封建主义究竟是作为制度的外在物
,

还是存在于每一个正直的人心灵深处的积淀物? 张

弦继承了鲁迅的传统
,

在探讨国民性弱点的命题上显然有了新的发展
。

再看王安忆
,

在她的

笔下
.

,

追求本色几乎成为一种特色
:

本色的女孩
、

本色的市民
、

本色的农 民
,

王安忆没有幻想
,

她始终执着地盯着现实中的这一个
。

心眼实
,
口齿呐

,

思维简单
,

心灵与行为一样的麻木和平

凡
。

王安忆适合描绘庸常之髦
,

宛示赋予人物半点理想色彩
,

不在灰色上涂抹一点红
,

而正是在

这种为芸芸众生绘像中她展示了充满生机的现实世界
。 《小鲍庄》的多义性正证明了这一点

。

张弦与王安忆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当代文学中的偶然现象
,

它反映了文学挣脱了过去伪

现实主义强加子它的种种枷锁以后
,

又活泼拨地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

这种略带一点阴

柔之气的创作之风配之刘宾雁式的雄风
,

构成了新时期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特点
。

它不奢想

排斥其他创作流派与艺术技巧
,

也无有企图包容其他创作流派统领一切的野心
,

它只是 以现实

生活对作家的有力制约与作家对现实生括的本能关注为生存的基点
,

发展着自己的魅力
。

新时

期文学较之昨 日的文学
,
它的进步仅在于文学在社会学上的功能略有缩小

,

其审美功能始有萌

芽
,

但还远远未达到仅供人们陶冶心灵的程度
,

物质基础的不雄厚
,

社会弊病的积重难返
,

封建

意识的僵而不死
,

都会促使人们向文学提出现实主义的要求
。

依我看
,

今天的文学当分饥饱之

需
, “

饱食
”

义学反映了人们在物质要求获得满足以后产生的精神渴求 , “ 饥食
”

文学
,

反映了人

们在追求物质欲望过程中所伴随而来的种种精神渴求
。

两者功能旨向
,

其价值尺度
,

都不一

致
。

而在今天
,

建设
“

四化
”

还仅仅是一个开头
,

人们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改革的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之时
,

现实主义的文学依然是满足
“

饥食
”

文学的最好精神食品
。

也许
,

现实主义不再是作家的宗教
,

而成为作家的工具
、

向导
、

朋友
, 它伴随着作家共患难

,

冒风险
,

一起开垦着未来的文学园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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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
,

驳斥了国民党

右派对三民主义的歪曲
,

维护了孙中山新三

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

澄清了在三
一

民主义间题

上某些棍乱思想
,

这对保证中国抗战的顺利

进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

总之
,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
,

宋庆龄始终

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捍

卫者
,

是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的杰 出

代表
。

她不为反动逆流所左右
,

在血雨腥风
、

危浪险涛中巍然屹立
,

坚贞不渝地捍卫新三

民主义
,

为新三民主义所期望的民族独立
、

人

民民主幸福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 的斗 争
。

这种坚持革命原则
,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

足

为全国人民同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