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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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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青团是蒋介石于抗战爆发后成立的青年政治组织，蒋介石创立三青团的动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具体
表现在对于中共实现“和平统一”，以组织手段消弭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建立嫡系“法统”政治力量，运用三青团“统一”和

“领导”青年运动等。其成立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政治资源的高度统一与集中，从而加强蒋介石的自身统治，通过组织形态

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最终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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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明确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并且作出决议：

“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１］４７６１９３８年７
月９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中央团

部在武昌正式成立，并选举组成了中央临时干事

会，随后三青团地方组织在全国各地逐次建立。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蒋介石宣布“党团统一”，三青团退
出历史舞台。三青团从成立到正式结束，前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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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轶，刘晓林：再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动机

了９年时间，在抗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后期曾扮演
过重要的角色。

三青团是在蒋介石的意旨之下创建的。蒋氏

为何在抗战之紧张局势下成立这个组织，从既往研

究来看，贾维、马烈、杨焕鹏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蒋

介石创建三青团的动机表示过关注。在人们习惯

观念之中，三青团即为国民党青年组织。国民党五

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为谋求全国青年意志之

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力量起见，特设

立三民主义青年团。”［１］５１６蒋介石也多次在各种场

合表达对青年和三青团的期望。三青团之成立动

机被直接解读为国民党与中共争夺控制青年与青

年运动。不过结合既往学界的研究，笔者认为蒋介

石创建三青团有着更深的动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予以阐释。

　　一　“党外无党”：以三青团为媒介实现对共产
党从“武力剿灭”到“和平统一”的政策转变

　　国民党对中共长期实行“武力剿灭”的政策，但
是这种局面随着抗日形势高涨逐渐有所改变。西

安事变后，蒋介石口头做出了放弃武力剿共的承

诺，国共两党高层亦开始了秘密接触与谈判，两党

的关系开始改善，从对抗转向合作。促成国共关系

进一步转化的事件是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国民党表示“以

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并对共产党提出了

最低限度之办法：“军队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政权

统一，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１］４３４－４３５国民

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完全放弃反共立场，但是已

经包含和平解决国共之争的意思。西安事变和国

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蒋介石对于中共继

续实行“武力剿灭”暂时已无可能，解决共产党的唯

一途径就是寄希望于“和平统一”了。

如何实现对中共的“和平统一”，在蒋介石的意

识中，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打算。据陈布雷回忆，当

时蒋介石认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

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

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

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

暴日驱逐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

杀之端。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它党派或思想之

存在，不如融合其它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

与一个组织之下”。为达此目的，他甚至表示“苟各

党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

织”［２］。可见，蒋介石的“和平统一”原则是基于主

义与组织之统一，其本质在于通过此举强化其权

威，树立自身的绝对统治。

那么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和平统一”应以何种

形式实现呢？据任三青团中央干事的何廉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暮春，我第一次听说委员长打算在国

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夏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委

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并定名为三民主

义青年团。”［３］这应是蒋介石的原始想法，但究竟如

何做，他尚未形成成熟的思考。而后，随着国共两

党谈判的深入，共产党方面亦明确表示承认蒋介石

为领袖，蒋介石对于国共关系的改善持有较为乐观

的态度。同时，共产党方面提出建立“统一的民族

联盟”，与蒋介石的想法有相似之处。这也使得蒋

介石对于新党的组建更加有信心了，而这个新党就

是三民主义青年团［４］。随着抗战的爆发，局势日益

紧张，蒋介石对于成立新党，“和平统一”各党派的

愿望越来越强烈了。“现在抗战已经发生，这是全

国和长期的性质，我们需要公开的、范围更大的组

织，将来共产党也可以参加。”［５］３７蒋氏之“和平统

一”的想法更为明了：“对各党派惟愿溶成一体，希

望中国只有一个党。”［６］１０６“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

各党均取消而加入为一派。”［６］１２６可见，蒋介石的想

法就是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融合国民党、共产党乃

至于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各党派，自己成为这个

党派的党首，最终达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

领袖”的目的。当然，这种以“和平统一”为名行直

接合并共产党的做法，最终被共产党拒绝了。共产

党希望以党外合作的形式参与抗战，并不赞成解散

组织去加入三青团。蒋介石创建三青团的第一目

的并没有达到。

　　二　“党内无派”：运用组织手段消除派系之
争，实现对国民党的“统一”

　　国民党党治的重大弊端为派系政治。国民党
内派系之争久已存在。按照金以林的研究，国民党

内的派系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

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

北军、晋系的阎锡山、桂系李宗仁等；第二类派系则

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

党改组前后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

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如汪精卫、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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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西山会议派等［７］。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

的崛起，蒋系亦成为主要政治势力。蒋系自身也存

在两类系统，即ＣＣ系和黄埔系。ＣＣ系下设有核心
组织青白团，黄埔系下有复兴社等小组织，蒋系内

部之派系组织亦存在竞争与内斗。派系之争使得

国民党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的内部认同感和凝聚力，

缺乏强力的政治权威和稳定的组织形态，党权日显

弱势之态。

蒋介石鉴于抗战开始，意图通过成立三青团的

形式，借此机会取消各派系，以加强自身统治地位。

１９３７年９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园别墅召集
康泽等人开会，提出：“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

秘密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

党部的（指ＣＣ）、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
汪精卫）都团结起来。”［５］１８１蒋介石所谓的“大组

织”其实就是以三青团的形式来整合各派，取消小

组织即取消国民党内的各类派系（这些派系既包括

拥蒋派系，亦包括在野的其他派系）。

对内部拥蒋派的派系而言，蒋介石取消的目的

在于整合嫡系力量、强化控制。蒋介石用人之惯常

手段在于用甲抑乙，用乙制甲，两者竞相向其表示

忠诚；但是一旦两者之间的内斗过于严重，有时候

连蒋介石亦无法控制。蒋之嫡系主要是ＣＣ系和复
兴社，两者之间亦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ＣＣ拿着
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

利。［８］两者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且各组织之内亦

存在小派系及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组织日益涣散，

其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力量不但无法全力辅助蒋介

石，反而在内斗中日趋没落。这种局面使得蒋介石

最终认为“如此不健全无效能的团体，实在没有存

在的必要”［９］１１１－１１２。于是，蒋介石在 １９３８年 ６月
令复兴社和ＣＣ解散，并且将复兴社的主要力量融
合到新成立的三青团中，加强了对嫡系力量的安排

和控制。

对于在野的其他派系而言，除去地方实力派之

外，主要还存在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政学系、太子

系等，蒋介石宣布取消小组织，自然包括上述派系。

抗战爆发之时，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中，对蒋介石威

胁较大者为汪精卫。汪精卫曾组织吸收不满蒋介

石独裁的反蒋人士形成汪精卫派。汪派认为国民

党已经日趋腐败，因此必须加以改组，复活到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候的国民党，因此被称为“改组派”［１０］。

其后由于系列反蒋军事行动的失败，改组派在组织

形式上虽然不存在，但是其骨干人物如陈公博、顾

孟余、谷正纲依然追随汪精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因此，蒋介石取消各派系的重要目的在于“消融”汪

精卫。蒋介石一度安排汪精卫出任三青团的评议

长，对于汪系其他人员亦予以安排，以图通过组织

手段将汪系“融合”于三青团之中。对于其他派系

的人员，蒋介石同样考虑在三青团中安排相应的位

置，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组织手段取消国民党内各

派系组织，达到国民党内部统一之目的。

　　三　“另建法统”：以三青团为嫡系力量逐步取
代国民党，巩固自身地位

　　国民党之危机在于自身的衰败，蒋介石多次表
示对其不满与批评。根据王奇生的研究，国民党在

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经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

城市有党，农村无党，基层空、穷、弱、散的局

面。［１１］３５５基层党务工作多无力或停顿，党员素质偏

低，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做

“党痞”“党棍”和“党混字”的寄生群体。［１１］３０２－３１９党

与民众已经缺乏良性沟通渠道，党的生存土壤已经

被破坏，国民党处于不死不生之状态。蒋介石认

为：“党部变成了衙门，委员和一般办事人员成为老

爷，弄得一个不生不死半死半活的衰老腐败的状

态！”［９］３６９在他看来，“我们党的缺点，最显著的是组

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

础异常空虚。我们不论在组织方面、训练方面、宣

传方面，都没有深入而实在的成绩，各级党部的工

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国民党员则

大都显得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

散，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力，闹私

见”［９］１７８－１７９。换言之，蒋介石已经对国民党失去了

信心和希望。

由此，蒋介石希望通过成立新组织来实现对国

民党的改造，这个组织正是三青团。蒋介石明确表

示：“国民党所需要的一切新血轮、新细胞，都要由

团来培养、储备，使本党的生命能够及时进展，继续

发扬光大。”［１２］陈立夫曾表示不必设立青年团，而

应直接于党内设青年部。其建议被蒋介石否决后，

他又建议名称用“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直接说：“加上你这个党的帽子，人家就不来

了！今天就是用三民主义和我的名字来号召好

些。”［５］３７因此，蒋介石把国民党的改造寄希望于新

兴的三青团。他指出：“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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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

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

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重新创立这

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

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

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经变成衙

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

能彻底改造过来！”［９］４７４

国民党之“旧衣钵”已经不堪使用，蒋介石何不

“另起炉灶”呢？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重要动机在

于创立属于自身的“法统”力量。必须注意到的是，

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国

民党总裁，让他在“法统”上问鼎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地位，但是，毕竟国民党并非其亲自创立，其自身存

在资历不深的“先天不足”，且在派系林立的情况

下，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成立三青团则给

予蒋介石另一个契机，即通过融合各派系，成立由

自己任“团长”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完全由蒋

介石自己首创。他期望用三青团来改造国民党，但

国民党是否能改造好实在难以预料。与其如此，还

不如利用三青团组织形成自己的嫡系政党力量，在

今后时机相宜之时取而代之，成为执政党，自然亦

培植了自身的“法统”力量。蒋介石曾向陈立夫透

露过此类想法，但是陈立夫明确表示“此时不宜抛

开国民党”，这让蒋介石有所犹豫。在三青团二全

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亦表示过三青团独立建党的

意愿，乃至于安排蒋经国进入三青团，或许都与此

目的有关联。由此推测，将三青团培养成自身或蒋

经国的嫡系政治力量尚在蒋介石的考虑之中，一旦

时机成熟，三青团完全取代国民党成为新的“法统”

形式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四　“统一”与“领导”：借助成立三青团的契
机，“统一”和“领导”青年运动，完成政治资源的集

中和集权

　　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最终动因在于实现集权，
即达到国民党标榜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

袖”的目的。蒋介石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党内传统

政治资源，如ＣＣ系、黄埔系，他还将目标瞄准了新
兴社会力量———青年，意图以三青团为青年组织载

体，动员青年，领导青年运动，实现政治资源的集中

和集权。结合以往研究的观点，基于青年及青年运

动的背景，笔者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尚有

如下两种考虑：

１．利用三青团“统一”青年运动。抗战爆发后，
国民党蒋介石曾意图利用此等时机统一青年运动。

“以前由于没有直接领导青年的机关，青年们往往

见仁见智之不同，遂不免有独行其是，这是青年的

损失，也就是国家的损失。”［１３］而从现实角度考虑，

成立三青团是统一青年运动的重要手段。“三民主

义青年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一扫过去

利用青年，分化青年，戕贼青年，腐化青年的种种恶

习，而使全国青年的思想和力量均统一集中于三民

主义旗帜下，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自由，抗战必

胜，建国必成，胥由于此。”［１４］

当然，“统一”青年运动的重要途径在于与中共

争夺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

的动员与组织日益重视。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共在组织上取消共青团名义，在各级党组织

设立青年部、青委或青年干事，领导青年工作，并成

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学生救国联合

会”等青年团体，为动员青年抗日做了重要贡

献。［１５］３１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国内广大青年纷

纷投入到抗战运动之中，成立各种抗战救亡团体，

开展各种抗战活动，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

了青年运动的主导权。

而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不仅没有能够

“统一”青年运动，而且面临着青年资源流失的严峻

局面。当时，许多青年投奔延安。有学者曾指出，

抗战爆发后的几年内，仅仅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

已经达到４～６万人［１５］５６。因此，利用抗战的宝贵

时机争取青年已经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密切关注的

问题。蒋氏及国民党内部人士对于自身青年运动

的指导思想、领导方式、动员能力多有反思。蒋介

石认为“过去形形色色的所谓青年运动，不是拿青

年作试验，就是拿青年作工具，或是欺骗青年入他

们的陷阱，以青年作为利用的对象。而我们本党的

青年运动以及本团的青年组训和宣传更是不够深

入，不够实在，今后我们要救起全国的青年，唤醒全

国的青年，号召全国的青年，来共负革命建国的使

命”［１６］。而对于青年的组织与动员，国民党内人士

认为：“所谓严格组织和特殊训练，即在养成青年的

革命知能。如果未经这种组织和训练的青年，纵有

革命的热情，而无革命的知能，则其表现于言论与

行动的，不但无益于革命，必将有害于革命。过去

青年运动的失败，原因即属于此。”［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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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民党对于青年的动员与组织并未形成

强力控制与整合，“统一”更无从谈起。由此在抗战

之时，面对中共吸引青年的局面，蒋介石国民党不

无忧虑，“统一”全国青年运动已经刻不容缓了。蒋

氏曾强烈地表示出“统一”的欲望：“我们个人力量

有限，虽有救国救民的大志，亦不能实现，所以要联

合志同道合的青年，团结一致，将大家的意志统一

起来，将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以造成一个伟大无

比的革命力量，来推进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我们

革命的志愿！”［９］３８７这个“统一”的手段就是组训全

国青年，“为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犹非训

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不可。青年团之

设，即欲在统一的组织之下，施以积极有效之训

练。”［１８］由谁来组织实施呢？在蒋介石看来，只能

是由三青团对青年实施组织与训练，“积极建立全

国统一的坚固的青年组织，在不分党派，不分职业，

不分地域，不分阶层的原则下，普遍的，统一的，展

开青年运动，团结集中青年的力量，共赴国难，而要

满足并实现此种要求，唯有在国民党领导下，设立

三民主义青年团，使能达到目的。”［１９］国民党蒋介

石的目的在于通过“统一”青年运动，最终实现党内

外的“统一”。

２．利用三青团“领导”青年运动。在基于“统
一”青年运动的认知之下，由谁来领导青年和青年

运动是核心问题。蒋氏原本寄希望于国民党来领

导青年运动，但考虑到国民党的腐化和衰败，蒋氏

试图通过吸收青年改造国民党来领导青年运动。

他意识到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不能吸引青年了。

张治中曾经言道：“有许多青年，尤其对于中国国民

党现状，感觉异常的烦闷和不满。”［２０］一位叫做谢

天培的党务人员指出国民党在青年力量方面的不

足：“党对于青年组织与青年训练，只是零碎拉杂的

作，没有通盘筹划的干，以致新的血液不能迅速注

射，新的力量不能迅速养成，于是演成干部多，群众

少，理论好，行动慢，组织大，力量弱的种种病

态。”［２１］而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不

能利用青年、吸引青年亦是感觉十分痛心：“因为本

党革命，到了现在这个情势，我们自己毫无掩饰的

可以说已经衰老腐败，不能吸引引进青年。青年是

我们革命的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如不培养出来，

旧的生命无论如何维持长久，也不能达到革命的

目的。”［９］３６４

既然国民党已经无法吸引、动员青年，那“领

导”青年运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三青团身上了。蒋

氏认为：“在本党没有彻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

进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无补于革命，所以要另外

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优秀青年，好

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９］４７４在蒋介石和国

民党精英的认知中，这种青年运动领导权责无旁贷

地落在三青团身上。蒋介石多寄希望于青年团：

“我们青年团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中国革命

根本上重新建立起来，要发扬革命精神。而目前最

基本的工作———在一切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

件事就是要组织和训练青年。”［９］３６４国民党党内人

士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是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至

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所领导的青年运动，乃是把青年

看作了历史中的下一代，要整个的把一个青年组训

起来，使其能够有效的完成历史上的使命。换一句

话来说，就是为整个民族命运，来组训青年”［２２］。

归根结底，这种“领导”青年运动的实质，是实现对

青年资源“垄断”和“控制”，最终完成政治资源的

集中和集权。

综上所述，三青团是在抗战爆发背景下国内政

治发展的产物，其成立动机是复杂的，绝非仅仅是

组训青年之单一目的。组训与动员青年只是三青

团成立的外在原因与形式，其成立的根本动机在于

实现政治资源的高度统一与集中，从而加强蒋介石

的自身统治。更进一步而言，三青团之成立是由蒋

介石主导推动的，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实质就是借

助青年的名义，运用青年运动的方式，通过组织形

态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

政党，一个领袖”的最终政治目的。而三青团成立

动机的形成与最终目的的提出则是与当时复杂的

多重因素密切相关的：外部中共力量的存在，内部

派系势力的掣肘，国民党自身的衰败与没落，国民

党逐渐失去对青年的吸引力等。从三青团的成立、

发展与消亡过程来看，三青团最终成为一个矛盾的

“集合体”，一个“变异”的青年政治组织，其自身不

仅未能完成改造取代国民党的重任，亦未成功实现

对青年的组织与动员。在派系斗争的阴影下，在各

类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三青团最终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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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声波

（上接第８２页）与受众情感沟通的距离。另一方面
基于技术基础上的广告创意需要注重品牌与顾客

的互动。如一个开放的广告创意，前半段开放，用

户可以随意将自己的视频放上去，后半段是企业产

品的利益点和诉求，前后半段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

广告片。每个用户都是导演，成为了广告片前半段

的主宰。每个广告都是个性化的，从而出现一系列

各具特色的展示产品诉求的广告片，而用户自己合

成的广告片，自然愿意分享。这种广告创意模式将

会成为社交化媒体时代品牌营销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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