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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温和元老为国共合作搭桥

1917 年，林伯渠的世

界观发生了变化。

和中国许多先进分子

一样， 这种变化是在俄国

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

的，不同的是，林伯渠转变

的基础，与他 10 余年的革

命实践有关。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

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

着我。 ”林伯渠所说的“这

些时候”，正是指辛亥革命

以来，护国、护法运动接连

失败。

加盟同盟会， 开启了

林伯渠探索民主主义革命

的道路； 那个率先按下的

手模， 带动了一批革命之

士投身推翻军阀统治的浪

潮；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的消息传来， 他为找到民

族独立的希望无限振奋。

“无论什么时候自己

总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

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要衰

亡的东西抛在后面。 ”60

岁时， 林伯渠如此自我评

价。

核心提示

【人物志】 林伯渠

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生于

1886 年，卒于 1960 年，湖南安福（今临

澧）人。 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

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新中国

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

他为人温和，但理想炙热 ；他处事

变通，但立场坚定。 他一直在为民族独

立不断实践探索，他加入同盟会，投身

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共产党，“依靠无产

阶级的力量拯救中国”。

他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他

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的桥梁。

赴日求学：探索革命路

1905 年盛夏，日本东京赤坂区。

一所别庄内悬挂着“中国同盟会成

立大会”的会标，会场内拥挤不堪，一面

墙壁甚至被挤垮，孙中山正在演说：“大

好河山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

之， 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

岂非无可羞之极乎？ ”

此时的林伯渠，是以国内西路师范

第一名的身份到日本东京求学的进步

留学生，读邹容、陈天华的文章和当时

日译的欧美书报，希望能“真枪实弹地

干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

演说上， 提倡民主共和的孙中山，

将当时中国不理睬政治的进步比喻为

“懂得了铁路原理还要用畜力拉车”，林

伯渠对此非常欣赏，会后拉着黄兴和宋

教仁去见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

回国后，林伯渠密使东北，彼时慈

禧太后为讨日本人开心， 决定割让间

岛，林伯渠给东三省总督军事参议吴禄

贞出主意，让他以“割地代表”的身份当

幌子，席间诱使日本人拿出皇上割地的

手谕，再想办法撕碎手谕，阻止了日本

侵吞领土的阴谋。

武昌起义前夕，林伯渠奉命在湖南

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策动起义，虽然起

义最终成功，但革命党人仅仅执政了 10

天， 就被立宪派谭延闿篡夺了革命政

权。

1913 年 7 月间，林伯渠因二次革命

失败，再次到日本，孙中山也在日本创

立中华革命党以期重整旗鼓，为了避免

辛亥革命的教训，孙中山要求入党者只

能服从自己，按手模盟誓。 这遭到了汪

精卫和黄兴的反对，认为按手模只是江

湖规矩，革命党人不应如此。 就在会场

陷入僵持时，林伯渠说，革命须志同道

合，不应群龙无首，“打手模宣誓，总比

乌合之众强，我愿跟随孙先生！ ”言毕涂

上印泥，“啪”的一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

了下去。

1944 年，中共派林伯渠（左四）等赴西安、重庆，就如何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问题与国民党代表

进行多次谈判。

1926 年，林伯渠到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

主任。他很早就主张共产党要掌握军队，在组建国

民党革命军第六军时， 曾建议中共广东省委多建

几个师， 但当时省委主持军委工作的人认为北伐

时机不成熟，反斥责林伯渠有军阀思想。结果北伐

时，第六军兵力仅有 3000 来人。

第六军攻克南昌后屯守九江， 一天总政治部

主任邓演达来到驻地， 因对蒋介石在迁都武汉的

事情上出尔反尔不满， 蒋介石通知第六军军长程

潜扣留邓演达。程潜知道事关重大找林伯渠商量，

“难啊，扣人，天理不容；不扣，难以复命。 ”

见程潜为难，林伯渠说，蒋介石想杀鸡儆猴，

以为如此可以阻止迁都武汉，“择生（邓演达）力主

迁汉，不仅不能扣留，还得小心保护。 ”为了保险，

林伯渠特意交代士兵，除了军部首长，任何人不能

进入邓演达的住所。

为这件事，邓演达对林伯渠十分感激，回到汉

口后， 便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揭穿了

蒋介石的阴谋，谴责蒋介石政权“背离中国人民，

是军阀、官僚和地主的工具。 ” （据《新京报》）

坚持路线：暗护邓演达

结识挚友：踏上新征途

在日本，林伯渠结识了李大钊，两人成为知心

好友。 1916 年，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派遣，回国参

加反袁斗争，但和李大钊之间仍保持书信来往。

就在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在湖南郴州、 衡阳

一带抗击北洋军队时， 他从李大钊的来信中得知

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 他拿着信走进林修

梅的营房，说起中国军队的现状，林伯渠说，“军队

本是人民的， 现在政府却把它变成特权阶级的护

身符，借维持秩序的名义欺骗军人服从。 ”他想效

仿苏俄的做法，把护法军建成工农军队，但在当时

无法实现。

1920 年，林伯渠奉命到上海开辟工作，由于

经费困难，虽然每天奔波于十里洋场，但林伯渠的

身上经常不名一文。

女儿林秉蘅回忆：“父亲在上海住在一个小糖

果店的阁楼上，这家店是当时工作的掩护场所，每

次能领很少一点儿生活津贴， 还要帮两个兄弟读

书，生活艰难，又不便常在店主家蹭饭，平时就吃

点干粮，白开水泡馒头，过些时候才能在小饭馆里

吃一顿咸泡饭。 ”

国共合作：尽心搭桥梁

1920 年冬，林伯渠见到了陈独秀、李达和邓

中夏。为了考验林伯渠，陈独秀让他谈谈对俄国十

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 林伯渠讲了从辛

亥革命果实被篡夺，到二次革命的失败；从护国护

法运动的受挫， 到五四运动的探索。 他说：“要革

命，依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

力量才能拯救中国。 ”当天，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但被安排在孙中山的身边继续工作。

1923 年，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

总务部副部长。当时，共产党已经同意和国民党合

作，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林伯

渠的介绍下，张太雷、刘少奇、彭湃等共产党员都

加入了国民党。依靠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国民党

也开始在一些省份建立秘密党部。

当时， 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还处在秘密时期，

依靠林伯渠的牵线搭桥， 北方和湖北的国民党组

织， 都在这个秘密时期， 通过共产党的帮助发展

起来。

游说反蒋：正色摆立场

林伯渠也致力于推动工人农民运动， 为了支

持省港大罢工， 他在广州主持召开欢迎罢工工友

大会，在有 800 多名工友的会场上，他鼓励工友，

“罢工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现在肃清了反革命

派，统一了广东，这是罢工的胜利。 ”

组织农运也使得林伯渠遭受一些人的憎恨。

一次， 林伯渠化装成商人搭乘民船回老家湖

南临澧，同船的一名绅士听出他是当地口音，就聊

起了林伯渠，“林祖涵这个人可不是好东西。 ”“怎

么，难道他当土匪了？ ”林伯渠故意反问。

“简直比土匪还恶！ ”乡绅骂道，“他现在是农

民部长，和共产党一起搞兴农会，凡是家里有几亩

田，手里有几个钱的，都过不了安静日子，我还是

悄悄跑出来的。 ”

看见乡绅仇视农民协会， 林伯渠接过话头，

“我看你不用东躲西藏，只要钱来得明白，不坑人，

你怕什么？早些回去，该退就退，该赔就赔，农会的

人不会难为你的。 ”

看林伯渠说得在理，乡绅不吭声了。

外表低调平和的林伯渠， 也有情绪爆发的时

候。

1927 年四、五月间，蒋介石背叛革命，林伯渠

受武汉革命政府委派，去说服他比较熟悉、曾共事

过的国民党将领反蒋。 对方反而劝告他登报声明

脱离共产党，可以得到保护，仍然可以做官。

林伯渠当即厉声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是两

条路， 你走你的路， 我也继续走我坚信是正确的

路，绝不后悔，希望将来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 ”

事后，他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列为“要犯”通缉，

告示贴遍整个南京城。

1904 年， 林伯渠第一次到日

本求学，这个皮箱伴他东渡。

1940 年， 中央给林伯渠颁发

了“模范妇女工作者”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