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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都能看到孙中山的名字；无孙必无民国，有史定有斯人。
在天安门广场，每逢重大节日，都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供民众瞻仰。
这位中国近代贤哲，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近代化的先驱，以他的英雄业绩和明睿思想，铸造了一座历
史丰碑，矗立在神州大地，长存在亿万中国人心中。
孙中山是忠诚的战士，永不言败。
他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他站在时代前头，引导世人。
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他相信人民，认为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
他宣示天下为公，主权在民；号召青年学生读书不要想做大官，要想做大事；他强调官员是社会公仆
，要替民众办事。
他的爱国情操，进取精神，革命毅力，道德人格，是国人的千秋楷模。
在中国近代，他第一个站起来呼喊：“振兴中华！
”他到生命临终，还召唤同胞：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活着是革命，他倒下去了，不朽的革命精神仍然激励着人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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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
的重视。
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
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
象。
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
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
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
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补充和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
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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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国民革命未有穷期国民党完成改组后，党务开展有较大的起色。
不过，对孙中山来说，党内外事情千头万绪，许多矛盾最终都需要他出面处理。
因为过于劳累，1924年5、6月间患了肝病，不得不停下工作静养，致使外间有许多传闻，他只得于5
月19日乘法国飞行员阿西都访问广州之际露面，以辟谣言。
保持党内稳定，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虽然“一大”对“容共”问题已有明确宣示，但是并未将“联俄”、“容共”用文字形式写入“宣言
”或党章，故仍有人不断反对。
2月底，孙中山要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等四人对自己的反共言论承认错误，并做书面检讨。
6月1日，广州市党部孙科、黄季陆向国民党中央递交反共提案。
由于邓泽如、谢持等提出“纠举共产党案”，中执委会在7月7日发表关于党务宣言，申明“对于规范
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平日行动能否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是月，张继等人又强烈表示反对“容共”，使孙中山深为不悦。
8月21日，孙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有人“
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之主义遂以变更者，巨谬极戾，无待以辩”。
经过多次批评，右派的反共情绪才稍有收敛。
加上当时处理商团问题尤为迫切，所以党内斗争暂时有所纾缓。
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后，孙中山力排众议，决定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但是，蒋介石因对孙任用鲍罗廷、对访苏报告未予表态，以及未当上“一大”代表等事不满，在2月21
日辞职并发遣散费，跑回浙江去了，几乎使筹备工作流产。
蒋氏还在3月14日写信给廖仲恺，反对联俄，并说孙“回粤已阅十五月，为时不可谓不久，而对于民政
、财政、军事，未闻有一实在方案内定，如期施行”。
他无视孙一再催促，直到4月21日，才回军校视事，使得改组后孙中山全力投入的黄埔军校，6月16日
才得以开学。
军事和财政问题同样使孙中山十分伤神。
就当时的广东政府而言，军事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的。
客军盘踞广州，为害日烈。
1924年2月1日，孙中山训令各军将各项财政收入一律交由政府主管；3日，又通令统一广东财政办法
；11日，再训令滇、湘、豫、桂、粤各军总司令、各军长，毋得借口截留禁烟督办署所属各分局之收
入款项，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20日，大本营会议，要各军限期交还财政机关，成立广东筹饷局，令滇军范石生任督办。
他还成立大本营财政委员会，想收回财权。
但是，命令尽管下，各军仍自行征税，不听号令，逼得孙中山在3月间训斥杨希闵、刘寰震：“你们
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
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
我要回香山去了！
”杨、刘回答说：“大元帅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此后都服从你就是了。
”不过，事后依然如故。
滇桂客军将领知道孙中山拿他们没办法，因为需要这些“争食之军”去对付陈炯明和本身也是客军的
沈鸿英。
而且，孙中山一直强调北伐，武力统一，若仅靠粤军一旅之师，也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所以，在对敌
作战中，客军便不免“养寇自重”；当范石生、廖行超调和广东当局与商团关系时，也是“阳拥政府
，阴护商团”。
从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出发，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培养一支由革命主义武装的军队之必要。
他在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创办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将来挽救
中国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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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事实说明，这所以孙中山为总理，按苏军模式办起来的军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黄埔学生军以
及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编练的国民革命军，在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北伐战争中
，没有使孙中山失望。
关余问题在国民党“一大”以后继续恶化，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包括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
判权、取消协定关税和收回海关管理权等要求。
早在1921年1月21日，孙中山就粤海关向广东当局拨交关余问题表态，提出决定收回海关管理权问题。
经过几年斗争，1924年4月1日，北京外交团被迫作出将粤海关关余拨付广东政府用作治理西江的决定
。
由于广州学界要求孙中山在权力所及之地将海关收回，孙甚表赞同，即于10月4日令外交部着手办理此
事务。
11日，任命罗桂芳为海关监督，并派其接受粤海关；派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为收回关余全权委员
。
23日，罗桂芳偕同武装人员前往接收。
但由于英美法等国派8艘军舰进泊白鹅潭，并在沙面沿岸堆砌沙包，进行恫吓；政府内部也有人阻挠
，故收回粤海关之举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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