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双倍车款租新车，3 年送车权，天择公司 1 2 年信誉保证

天择汽车城内 TEL：3 3 3 3 3 3 3 转 1 手机：1 5 5 1 4 6 9 1 0 4 5

天择车租赁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2011年 6月 15日 星期三

13

钩沉

淇河晨报

编辑 /王娜

一个受惊后不参加闭幕会 一个冒充中共领导人行骗

建党同路人为何成为叛徒汉奸

陈公博，1 8 9 2 年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

之家。 1 9 1 7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个

“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摇篮” 中接触到共产主

义，却只是出于对一种新学说的好奇。 他同时

感兴趣的，还有美国的自由思想，从总体上看

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 此外，他

受家庭影响，从小立志要当官从政。

1 9 2 1 年 7 月下旬，聚集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 1 3 名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是最坏的典型。 二人会后不久便退党，接着

参加了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两人又随汪精卫叛国，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 严格地说，此二人从来没有真正在思想上

加入共产党，只是一时因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点儿兴趣，随后便不愿参加艰苦危险的建党工作，为个人追名逐利，变

成共产党的敌人，且成为民族败类。 后人看陈公博、周佛海政治转向的轨迹，都能看出一个规律，便是为个人利益而无政治原

则操守，朝三暮四，不过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这种泛起的沉渣最终会被沉淀。

陈公博

没有固定信仰

只想从政做官

周佛海

野心未遂竟私奔退党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个与陈

公博同样声名狼藉的人物，那就是周佛海。 他

参加共产党活动时就野心毕露争地位，一旦权

力欲得不到满足，便带女人私奔日本，后来回

国又一头扎向国民党，当过蒋介石的秘书。 抗

战时他又追随汪精卫降日，见日本大势已去又

秘密归顺戴笠的军统。 可以说，周佛海从来就

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

“一大”讨论期间关心能否当官

1920 年夏， 陈公博结束了北大的学业返

回广东， 参加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 《群报》

并自任总编辑。 同年 12 月， 陈独秀来到广州

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 陈公博受这个在北大

期间便崇拜的陈独秀的影响， 经过动员， 同

意参加建党活动， 在共产党广州运动中负责

宣传。

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公博，志向仍是

能到政府中做官。 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

因公离不开，广东小组便推他为代表。

“一大”会议讨论期间，陈公博关心的也是

能不能参政当官。因多数人反对共产党员到旧

政权中做官，陈公博后来回忆说感到“心内冷

然”，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未去嘉兴开会 携妻游览西湖

去上海参加“一大”时，陈公博还带着新婚

妻子，并拟订了游玩计划，完全视严肃的建党

会议如学术活动，还兼顾着个人蜜月旅游。

“一大”开到最后，因为有可疑人员闯会

场，又遭到法租界警方的搜查，参加“一大”的

代表要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陈公博接到

转移通知后， 却拒绝去嘉兴继续参加会议，而

是带着老婆去游杭州西湖。

一日两惊吓破胆 “一大”闭幕未出席

“一大”在法租界的“李公馆”开到 7 月 30

日，因有可疑的陌生人突然闯进会场，代表们

分头转移，陈公博认为不会有事而同房东李汉

俊留下。不过十几分钟，法国警官、安南巡捕及

中国侦探便一起闯了进来。 李汉俊、陈公博忙

向他们解释，刚才只是北大一些学生在开学术

讨论会。 由于陈公博说话带着粤语味，巡捕还

将他误认为日本人。 加上这里是有地位的“李

公馆”， 巡捕们只是训诫了一番不要搞“过激

派”活动便离开。 事后李、陈二人庆幸说，若是

搜身的话，兜里还有共产党纲领草案，肯定要

被抓到巡捕房去。

陈公博事后越想越害怕， 回到大东旅社

后， 当天晚间又听到楼上有枪声。 他后来回

忆， 当时“感到好像成了福尔摩斯案中人”，

后来才知道旅馆中发生了凶杀案。 经过这一

日两惊， 据周佛海回忆， 陈公博夫妇“吓得魂

不附体”。

陈公博回广东后，对当地共产党的活动便

很少参加，并联系出国留学。 他还违反中共中

央规定，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想以此为个人升

官铺路。 中共中央对陈提出批评，陈公博便给

陈独秀写信表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

束。 ”

1923 年春，陈公博赴美国留学，出国前声

明与中共决裂，组织上也开除其党籍。

朝秦暮楚 沦为二号汉奸

脱党的陈公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为吸引外国人，他的论文便是《共产主义运动

在中国》， 并附上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一

大”党章。 在此文中， 陈公博还要人警惕共产

党发展， 表明他已站到反共立场上。

1925 年春天，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

即加入了国民党。 他投靠汪精卫而深受信任，

几个月便升任中央党部书记、 广东省农工厅

长、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 陈公博青

少年时当官的理想，就此得到实现，使他把自

己的命运同“知己”汪精卫捆在一起。

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同蒋介石争权夺利几

年，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暂时联合，

他作为汪派代表就任国民党行政院实业部长，

却受到蒋介石的冷落， 只能“酒杯浇尽牢愁

在”。

全面抗战开始时， 陈公博身为国民党中

央委员和民众训练部部长， 却对战争前途完

全失望， 于 1938 年末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前

往日占区。 1940 年汪精卫于南京建立伪政府

时， 陈公博成了二号人物。 1944 年 11 月，

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一命呜呼。 陈公博继任

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日本投降后， 他在国民

政府惩治汉奸时成为头号典型， 于 1946 年 6

月在苏州被处决， 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党内第一个冒充领导的骗子

周佛海是湖南省沅陵县人，1897 年出生

于一个乡村小地主家庭，从小一心想出人头

地，靠小聪明成绩也比较突出。 他按照乡村

习惯在家娶妻并生育一子一女，后于 1917 年

东渡日本留学。 他虽考取了公费仍感生活困

窘，要靠稿费弥补。 曾一度对权贵统治社会

相当不满，对俄国革命和当时在日本流传的

社会主义书籍产生了兴趣。 1943年他在回忆

录《往矣集》 中谈到参加共产党的动机说：

“诚人不讲假话， 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

动机”，“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

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 树立革

命政权的领导者”。

1921 年 7 月， 周佛海在日本收到李达

来信， 得知中共“一大” 要召开， 便以赴

日本留学生的代表身份参加， 其实在日中

国学生中并没有党组织。 会议期间， 他与

湖南同乡毛泽东同住一室。 他最感兴趣的

是自己的地位。 其实在嘉兴南湖的选举中

只选陈独秀、 张国焘、 李达三人组成中央

局， 并无他的位置。 周佛海却利用许多人

不知内情， 对外谎称中央领导是陈独秀为

正， 自己为副， 成了中共党内第一个冒充

领导的行骗者。

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

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自封“代理书记”，

与同样有领导欲的张国焘就谁来主事的问题

激烈争吵。 陈独秀回来后，让周佛海到湖南、

湖北传达共产国际精神。 周佛海到长沙后先

找到“一大”时相识的毛泽东，谈完工作就去

找熟人喝酒，闹了整整一个通宵。 据当年中

共湘区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对周佛海这种

做派很看不惯，认为他简直不像个革命者。

周佛海回到上海后，《时事新报》突然揭

露出他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

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杨淑慧大谈恋爱，看

来要再度做新郎了”。 杨的父亲看到这则消

息怒不可遏，拿着报纸找到周佛海住所，大骂

其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 周佛海索性一不做

二不休，找到杨淑慧，同组织不告而别悄悄离

开上海， 前往日本的鹿儿岛结成事实夫妻。

党内有人嘲笑此人为拐走一个女人便离开

党。但是也有人说，当时日本警察对共产党活

动防范甚严，也风闻一些周佛海在国内的政

治倾向，便常派便衣来监视，周佛海感到革命

会有危险才从此不参加革命活动。

携情人私奔后 脱离组织活动

不顾周恩来劝说 声明脱离共产党

1924 年，周佛海从日本留学结业回到上

海，因名义上还没有脱离共产党，所以找到

在国民党宣传部“跨党”兼秘书的毛泽东，想

了解情况再做打算。 正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长汪精卫来到屋内，经毛泽东介绍，汪、

周相识。

汪精卫欢迎他加入到国民党中来。 周

佛海感到这样便于实现个人欲望， 便自行

前往广州， 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兼广东大学教授。 有了这种升官发财的机

会， 他就不顾周恩来劝说， 公开声明与共

产党脱离关系。

1927 年春天周佛海投奔蒋介石后，被任

命为中央军校总教官，一度当过蒋的秘书。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被蒋介石

提升为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及代部长，成为“蒋委员长”贴身的办公

机构负责人。

后来，随着日军深入中国国土，周佛海

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惜丢弃起码的气节，再

度投机。 面对汪精卫声言的“再战必亡”，周

佛海随声附和组成了“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

对这个曾被称为“千万不能共事的人”又重

新欣赏，二人秘密商议后一致认为应抛弃蒋

介石同日本议和。 1938年 11月，周佛海随汪

精卫逃出重庆降日；1940 年伪“国民政府”在

南京成立时担任了伪中央秘书长、行政院副

院长、上海市长等职，成为继汪精卫、陈公博

之后的第三号大汉奸。 据说，没想到周佛海

会叛己而去的蒋介石，也大骂此人“真不是

东西！ ”

日本投降后，大汉奸周佛海被抓。 他在

狱中自感人生彻底失败而愁苦异常，心脏病

发作，求保外就医也遭拒，于 1948 年在绝望

中病死。

（据《北京晚报》）

投汪投蒋再降日 反复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