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称赞的陕西 民主革命家
一一辛亥革命时期 的井 勿幕

·

张 应 超
·

井勿幕是辛亥革命时期陕西资产阶级左派的

代表人物
,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做的出色成绩
,

赢得 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
,

称他为
“
后起之

秀
”

①
、 “

西北革命巨柱
”

②
。

黄兴
、

吴玉章
、

熊克武
、

张奚若等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对他在这 一

时期的活动也都深为赞许
。

过去学术界对井勿幕

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研究探讨甚少
,

为此
,

本文试

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

以期抛砖引玉
。

走上革命道路

井勿幕
,

字文渊
,

1 8 8 8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

县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
。

《 辛丑条约 》 签

订 以后
,

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
,

他的家

庭也每况愈下
,

亲身经历使少年时代的井勿幕就

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深为不满
,

他
“
纵论天下大

势
,

对于清政多所斥议
”

③
。

1 9 0 2年
,

他赖以为

生的
“
义源永

”

杂货店破产
,

为 了 摆 脱 债务
,

继续求学
,

他只好去 四川依附父亲的朋友
、

川东

道张铎
。

在四川读书期间
,

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

年
,

接触到一些介绍国外资本主义的书籍
,

眼界

更加开 阔
。

当他知道四川有学生出国留学的消息

后
,

便不顾张铎的反对
,

在 1 9 0 3年冬
“
以数金冒

险从蜀人士赴 日本
”

④
,

入东京大成中学读书
,

成为陕西最早的留日学生
。

刚踏入青年时代的井勿幕深切怀念着灾难深

重的祖国
,

他亲笔写 了一付
“
伤心痛哭儿无泪

,

悲楚行吟尽是忧
”

⑥的对联挂在案头
。

他在另一

首 《孤愤词》 中写道
: “

大丈夫生当斯世
,

宜效

死疆场
,

为民族存正气
。

否亦当轰轰烈烈
,

如荆

卿剑
、

博浪椎诸伟举
。

事无成败
,

亦已寒祖龙 之

胆
,

壮山河之色
,

为祖先留生气
,

为 民 族 续 命

脉
。

安肯他化视视
、

忍辱事仇
,

俯首异族统治之

下哉 !
”

⑥这些文字表达 了一个爱 国青年忧国忧

民
,

要为反清斗争献身的强烈愿望
。

1 9 0 5年秋
,

孙中山在 日本创建同盟会
,

井勿

幕立即加入
。

不久
,

即主动请求孙中山派他 回陕

创建同盟会组织
,

从事反清斗争
。

当 时 的 陕 西

“
风气闭塞

,

交通阻梗
,

言械则接济为艰
,

筹炯

更呼吁无门 ; 又值党禁方密
,

人皆危言危行
”

⑦
。

在这样的条件下领导反清斗争
,

确实困难重重
。

所以
,

孙中山尽管很想在西北点燃革命火种
,

却

担心这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不能担负 这 样 的重

任
。

但井勿幕以他满腔热忱
、

誓死不渝的决心和

为咸武将军
,

督理陕省军务
,

而张被授以扬武将军调北京将军府 ( 《陕 西文史 资料 选

辑
,

第二辑
,

第 1 25 页 )
。

张凤押依附袁世凯的结果
,

葬送了革命
,

自己也没有得到 好

处
,

使袁世凯北洋政府直接控制了陕西
。

至此
,

映西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
,

宣告失败
。

陕西辛亥革命的经过和失败
,

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

无

法避免其失败的结局
。

事实证明
,

在帝国主义时代
, “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任务
,

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
,

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
,

才能

够完成
” (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

第 241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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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陕西情况的详尽分析
,

使中山先 生 打 消了顾

虑
,

答应了他的请求
,

并委任他为同盟会陕西支

部长
。

1 9 0 5年冬
,

井勿幕带着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和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重要使命
,

踏上 了新的征

途
。

井勿幕从他参加反清革命开始
,

就心悦诚服

地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指导
,

并在实践中

增长 自己的才干
,

这是他辛亥革命时期活动的一

显著特点
。 “

时民党多少学子
,

勿幕独归
”

⑧
。

井勿

幕不怕牺牲
、

敢闯虎穴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
,

开创了陕西留学生回国参加反清斗争的先例
。

创建和领导陕西同盟会组织

井勿幕回到陕西以后
,

奔走于西安及渭北各

县
,

半年左右就发展同盟会员三十余人
,

创建了

同盟会陕西支部
。

这是陕两人民反帝反清斗争中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陕西

人民进行反清斗争的开始
,

使陕西人民 的反清斗

争走上 了新阶段
。

从此
,

陕西的知识界
、

军界
、

刀客
、

会党中的进步力量
“
统一组织

,

然后众流

汇合
,

群情一致
。

各地青年志示
,

复风起云从
,

如春草之怒茁
,

如初潮之湃动
”

⑨
。

扭转了过去

斗争的被动局面
。

井勿幕的活动能力很强
,

他
“
能和青年人在

一起讲
`

新学
’ ,

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做诗

谈旧学
” 。 “

对于所谓
`

十八般 武 艺
’

也 都 会

耍
,

所 以更能和江湖上的人结交
”

L
。

他知人善

任
,

经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人
,

基本上都是同盟

的骨干
。

他 的这些优点
,

对陕西同盟会组织 的发

展壮大
,

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1 9 0 7年 10 月
,

井勿幕参加并领导 了在陕西辛

亥革命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祭黄陵活动 (从前陕西

出版的有关史料均把祭黄陵时间误推为 1 9 0 8年 10

月
,

准确地推算应为 1 9 0 7年 10 月
,

考订情况笔者

另有专述 )
。

在祭文中
,

革命党人明确表示
,

要

以孙中山
、

黄兴等革命家为榜样
,

庄严宣布
“
誓

共驱除鞋虏
,

光复故物
,

扫除专制政权
,

建立共

和国体
。

共赴 国难
,

艰巨不辞
”

@
。

由于井勿幕和同盟会其他骨干 的努力
,

革命

力量在陕西迅速发展
,

陕西当局常恐慌
,

千方百

计对其进行镇压
,

1 9 0 8年 10 爆发的轰 动 一 时 的

“
蒲案

” ,

就是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一次公开

较量
。

斗争的结果
,

同盟会组织不仅 没 有 被 摧

毁
,

反而 日见壮大
。

同年冬
,

在井勿幕的亲自主

持下
,

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
。

鉴 于 他 奔 走各

地
,

四处联络
,

行踪不定的实际情况
,

没有担任

会长
,

但在陕西会员的心 目中
,

仍以
“
勿幕其领

袖
”

L
。

1 9 1。年春
,

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
,

在陕

西径 阳召集同盟会陕西分会骨干和会 党 首 领 开

会
,

调整领导成员
,

决定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
,

以适应斗争需要
。

会后
,

各县
“
纷纷成立分会

,

扩张势力
,

会员逾千
”

L
。

1 9 1 0年秋
,

井勿幕和熊克武等人赴香港
,

协

助黄兴筹划广州起义
,

不久即回陕西
。

1 91 1年 4

月 的广州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

井勿幕的

活动进入了最紧张的时期
。

广州起义爆发时
,

他

“
由陕赴之不及

,

故得免于 难
”

L
。

起 义 失 败

后
,

他返回陕西
,

召 集同盟会骨千 开会
,

传达总

部指示
,

要求陕西会员立即行动 起 来
,

准 备 起

义
, “

冀收南北呼应之效
”

L
。

会 后 的几 个月

中
,

井勿幕冒着危险
,

奔波于西安及渭北各县
,

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
,

数次修改起义计划
,

并说

服会党与同盟会员采取统一行动
。

井勿幕不仅是同盟会陕西支部的创始人
,

而

且是设在 日本的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主要创建人之

一
。

1 9 0 6年夏
,

井勿幕二次赴日本
,

着手筹建陕

西分会
,

由于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
,

极力破坏和

阻挠同盟会在 日本的活动
,

陕西的留 日学生又有
“
咸长派

”

和
“
全胃北派

”

之分
,

不能很好团结 ;

加上井勿幕早年离陕入川
,

陕西学生对他不够 了

解
, “

多以其年轻
,

不肯与之深谈
,

更 何 可 倡

言革命
”

L
。

井勿幕并没有被这些 困难吓倒
,

他

先和热心同盟会工作而又和两派学生都能联系的

陕西省学生赵世任结成密友
, “

每见 必 谈 革 命

事
” ;

然后
, “

接洽外省同志
” , “

遍访本官
、

私费学生联络感情
”

L
,

经过几个月 的努力
,

乃

于 1 9 0 6年秋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 陕 西 分 会
。

从

此
,

陕西留 日学生在分会的领导下
,

积极支援国

内人民的反帝反清斗争
,

传播资产阶 级 民 主 思

想
,

与陕西革命党人的活动遥相呼应
,

对陕西的

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从 1 9 0 6年到 1 9 0 8年的几年中
,

同盟会在国 内

组织 的多次起义均遭失败
,

在日本的同盟会员思
`

想泥乱
,
组织涣散

,
孙中山

、

黄兴等重要领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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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又不常在 日本
,

致使同盟会总部出现了
“
群龙

无首
,

一盘散沙
”

L的严重局面
。

在这艰难的岁

月 里
,

井勿幕
、

吴 玉章等人经常联系
,

支撑着同

盟会总部的工作
。

联合和组织武装力量

资产阶级 能不能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
,

是能

否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问题
。

井勿幕在陕西活动

的初期
,

就对这一点有 比较清醒的认识
。

他认为

“
草命不联合军事力量

,

单靠鼓吹宣 传
,

终无成

功 之理
”
L

。

因此
,

十分重视联合武装力量
,

并
_

且下 了很大功夫
。

辛亥苹命前陕西的武装力量中
,

有可能联合

参加反清斗争的
,

主要有会党
、

刀客和新军
,

其

中 以会党人数最多
,

势力最大
。

尽管会党自身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
,

但也有突出的优点
:

一
、

对清

朝反动统治不满
,

党徒遍布陕西L
。

二
、

能英勇

奋斗
。

三
、

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形式
。

这就使同盟

会和会党联合有了可能
。

早在 1 9 0 6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
,

井勿幕就提出了联合会党的问题
,

但因会

员大多对会党缺乏全面认识
, “

深恶会党中人 之

行为
,

不屑与为伍
”
@

,

坚决反对井勿幕的正确

意见
。

为了实现同盟会与会党的联合
,

井勿幕一
_

方面用孙中山
、

黄兴重视联合会党扩大革命势力

的事实
,

向同盟会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

一方面向会党展开争取工作
。

他通过种种关系
,

结识了会党首领吴虚白
、

唐和 尚等人
,

请他们列

席同盟会的重要会议
,

同时亲自加入哥老会L ,

又和新军中最有实力的会党首领张云山
、

万炳南

等人交朋友
, “
发挥同盟会旨

,

鼓舞其精神
,

开通

其知识
,

联络其感情 ” L
。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

终于在 1 9 0 8年冬同盟会陕西支部改为陕西分会的

大会上
,

通过了联合会党
、

刀客
、

新军的决议⑧
。

同盟会和会党的联合日益扩大
。

1 9 1 0年 7 月 9 日

叹农历六月初三 )
,

以井勿幕为首的同盟会领导

人和新军中的会党首领在大雁塔
“
献血为盟

,

共

图大举
”
L

。
1 9 1 1年春

,

井勿幕
、

胡景翼等领导

人和会党首领
“
复盟于雁塔寺 ” L

。

同盟会和会

党的联合行动
,

使陕西起义迅速成功并击败了清

军东
、

西两路夹攻
。

郭希仁说
: “

陕西光复
,

革党和

会党联合之力
”

L
,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

刀客是陕西特有的一种武装力量
,

其势力逊

于会党
,

组织也不如会党严密
,

集团之间划地自

封
、

还常因意气之 争互相残杀L
,

因而容易被反

动势力利用
。

但他们也来自社会的底层
,

多次受

到清政府镇压
,

和官府矛盾尖锐
,

特别是还
“
流

行着所谓
`

拿命帮
’

的侠义精神
”

L
。

如果对其

引导得法
,

也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力量
。

井勿格非

常注意联合刀客
,

在陕西地 区发展的首批 同盟

会会员中
,

就有刀客参加 ; 他还和胡景翼
、

李仲

三等同盟会的骨干
,

在刀客中宣传同 盟 会 的宗

旨
,

开示其途辙
,

化除其私见
”
L

。

使刀 客成为

井勿幕部下战斗力最强 的部队
。

陕西的新军创建于 1 9 0 4年
。

1 9 0 9年扩编为混

成协
。

新军营
、

连级军官中青年知识分子占相当

数量
,

士兵中哥老会员占半数 以上⑨
,

这些人比

较容易接受同盟会的革命思想
。

井勿幕创建同盟

会陕西支部即开始在新军 中活动
,

当时在隶属于

新军的武备学堂肄业 的彭仲翔就
“ 以军人首与其

谋
”

L加入了同盟会
,

但由于清政府对新军严密

控制
,

活动不易开展
。

1 9 1 0年春
,

同 盟 会 员 钱

鼎
、

张伯英等由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 回陕
,

充任

新军下级军官
,

钱鼎是一个和
“
井勿幕有不少相

似之处
”

L的革命派重要人物
,

又兼会党身份
,

便于在新军中活动
。

井勿幕
“
倚定三 (钱鼎

,

字

定三

—
引者 ) 为左右手

”

L
,

二人密切配合
,

使新军中的革命工作迅速开展
,

1 91 1 年 10 月 2 2

日西安起义爆发
,

新军也起了重要作用
。

井勿幕在联合会党
、

刀客
、

新军的同时
,

也

注意到同盟会的武装
。

1 90 6年春
,

他带领同盟会

骨干赴耀州
、

宜君
、

中部 (黄陵 ) 等地勘察
,

从

1 9 0 8年起
,

在井勿幕的指导和参加下
,

同盟会员

先后在这一带办起牧羊场
、

模范村和小铁矿
,

作

为同盟会的秘密据点
,

制造炸弹
,

喂养战马
,

进

行起义准备
。

这些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收到 了一定

的效果
,

例如
,

西安起义后
,

在西路战役中威震

敌胆的炸弹队使用的炸弹
,

就是辛亥革命前在这

些据点中试制成功的L
。

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 9 0 7年 8 月
,

陕西
、

甘肃两省留日学生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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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创办 《秦陇报》杂志
,

支持国内人 民的反帝反清

斗争
。

因为缺乏经验
,

编辑用人不当 ; 加
_

L 内部不

够团结
、

经费 困难等原因
,

仅出一期即停刊
。

接

着
,

井勿幕
、

邹子良
、

周世任等同盟会员
“
联络同

志另行组织
”

L
, 1 9 0 8年 2 月创刊 《夏声 》杂志

。

井勿幕在 《夏声》 杂志上 以
“
侠魔

”

为 笔名发表

文章多篇
,

这些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内容
。

一
、

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 我 国 的 罪

行
。

井勿幕清醒地看到
,

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

略
,

中华民族面临着
“
祸迫燃眉

,

巫 巫 不 可 终

日
”

L的严重局面
。

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对我国侵

略的手段
:

一方面
“
中国 之一丘一山

,

皆在外人

任意要求之权利中
”

L
,

另一方面
,

帝国主义又

高声叫嚷
“
保全中国独立

”

L
。

他一针见血地指

出
,

帝国主义
“
祸 心包藏

,

危机隐伏
;
阳予 保守

和平之名
,

阴施其侵略之实
”

L
。

他大声疾呼
:

“
吾民之被人欺侮如此

,

… … 当自猛醒
,

勿再为

人所愚
”

⑨
。

这些文字
,

反映 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不满
。

二
、

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对人民的黑

暗统治
。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敢在中国的土地上

横行霸道
、

胡作非为 呢 ? 井勿幕指出
,

完全是因

为
“
政府之懦弱

,

外人得以无理要挟
, ’

L
。

他分

析说
,

清王朝
“ 以民命为鱼肉

,

牺牲国权国耻而

不顾
”

L
,

无耻地和帝国主义勾结
。

于是
, “

外

人借政府为傀儡
,

政府又借外人为护符
,

相 缘为

奸
,

以害我民
”

⑧
,

把清政府甘当帝国 主义 走狗

的可憎面 目揭露无遗
。

他对清政府的封建黑 暗统

治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

他写道
,

皇室贵族
“
政演

王权
,

治尚专制
,

茶毒生灵
,

惨无天 日
”

L
,

各

级官吏
“
相彼豺狼

,

飞食生人
;
强豪 巨盎

,

为害

里阎
,

相沿成俗
,

千载故如一 日也
,

而今倍之
”

L
。

他在 《夺饥 民口中食者谁乎 》 一文 中
,

举 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
:
甘肃大早三年

, “
官场匿灾不

报
,

而苟征依然
”

@
。

上海各界人士组成筹贩公

所
,

募得贩款十余万银
。

清政府不仅对灾民见死

不救
,

反而给筹贩公所派到甘肃 同查灾情的义贩

员加以
“
革命党

”

罪名
,

进行迫害 ; 又把在上海

组织义贩的于右任关入监牢 ; 甘肃的反动官僚则

把上海筹娠公所汇去的救灾款大肆贪污
。

他愤怒

地写道
,

在这样的国家中
, “

所谓社会之公安何

在 ? 人 民之幸福又奚存也 ?
”

L这些文章有理有

据
,

很有说服力
。

三
、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

井勿幕满腔热

情地宣 传资产阶级 民主思 想
,

他很赞成
“
二十世

纪无专制国之立足 地点
”

L的说法
,

他诅咒那些

“
威横施雄

”

的暴君
,

都应得到
“
血灌通衙

”

的

惩罚L
。

他认为
“
吾国专制之毒

,

祸入 已深
” ,

非惟不能望自由制度津涯
,

即所谓专制者
,

亦属

极端 之野蛮专制政体
”

@
。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
,

他对欧美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也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

他 写道
,

在这些国家中
, “

铁道大王
、

煤油大王之富豪威称海宇
,

纵情极欲
。

而大多数

之贫 民
,

无职无资
,

日夜奔走衣食
,

且不能脱卑屈

奴隶之境遇
”

@
。

他 以
“
期免重陷社会多数人于

牛马卑屈之境
”

为 目的
,

提 出了自 己的一套
“
平

民主义
” 、 “

共同产业生活主义
” 、 “

社会经济

主义
”

L的主张
。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的

旧三民主义思想的烙印
。

四
、

介绍国外的新思潮
。

在题为 《 二十 世纪

之新 思潮 》 的连载长文中
,

井勿幕对 无 政 府 主

义
、

空 想社会主义
、

马 克 思 主 义等学说作了介

绍
,

这是迄今所见的在陕西介绍 马克思学说 的最

早文献@
。

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以井勿幕为 首的陕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过

近六年的艰苦奋斗
,

在会党和新军 的有力协助 下
,

1 9 1 1年 10 月 22 日西安起义一举成功
。

继武昌起义

之后
,

陕西革命的迅速爆发
,

牵制了大员清军
,

减轻了湖北革命军 的压力
,

开创了北方各省起 义

的先例
, “

撼中坚 而震全局
”

⑧
,

对全国草命形

势 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西安起义后
,

井勿幕立 即在渭北组织军队十

余营
,

并率领这支部队
“
援 河东

,

战土桥
,

解咸

阳之危
,

应省垣之急
”

L
,

为陕西
、

山西革命做

出了贡献
。

在戎马位惚之际
,

他仍十 分 重 视 军

纪
,

要求部下做到
“
纪律严明

,

间阎无惊
”

@
。

因此
,

各部义军
“
皆以勿幕为纲纪

”

L
。

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后
,

委任他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
,

他

考虑当时陕西战事正在紧急关头
,

毅然放弃 了去

南京做官的机会
,

留在陕西和清军浴血奋战
。

辛亥革命后
,

随着国内革命党人 的 迅 速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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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陕西也分化了
。

袁世凯窃国后
,

张凤绷向袁

氏妥协
,

对井勿幕
“
百计梗 阻

”

L
,

遣 散 其 部

队
,

打击其力量
。

1 9 1 2年春
,

陕西 军 队 奉命整

编
,

陈树藩被任命为旅长
,

而陕西革命中做出了

卓越贡献的井勿幕却被任命为团长
,

数月之后
,

被迫离开陕西
。

1 9 1 3年
“
二次革命

”

爆发
,

井勿

幕虽在南方组织反袁斗争
,

终因势单力薄
,

未能

起到大的作用
。

1 9 1 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
,

井

勿幕赴云南参加了蔡愕领导的护国反袁斗争
。

以

后
,

又领导 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
,

直

至 1 9 18 年在陕西兴平遇刺牺牲
,

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实践了他
“
只要对革命有好处

,

我是不怕牺牲

的
”

这一诺言
。

井勿幕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
,

主要

方面是积极的
、

进步的
,

但由于受着阶级和时代

的局限
,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

一
、

在推翻清朝统治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

题上
,

井勿幕既不同意空 想社会主义 (他错误地

把马克思主义也列入空 想社会主义之中 ) 和无政

府主义
,

也反对欧美各国 的垄断资本主义
,

而他

提出的人人
“
输资兴业

” ,

以谋社会平等
、

国家

富强的建国设想L
,

即
“

平民主义
” 、 “

共同产业生

活 主义
”

和
“

社会经济主义
” ,

也是不能实现的
。

二
、

辛亥革命前井勿幕在陕西的活动
,

基产
_

七只局限在知识分子和一些现成的武装力量中
,

没有真正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

他虽饱尝了孤军

奋战 的苦恼
,

也有过
“
与一般工农人联络

”

@ 的

设想
,

但当扶风
、

渭南
、

大荔
、

富平
、

米脂等地

爆发了大规模农民反抗官府的斗争后
,

井勿幕却

没有及时组织力量
,

支持和领导这些斗争
。

三
、

辛亥革命时期
,
井勿幕始终未能建立起

一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掌握的军 队
。

他把刀

客武装作为依靠力量
,

却没有从根本上对其加 以

改造
,

后来被怀有个人野心的陈树藩拉走大批力

量
。

辛亥革命前他对会党武装的联合只是为 了利

用其力量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 辛亥革命后
,

他和右派势力站在一起
,

打击会党L
。

既失去了

会党这个强有力的同盟军
,

自己又没有军队
,

自

然无力和手中掌握着军权的右派势力杭衡
,

只好

妥协退让
。 “

孙中山奔波一世
,

而中国还是如此

者
,

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
。

因此
,

不能不迁就

有武力的别人
”

L
。

井勿幕在陕西也正是这样
。

四
、

革命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

是关系

到革命前途的大间题
,

井勿幕对此重大问题认识

不足
,

处理失策
,

结果使张凤绷担任了陕西军政

府的最高领导
,

因而导致了会党和同盟会的公开

分裂
。

在这个关键时刻
,

井勿幕不仅没有挺身而

出
,

总揽全局
,

反而批评拥戴他担任
“
大都督

”

的同盟会员是
“
徒自扰

”

⑧
。

辛亥革命过去七十年了
,

这些年来
,

中华民

族走过 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
,

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 主 义 国 家
。

今

天
,

我们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
,

已经

远远超过井勿幕当年的理想
。

井勿幕在辛亥革命

时期的活动尽 管存在着一些缺点
,

但他作为一个

在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上努力探索的资产阶级左

派人物
,

作为一个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定作为和

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

是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
。

注 释
:

①@ 宋哲元
、

焦子静等
: 《井先 生 纪 念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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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LL李贻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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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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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谋求霸权
,

同时一再郑重声 明
, “

中国 现在

不称霸
,

将来强盛起来 也永远不称霸
,

永远不做

侵略
、

干 涉
、

控制
、

威胁
、

颠复其它国家的超级

大 国
。 ”

中国之听以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坚定不

移的一项国策
,

是 因为这一原则不仅植根于我国

社会主义制 度的本质 之中
,

而且反映了我国人 民

长期遭受霸权主义之害
,

因而对霸权 主义深恶痛

绝
,

以及建设社 会主义需要 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坑

的愿望
,

这个愿望也正是独立了 的发展 中国家 的

愿望
。

这就是不谋求霸权原则很快得到第
_
_

讨迁界

国家普遍支持
,

而成为调整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

乖 要原因之一
。

霸权主义 也威胁着西欧
、

日本等一 些发达 囚

家 的安全
。

苏联至今还霸占着 日本领土— 北方

四 岛
,

并 且公然在 国后
、

择捉
、

色丹岛建立军事

基地
,

从而 构成对 日本 和西太平洋 的 威 胁
。

因

而
,

反 对而权主义 也关系到 日本和西欧
一

些 发达

国 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

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 争夺
,

卜
,

苏联处

于攻势
,

美因处于守势
。

因此
,

反对苏联 的而权

_

卜义的全球战略也成为与美国利益枚 关的问题
。

事情很 明显
,

不谋求霸权
、

反对霸权主义
,

不仅 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要求
,

而且也是一些

发达 国家 和人民的要求
。

世界人民这种反初 斗争

的要求已经 汇成 一股滚滚的历史洪 流
,

势 不 可

挡
。

不谋求霸权原则就是这样一个适应人心
、

顺
、

厂潮流的产 物
。

米 兴 浓 米

现代国际法不是只有不谋求霸权 一个基本原

则
,

而是有 一系列的基本原则
,

如和平共处
_

}厄项

原 则等
’

李
。

这 些国际法准则相互联 系
、

相 互 制

约
,

构成国际法基本 原则的综合体系
,

对其中任

何一个法律准则的解释和运用
,

都必须根据 当时

的国际实践
,

并结合其它法律准则来进行
。

在联

合 国 《 关于 各国间友好关系及合作的 国 际 法 原

则 》 就 特别 强训了这 一 汽
。

不谋求霸权原 则的形

成 和进 一步发展
,

使 国际法 卜的各项原则更加精

确 和概括
,

更易为各国所 接受
,

更易为亿万人民

所理 解和掌握
,

从而史有力地发挥着国际法在维

护 国际和平 与安全方而的积极作用
。

(
_

匕接第 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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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

政协 文 史资料办 公室存 )
。

L郭孝成
: 《陕西光复记 》 , 《辛亥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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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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