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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东亚地区的
“

反帝连带
”

＊

——

以韩 国 志 士 吕运 亨 的在 华活 动 为 中 心

裴京汉

内容提要 从韩 国 、越南 等 中 国周 边的 殖民 地弱 小 国 家的立场来看 ，树立 了 反帝 目 标的 中

国 国 民 革命是
一个新 的希望 。 国 民 革命 中 的

“

反 帝连带
”

主 张 ， 即 共 同 对抗使韩 国 、越南

沦为殖 民地的 日 本 、法 国等 帝 国主 义列 强 的主 张 ，
也确 实使韩 国 、越 南 的革命家们将其视

作坚实 的友军 。 详细追溯 2 0 世纪前半期 韩 国最具代表性 的 政治 领袖 吕 运 亨参与 国 民 革

命 的史 实 ， 不仅是为 了 如实还原 吕运 亨在 中 国 活 动 的原 貌 ，也是为 了 通过重 温 国 民 革命时

期亚洲各 民 族间 的
“

反帝连带
”

的 实相和意义 ，
来加深对 国 民 革命 的 国 际形象 的理解 。 吕

运亨参与 国 民革命 的初衷 ，便是希望在 中 国 革命取得胜利后 ，能借助 中 国 支持而 实现韩 国

独立 与 革命成功 。 由 此可见 ，对于 吕 运亨而 言 ， 中 国 国 民革命并 非 他 国 之革命 ， 而是祖 国

韩 国之革命 。 从这一 角 度来看 ，作为
“

反帝连 带
＂

现场 的 国 民 革命 ， 同 时也是 同 时代东亚

地 区处在殖 民统 治下 的 弱 小 国家独立运动 的 阵地 。

关键词 国 民革命 国 民 党二全大会
“

反帝连带
”

中 韩 互助 吕 运亨

一

、 序 目

1 9 2 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国 民党第
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第
一次国共合作和 国民革命的起

点 。 众所周知 ， 国 民革命的 目标是反帝反封建 （ 反军阀 ） 。 在 1 月 2 3 日发表的 《 中国 国民党第
一

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 ，对中国所处之形势 阐述道 ：

“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中 国丧失独立 ，
陷于

半殖民地之地位 ，
而国内军阀又凭借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使生民涂炭

”

， 因此明确提出 以
“

打倒帝

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
”

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 。
①

众所周知 ，

“

反帝
”

这一 口号虽在辛亥革命阶段就在革命派内被正式提出 ，但建立在对帝国主

＊ 本稿曾 宣读 于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中 国孙 中 山研究会联合召 开的
“

中 国 国 民党一大暨第
一

次国共合作 成立

9 0 周年学术研讨会
”

（ 中 山 ，
2 0 1 4 年 1 1 月 ） ，

得到 汪朝光、 罗敏 、林德政等与会学者的指正 ，特此表示感谢。

①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 （ 1 9 2 4 年 1 月 2 3 曰
）

，
中 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 ： 《 中 国 国民党第 一 、

二次全 国 代表

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江苏古籍 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8 1
—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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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正确理解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反帝意识和反帝主张 ，则是在经历了五四运动 以及受到 了此后

不久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影响后才出现的 。
① 当然

， 国民党接受反帝的 目标后 ，
在推行的过程

中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方面也发生了不少矛盾与摩擦 ， 而这些矛盾与摩擦成了导致第
一

次国共合

作失败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国 民革命所树立的
“

反帝
”

目标 ，并不仅仅是中 国革命独有的课题 。 当时
，
亚洲大多数国家皆

在西方列强和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沦为殖 民地 ， 因此
“

反帝
”

也是亚洲弱小民族 、弱小 国家共同

的 目标 。 国 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的 1 月 6 日

，
孙中山发表宣言敦促建立

“

世界弱小

民族反帝联合战线
”

以应对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 虽然该宣言首先是围绕广东地区关余税款

的处理问题展开 ’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列强的抗议 ，但孙中 山希望借此宣言强调的却是国民革命的 目

标
“

反帝
”

绝非只是中 国
一

国之
“

反帝
”

。 从韩 国 、越南等中国周边的殖民地弱小 国家的立场来看 ，

树立了反帝 目标的中 国国 民革命是一个新的希望 。 国 民革命共同对抗使韩 国 、越南沦为殖民地的

日 本 、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 ，即
＂

反帝连带
”

、

＂

反帝联合战线
”

的主张 ，也确实使韩国 、越南的

革命家们将其视为了坚实的友军 。 在 2 0 世纪 2 0 年代前半期 ，韩国舆论曾集中关注过孙中 山 ，这
一

现象其实是以对
“

反帝
”

领袖孙中 山之关注来表达当 时韩国人在 国内所无法表达的
“

反帝
”

即反 日

主张 ，并以此种方式对孙中 山的革命运动表示关注与支持 。
？ 与此相 同 ， 当时韩 国人对于国 民革命

时期代表性的反帝运动
——五卅运动抱有全面的斯待与支持 ，这也正是因为反帝的五卅运动并非

只是中 国一国意义上的反帝运动 ，
而是与韩 国的反帝运动即独立运动紧密相关的 。

？

本文所论人物 吕运亨乃是 2 0 世纪前半期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领袖 。 吕运亨于 1 9 1 4 年流亡

中 国 ，

1 9 2 9 年被 日 本警察逮捕并遣返韩国 ，是这
一

时期在华韩国独立运动最核心的领导者之一 ，
回

国后又成了 国 内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 。 特别是在 日本败亡前不久的 1 9 4 4 年 ，
吕运亨组建了全国性

组织
“

建国 同盟
”

，
准备在韩国独立后建设新国家 。 日 本战败后 ， 吕 运亨将建国同盟扩展为建国准

备委员会 ，并因此成为 日本战败投降后所谓的
“

解放政局
”

中最受瞩望的
一

位政治领袖 。 1 9 4 8 年 吕

运亨遭右翼势力 暗杀 ，其苦心经营的
“

统一建国
”

梦也遭破灭 。 虽然如此
，
吕运亨提出的以

“

左右合

作
”

为基础的
“

中道统合
”

政治路线在今 日 尚处于南北对立状态的韩 国仍受到广泛的支持 。

吕运亨左右合作 、中道统合的政治路线 ，其实是在其在中 国的经历 ， 即其曾参加过的 以 国共联

合阵线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经历影响下形成的 ，这一点确实鲜为人知 。 这是 由于关于 吕运亨在中

国 的活动以及其参与国民革命等史实的相关研究尚有许多未尽之处导致的 。
④ 本文详细追溯 吕运

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史实 ，不仅是为了如实还原他在中国活动的原貌 ，而且也是为了通过重温国民革

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的
“

反帝连带
”

的实相和意义
，
来加深对国 民革命的 国际形象的理解 。 进而希

望通过对国 民革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 的
“

反帝连带
”

的理解 ，对维护 当今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 的东

亚和平与安定做出一定的贡献。

① 徐义君 ： 《 中 国其产党对广 州 、武汉时期 国 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 帮助 》 ， 《 北方论丛 》 1 9 9 4 年 第 6 期
；
王建伟 ： 《 2 0 世纪

2 0 年代 国 民党
“

反帝
”

口号评析》 ， 《安徽史学》
2 0

1
0 年 第 2 期

。

② 裴 京汉 ： 《坌堪碎 ｔＲ
＂

（ 孙 中山 与韩 国 ） 》 ， 首尔 ， 免■ 咅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9 2
—

2 1 1 页 。

③ 为 了表达对五卅运动的支持
，
当 时在韩 国 曾有人计划在孙 中 山去世 1

0 0 日 时举行纪念追悼会 ，但 由于 日 本警察的镇压而

失敗 。 参见裴京汉《坌赳珥 赴号 （ 孙 中山 与韩 国 ） 》
，
第 2 0 5

—

2 1 0 页 。

④ 关于 吕运亨与 国 民革命的 关 系 ，
日本的韩国近现代 史学者水野直树 已有过先驱性研究 。 水野直树 虽 然发表过一些论文

，

论及本文详述 的 吕运 亨参加 国 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始末和在二全大会上发表
“

反帝连 带
”

演说的重要 史实 ，但他是以 吕运

亨与孙中 山 的关系 为焦点加 以说明 的
，
而对本文 中着重论述的 吕运亨与共产 国 际的关 系以 及作 为共 产 国 际相 关活动

一

环的
“

反帝

连带
”

却未有 涉及。 见水野直树《
呂運亨 ｔ 中 國 國民革命

一

中 國 國 民黨二全大會 （二 （于 ？＆ 奁Ａ 〈

＊

ＯＴ演說》
，
神 户 《朝 鮮 民族運

動史研究》
8

（
1 9 9 2 ）

，第 3 5
—

6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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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京汉 ／ 国 民 革命与 东 亚地 区 的
“

反帝连 带
”

二 、 向共产国际靠近

吕运亨于 1 8 8 6 年出生于京畿道杨平 ，早在朝鲜王朝亡国危机逼近的 1 9 0 6 年
，
便开始积极参与

国债报偿运动 、教育运动等 国权恢复运动 。
① 吕运亨留学南京则是在朝鲜王朝灭亡 、韩国沦为 日 本

殖民地后的 1 9 1 4 年 9 月 。 作为基督教徒的 吕运亨 ， 留学的 目 的本是学习 神学 ，但由 于金陵大学没

有神学专业而转学英文 ，
1 9 1 7 年毕业 。 毕业后 ， 吕运亨马上转赴上海

，
就职于美国人经营的协和书

局 （
Ｍ ｉｓｓｉｏｎ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 ）

，
同时成为上海地区韩人独立运动 的核心领袖 。

②
1 9 2 9 年 7 月 ， 吕运亨

被 日 本警察逮捕并被强行遣返韩 国 。

吕运亨在上海的独立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方向面 。

一是组织居住于上海的韩人成立侨民团体

并创立韩人学校等 ，
为上海韩人社会奠定独立运动的基础③ ；

二是通过向 巴黎和会派遣代表 、 向访

华的美国议员团宣讲韩 国独立的正当性等外交宣传手段开展独立运动 。
④ 吕运亨的 国际宣传活动

起初是以西方列强为对象开展的 ，
但却在 1 9 1 9 年末或 1 9 2 0 年初开始慢慢转 向苏俄和共产国际 。

吕运亨转向俄国和共产 国际 ，
虽然与其对马列主义的思想性探索和接触不无关系 ，但更重要的原因

应是其认为与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接触对独立运动更加有利 。 后来 吕 运亨本人也曾说过 ，

“

我个人

虽也信奉马克思主义 ，但在韩 国进行阶级斗争却是不可行的
”

，

“

我之所以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非

是为了 阶级与党派 ，而纯粹是为了 民族的独立与幸福
”

⑤
，这也是可以佐证的 。

吕运亨 向俄国和共产国际靠拢的背景 ，是从 1 9 1 9 年末开始 ，俄罗斯与共产 国际正式推行支持

世界革命的政策 。 众所周知 ，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弱小国家的基本政策 ，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须与资

本家阶级的 民族运动势力组成联合阵线 ， 以实现民族解放 ，其理论基础乃是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

题的决议》 。
？ 由此看来 ，

1 9 1 9 年韩国发生全国性反 日 运动 （ 三
一

运动 ）后不久在上海成立的大韩

民 国临时政府成为共产国 际 的主要支持对象也是当然之事 。 1 9 1 9 年 1 2 月 来沪 的波达波夫

（
Ａ ．Ｓ．Ｐｏｔａｐｏｖ ） 虽然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 ，但是却作为苏俄政府实际代表与时任临时政府国务

总理的李东辉 、时任劳动督办但实际统揽临时政府的安 昌浩等临时政府要员们进行接触 ，这也是共

产 国际支持韩国临时政府所做的第
一

阶段的探索 。 结果 ，
1 9 2 0 年 4 月 韩亨权作为临时政府的代表

拿着波达波夫的信任状被派遣至莫斯科 ，并从莫斯科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 。
⑦

当时吕 运亨虽被提名为派遣到莫斯科的代表之一 ，
但由于临时政府内部的意见冲突而未能成

行。 但是 1 9 2 0 年 4 月底到 5 月初 ，
吕运亨在福建漳州参加 了与波达波夫和陈炯明的三方会谈 ， 吕

运亨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而得到其对临时政府的援助 ，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 在此

① 吕运亨 ： 《 自敍傳 1
－ 砷到青年 時代 （我的青年时代 ） 》 ， 梦 阳 吕运亨先生全集发刊委员 会编 ：《 夢暘 呂運 亨全集 》 第 1 卷

，
首

尔
，
赴｜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2 6

—

2 7 页 。

② 吕运亨 ： 《 自敍傳 2
－ 砷马上 海時代 （我的上海時代 ） 》 ， 《夢暘 呂運亨全集 》第 1 卷

，第 2 8
—

2 9 页 。

③ 关于上海地区韩人 团体上海高 丽民亲睦会与其 管下的仁成学校 ，参见金光栽 《 曰 帝時期 上 海 仁成 學校却設立斗運營

（ 曰 帝时期上海仁成学校的设立与运营 ） 》 ，
首 尔 《東國 史學》 5 0 （ 2 0 0 1

） 。

④ 吕运亨创 立的新韩青年党在 1 9 1 9 年 2 月初派遣以金奎植为代表的巴黎和会代表团前往 巴黎 ，但是未能参加和会 ，
所 以只

能针对各 国代表团 进行宣传 。 关于新韩青年 党的成立与赴巴黎和会代表 团 的派遣 ， 参见慎镛厦 《新韓青年 黨司獨 立運動 （新韩青

年党的独立运动 ） 》 ，首 尔 《韓國 學報》 1 2
—

3
（

1 9 8 6 ） 。

⑤ 《 （警察 ） 被疑者訊 問調書 （ 第 2 回 ） 》 ， 《夢暘 呂運 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1 6

、
4 4 3 页 。

⑥ 《 关于民族与 殖民地 问题 的决议》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 《共产 国 际有 关 中 国 革命的文献资料

（
1 9 1 9
—

Ｉ 9 2 8
） 》 第 1 辑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第 4 2 页 。

⑦ 林京锡 ： 《韓 國社會主 義 5
1
起源 （韩 国社会主义的起源 ） 》 ，

首 尔
，历史批评社 2 0 0 3 年版

，第 1 9 0
—

丨 9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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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漳州会议上 ，波达波夫与陈炯明形成了
“

俄罗斯援助在广东创办军官学校和兵工厂并提供海参

崴的武器
”

等决议
，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与之后第一次 国共合作过程中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如出一

辙 。
？ 另外关于韩 国独立问题 ，漳州会议上议定

“

由俄罗斯援助在西伯利亚地区建立韩人军官学校

并培养韩人部队 ，
陈炯明方面负责对其财政援助

”

，这对于成立翌年正处于严重财政危机中的韩国

临时政府而言实为
一个新的机会 ，具有重大的意义 。

？

吕运亨加入上海的韩人共产主义集团是在漳州会议后不久的 1 9 2 0 年 5 月 ，这应是由于其与共
‘

产国 际的关系所致 。 首先是维经斯基 （ Ｇ． Ｖｏ ｉ ｔｉｍｋｙ ） 受俄罗斯共产党远东部派遣抵沪 ， 随后
，

一直

在海参崴活动的韩人共产党员金万谦也被派遣至上海③ ，
他们的任务是为搞活中 国 、韩 国 、 日本的

共产主义运动而在上海成立共产 国际东亚秘书部 。 1 9 2 0 年 5 月 在上海成立的韩人共产党便是对

应共产 国际东亚秘书部高丽部的组织 ， 吕运亨也是在和金万谦与维经斯基会面后加人韩人共产党

的 。
④ 据 吕运亨所言

， 当时维经斯基表示
“

工农俄国将竭力支持韩国独立 ，现在上海已 （在俄罗斯援

助下 ）成立高丽共产党 ， （ 如欲进行独立运动 ）与共产党合作方是上策
”

，并劝其人党 ， 吕 运亨 回应

道 ，

“

但凡有助于韩国之独立 ，
无论其为何人都愿与之携手 ，所以同意人党

”

。
⑤

韩人共产党即高丽共产党是在维经斯基和金万谦抵沪之前便已存在的 、 由少数成员 组成的
“

共产主义组织
”

扩大改编而成的组织。 这个
“

共产主义组织
”

便是最早的韩人社会主义政党
——

韩人社会党 ，
该党 1 9 1 8 年创立于俄国哈巴罗夫斯克 ，成员有李东辉 、金立 、李翰荣 、金万谦等 。 这些

韩人社会党出身的人士在临时政府成立时期都 曾来上海参与过临时政府 。 此后随着 吕运亨和赵东

祜 、赵琬九 、 申采浩等上海地区独立运动领袖的人党 ，该
“

共产主义组织
”

正式扩充改编成韩人共产

党 （或高丽共产党 ） 。
？ 吕运亨在韩人共产党中与李东辉 、金立 、李翰荣 、金万谦 、安秉瓒 、赵东祜共

同担任 中央委员 ，并负责翻译部事务 。
？

吕运亨参加 1 9 2 2 年 1 月 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乃是首次与共产 国际接

触 。 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是为了应对同时期在美国华盛顿召 开的以西方列强为中心 的华盛

顿会议而召开的 ，会议的主要 目 的是将共产 国际对中 国 、韩 国 、 日 本 、蒙古 、爪哇等亚洲 （远东 ）
地

区弱小民族的援助具体化 。 吕运亨 以韩人共产党代表的身份 ，
与金奎植等 5 0 余名韩人代表一起

参会 。 他积极参与大会活动 ，并被选为大会主席 团成员 。
⑧ 据 吕 运亨后来 回忆 ， 早在 1 9 2 1 年秋 ，

他就被委任在上海和天津筹备此次会议 ，亲 自 负责韩 中 日 三国以及蒙古 、爪哇代表们赴莫斯科的护

① 参见李丹 阳 、刘 建一 《英国档案所见苏俄与孙 中 山及 国 民党的联 系 》 ，
台北 《近代 中 国 史研究通讯 》 第 3 1 期

，
2 0 0 1 年 。

② 裴京汉 ： 《 津 州會議 （
1 9 2 0 迠 4

—

5 省 ） 4 呂運 亨
－ 钍詈 司省邙 旦确碎 ］ 到 口

1 （ 漳 州会议与 吕 运亨
一

韩 中 苏三国连 带的

摸索与其 意义 ） 》 ， 首尔 《歷史學報》
2 2 0

（ 2 0 1 3 ） ，第 1 7 7
—

1
8 0 页 。

③ 关于此 时期金万谦的活动及其与共产 国际的 关系
， 参见尹相元 《 1 9 2 0 年代初半司叫外詞韓人社會主義者昏碎 丨

？

－金 萬謙却 誓吾咅 吾 4 3 幺至 （ 1 9 2 0 年代初在 苏韩人社会主义者们与 东道 国
——以金万谦的 活动 为 中 心 ） 》 ， 首 尔 《歷史研究 》 1 6

（
2 0 0 6

） 。

④ 潘炳律 ： 《 Ｓ運亨詞 活動
■

§
？ 咢矧甚上海地域主 7

1韓人共產 主義 組織司 每 勺 3
］

■ 培场 °
1
1 邙 ｔ！

？

再解析
，

1 9 1 9
一

1 9 2 1
（通过 吕

运亨的活动看上 海韩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与 变迁及其再解析 ，
1 9 1 9
一

1 9 2 1
） 》 ，
天安 《韓 國獨立運動 史研 究》 4 5

（
2 0 1 3

） 。

⑤ 《檢察訊 問調書 （ 1
9 2 9 ．

 8 ．
 2 ） 》 ， 《 夢螓 呂運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8 0 页 。

⑥ 潘炳律 ： 《
呂運亨到 活動咅 罟绅 甚上海地域± 7

！韓人共產 主義 組織勻 噌 勺珅 迸扭叫 ｃｆｌ 进 再解析 ，
1 9 1 9
一

1 9 2 1
（通过 吕

运亨的活动看上 海韩人共产 主义组 织 的 形成 与 变迁及其再 解析 ，
1 9 1 9
—

1 9 2 1
） 》 ， 《韓 國獨 立運動 史趼 究 》 4 5 （ 2 0 1 3 ）

， 第 2 1 2
—

2 2 7 页 。

⑦ Ｓ运亨在后来被警察韻讯时说 自 己 负 责翻译部 、赵东祜 负 责出版部 ，并在供述时佯作 自 己并非 中央委 员
。

（ 《 高等警察意

見書 （
1 9 2 9 ． 7 ． 2 9

） 》 ， 《夢暘 呂運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4 5 3

￣4 5 4 页 。 ）但其 实他应该是作 为 中 夹委员 负 责翻译之事的 。

⑧ 关于参加远 东被压迫 民族大会的韩 国代表 团的选拔与 派遣 ，参见林 京锡 《極東 民族大會 4 朝 鮮代表團 （远 东 民族大会与

朝鲜代表团 ） 》 ， 首 尔 《歷史碎現實 （ 历 史与现实 〉 》 3 2 （ 1 9 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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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京汉 ／ 国 民 革命与 东 亚地 区 的

“

反帝连带
”

照办理工作 。 由此可见 ，早在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的准备阶段 ， 吕运亨便是此次大会的核心成

员 了 。
①

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经过对劳动 、农民 、青年 、民族 、妇女等问题的讨论 ，通过了指示整体

革命运动方向的决议案 。 大会认为韩国
“

工业尚未发达 ， 阶级意识尚处低阶段 ，因此阶级运动为时

尚早 。 （所以 ）共产主义活动家应支持民族运动即独立运动
”

，
与此相应 ，

“

（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心机

构 ） 临时政府有必要进行改组 （改组为共产主义活动家可 以合作的组织 ）

”

。 这些政策如实地反映

了亲 自参会的列宁的基本立场 。 列宁对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一一提出 了援助政策 ， 即在中 国与 国民

党合作 ，在 日 本进行议会运动 ，至于韩国 ，则提出了对临时政府进行援助的政策 。
？

1 9 2 3 年 1 月 至 5 月在上海召开的国 民代表会议 ，虽然有解决因临时政府总统李承晚和国务总

理李东辉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严重的内斗问题的意图 ，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响应远东被压迫民族代

表大会上提出 的改组临时政府的要求 。 1 9 2 0 年以来深陷财政困境的临时政府为维持组织运转 ，确

保共产国际的援助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 吕运亨与安昌浩等人
一起积极筹划改组临 日寸政府的国 民代

表会议运动 ，但由于围绕着临时政府的
“

改革
”

的程度问题 ，
改组派与创造派之间产生 内讧 ，致使努

力了数月 的 国民代表会议运动以失败告终 。
③

围绕着莫斯科所提供援助的分配问题也产生 了矛盾和内讧 。 种种原因导致韩人社会主义者之

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
甚至使韩人共产党再次分裂为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 。 韩人社会主义势力

间如此激烈的内斗也是导致共产国际很难对临时政府进行援助的决定性 因素 。
④ 在韩人共产党内

斗过程中加入伊尔库茨克派的 吕运亨在 1 9 2 5 年 5 月开始正式投身中国革命 ，这其中虽也有接受共

产国际安排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也应是其对临时政府和韩人共产党的内斗状态甚感失望所致 。
⑤

综上所述 ，

1 9 1 7 年以后上海地区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 吕 运亨在 1 9 1 9 年底或 1 9 2 0 年初开始急

向共产国际靠拢 ，
是因为共产国际切实的援助方案 ，是以深陷内斗与财政困境的临时政府为中心搞

活独立运动 ，但无疑也是对共产国际制定的通过对殖民地弱小国家民族运动的支持来鼓舞全世界

革命的所谓的
“

联合阵线
”

政策进行呼应的结果 。

三 、 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发表
“

反帝连带
”

演说

与其他流亡中国 的韩人志士
一

样 ，
吕运亨对中 国革命的关注也应是在其流亡之初产生的 。 当

时许多韩人志士已无法在 国内进行独立运动 ’遂谋求流亡海外 ，其中大多数流亡到 了 中 国 ，尤其是

在韩国被 日本强并 、朝鲜王朝灭亡后不久的 1 9 1 1 年 1 0 月爆发的武 昌起义 ， 引发了韩国志士集体性

流亡中国的现象 。 中 国与韩国不仅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最为接近 ， 中 国共和革命胜利 的消息又为

① 吕 运亨 ： 《蚪到回想記 （我 的 回忆 ） 》 （

一

） ，首 尔 《 中央 》 1 Ｓ＞ 3 6 年 3 月 号 。 该 回忆录曾在 《 中 央》 月 刊刊栽 5 期 ，记录 了 吕运亨

为参加远 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而从上海至天津 ，
经张家 口 、库伦（ 乌兰巴托 ）

、 西伯利亚而抵达莫斯科期间 的旅程 。

② 《警察訊 問調 書 （
1 9Ｍ ． 7 ． 1 8

）
》 、 《被告人訊 問 調 書 （ 第 2 回 ，

1 9 3 0 ． 2 ． 2 7
）

） 》 ， 《夢 陽 呂運 亨 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1 3 、 5 6 3

—

5 6 4 页 。

③ 金喜坤 ： 《 大韓 民國 臨時政府趼究》 ，
首 尔

，知识产业社 2 0 0 4 年版 ， 第 3 5 1

—

3 5 9 页 。

④ 关于早期韩人共产主义 团体的 组织 与 分 派 ， 参见潘 炳律 ： 《 Ｓ運 亨 詞 活動咅 詈《
1

1
芒上 海 地域圣 7

1 韓人共產 主 義 組織

詞 臂 勺碎 Ｃｆｌ ｔ！

？

再解析 ，
1 9 1 9
一

1 9 2 1 （通过 吕 运亨的 活动看上 海韩人共 产主 义组织 的形 成 与 变 迁及其再解析 ，
1 9 1 9
—

1 9 2 】 ） 》 ， 《韓國獨 立運動 史研究 》 4 5 （ 2 0 1 3 ） ， 第 2 3 2
—

2 4 0 页 。

⑤ 据 吕运亨所言 ，
他直接参与到 中国 革命中 是在孙 中 山 去世以后 的 1 9 2 5 年开 始的 。 《 （ 檢察 ）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8 ． 2
） 》 ， 《夢陽 呂運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4 8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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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中 国的韩人们指明了独立与建国的新方向 。
？

吕运亨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可以通过其与中 国革命领袖孙中山 的频繁交流来确认 。 吕运亨于

1 9 1 6 年通过曾是《字林西报》记者的陈汉明的介绍初次会见孙中山 ，
他对孙中山 的第一印象是冷淡

且傲慢 。 但是在 1 9 1 8 年 1 1 月 ，为派遣韩 国代表赴巴黎和会事 ， 吕运亨通过徐谦的介绍再次会见孙

中 山以后 ，
Ｘ科也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 孙中山在款待 吕运亨时不仅将夫人宋庆龄介绍给他 ，并且还帮

助他与作为南方政府代表被派遣至巴黎和会的代表伍朝枢 、陈友仁等人相协调 。 之后 吕运亨便不

时造访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的私邸 ，
与之共商韩国独立与革命的方案 ，结果两人成了甚为亲密的

好友 。
②

吕运亨与孙中山最后一次会面是在 1 9 2 4 年 1 1 月孙 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之时 。 听闻孙中山抵沪

的消息后 ， 吕运亨到码头迎接 ，并一起到孙 中山私邸会谈了数小时 。 吕运亨见到孙中山 白发增多 ，

便道 ：

“

先生头发虽变 白
， 但革命却越发红火了

”

，孙中山答道 ：

“

人的头发是越老越 白 ，可革命却是

越老越红火
”

。
③ 后来 吕运亨在参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演说时 ，

开头便说了这段轶

事④ ，可见这句话给他留下 了很深刻的印象 。 与其他许多韩 国人一样 ，

1 9 2 5 年 3 月 1 2 日孙中 山逝

世的消息对于吕运亨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
⑤

根据 吕运亨的法庭陈述 ，他在孙中山去世
一

个月后的 4 月 1 2 日参加 了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

场举行的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大会 ，
并再次通过宋庆龄的介绍见到了鲍罗廷的夫人 。

？ 鲍罗廷夫人
一面嘱托 吕 运亨投身正在发展中的 中国革命事业 ，

一

面又为 吕运亨写 了给驻北京苏联大使加拉罕

（
ＬｅｖＭ ｉｋｈａｙ ｌｏｖｉｃｈＫａｒａｋｈａｎ

） 的介绍信 。
⑦ 加拉罕向 吕运亨咨询 了他对张作霖 、冯玉祥 、吴佩孚以及

国民党的看法
，
吕运亨回答道

，张作霖与吴佩孚虽势强 ，
但无任何合作可能性 ，与冯玉祥合作虽有可

能 ，但与 国民党合作并对其支持才是明智之选 。 加拉罕说工农政府的意见也是如此 ，同时还说革命

家是没有
“

祖国
”

的 ，韩国 的独立与革命运动 由于极深的 内斗是无法成功的 ，所以他要求 吕运亨投

身于中国革命 ，待到中国革命成功后韩国 的解放也 自然会实现 。 加拉罕还拜托 吕运亨担任国 民党 、

中 国共产党 以及苏联三者之间的联络工作 。
⑧ 接受了这一委托的 吕 运亨在返回上海后便会见了苏

联驻上海副领事维特？ ，并接受了塔斯社的任命 ，将刊载于中国各大报纸上的有关战争 、政治 、共产主

义运动 、工人运动 、青年运动 、农民运动 、妇女运动的报道翻译成英文并发给维特 。
⑩

① 裴京汉主编 ： 《吾 呌入 1 呌 勻 斗 舍勻 乜蚓詞 句
（
东亚史上的辛 亥革命 ） 》 ， 首尔

，
赴｜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第 Ｍ 页 。

② 李 万珪
： 《 呂運亨鬪爭史》 ，梦 阳 吕运亨先生全 集发刊委 员会编 ： 《 夢暘 呂運亨全集 》 第 2 卷

， 首 尔
，进咅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2 8 7
—

2 8 8 页 。

③ 《孫 中 山先生詞 十週忌＊ 畲許吋 － 印象？Ｊ各 追憶句一 節 （纪念孙中 山先 生十周忌 日
： 印象深刻的一 节追忆 ） 》 ， 《 夢暘 呂 運

亨全集》第 1 卷
’ 第 1 2 9

—

1 3 0 页 。

④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 第九 日 第 十七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4 曰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
二 次全 国代表

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3 0 1 页 。

⑤ 关于当 时韩 国人对孙 中 山的 北上与发病 、 去世的莫大关注
，
参见裴京 汉《坌龟蚪 进兮

（
孙 中山 与 韩 国

） 》
．

，第 1 9 2
—

2 1 1 页 。

⑥ 宋庆龄在北京治丧结束后于 4 月 1 1 曰 返回上 海 ，

1 2 曰 参加上海各界人士追悼 大会。 尚 明 轩主 编
： 《 宋庆龄年谱长编

（ 1 8 9 3
—

1 9 4 8
） 》 ，

北京 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2 0 3 页 。

⑦ 据 日 方情报 ，
1 9 2 4 年 8 月末 吕 运亨前往北京与 苏联大使加拉罕会面并商议临时政府接受苏联援助之事 。 《

Ｓ運亨 乂 行動

二 關 只瓜件 （ 1 9 2 4 ． 9 ． 4 ） 》 ； 《在上 海不逞鮮人 呂運 亨 ／ 北京行 卜其 用務二關 又少件 （ 1 9 2 4 ． 9 ． 1 2
） 》 ， 《 國 外抗 日 運 動資料 ： 曰 本外務

省記錄 （
國 史编幕委員會 韓國 史 ） 》 Ｄａｔａｂａ ｓｅ

，

ｈ
ｔｔ
ｐ ：

／／ｄｂ ．
ｈｉｓｔｏｒ

ｙ
，

ｇ
ｏ． ｋ ｒ／。 呂 运亨则否认 1 9 2 4 年曾 面见加拉罕的事 实 （ 《警 察訊 問

調 書 （ 第 4 回 ， 1 9 2 9 ． 7 ． 2 2 ） 》 ， 《夢暘 呂 運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奶 0 頁 ）
。 如果 吕运 亨在 1 9 2 4 年 真的会见 了 加拉罕

，
那就说明 在 1 9 2 5

年 4 月鲍 罗廷夫人给他介绍加拉罕之前 ，
他 已经与 加拉罕有过交流 。 笔者认为 ， 吕运亨在庭 审时的陈述不足取信 。

⑧ 《警察訊 問調書 （ 第 6 回
，

1 9 2 9 ． 7 ． 2 9 ） 》 ， 《夢暘 呂 運亨全 集》 第 1 卷
， 第 4 6 0 页 。

⑨ 吕运 亨用 韩语表述为 维特 （ 坤旦＿ ） 的苏联驻上 海领事馆副领事的正确俄语姓名和履历现 已无从确认 。

⑩ 吕运亨的酬 劳是每 月 2 0 0 元
。 《警察訊問調 書 （第 6 回

，

1 9 2 9 ． 7 ． 2 9 ） 》 ， 《夢暘 Ｓ運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4 6 0Ｈ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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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京 汉 ／ 国 民革命 与 东亚 地 区 的
“

反帝连 带
”

吕运亨说 自 己的任务只有塔斯社所托的翻译中国新闻报道
一事

，
但此时期他的真正任务却并

不局限于此 。 加拉罕通过维特使吕运亨为塔斯社效力是解决其
“

生计
”

问题 ，更重要的 目的则是赋

予其在国 民党 、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居 中联络之任务 。 吕 运亨说 自 己开始投身 中国革命是在 1 9 2 5

年 5 月 ，就在此后不久 ，
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

， 当时吕运亨每 日 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 、共产党代表瞿

秋白 、苏联驻上海副领事维特探讨对策 ；
1 9 2 6 年 1 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 ，他

与主导会议的汪精卫 、鲍罗廷一起 （ 即使并非正式会议 ） 就大会的基本方针进行探讨 ；
并且在 1 9 2 7

年国民革命军进人上海之前 ，直接参与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 。
① 所以 ， 吕运亨已经深度介

入了共产国际与 中国共产党 、 国民党之间的协调工作 。 如果 吕运亨所言属实 ，那么 ，其所提及的上

述活动则很有可能是受命于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秘书部 。

1 9 2 6 年 1 月初 ， 吕运亨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此前 ， 他 曾数次

访问广州 。 据 吕 运亨所言 ，邀请 自 己参会的是全面负责二全大会筹备工作的汪精卫 。
② 1 9 2 1 年以

后 ，在中 国各地成立了 中韩连带组织 ，
汪精卫是这些组织之一的 中韩协会的成员③ ，而 吕 运亨则是

统控这些中韩连带组织的中韩互助总社的主要成员之
一

。
？ 因此汪精卫有可能与 吕运亨熟识 ，

并

因此邀请他参会 。 但是 ， 吕运亨名义上虽为汪精卫所邀请 ，实际的邀请者却更可能是二全大会的实

际主导者鲍罗廷 。
⑤ 正如上文所述 ，

1 9 2 5 年以后 吕运亨的活动集中转向共产 国际 ，其基本活动很有

可能受命于共产国际 ，不仅如此 ，在国 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 吕运亨还与汪精卫 、鲍罗廷一

起在鲍的公馆聚会 ，为二全大会制定基调 。 由这些方面来看 ， 吕很有可能是受鲍罗廷的安排和邀请

而参会的 。
？

根据 日方的情报 ， 吕运亨于 1 月 1 0 日离开上海 ，
1 月 2 5 日返回 。

⑦ 考虑到上海到广州之间的

距离 ，
吕运亨说 自 己在全体会议演说当天 即 1 月 1 4 日 上午才到达广州应是属实的 。

⑧ 由此看来 ，

包括 吕运亨在内的 3 名外国代表的演说很有可能并非事前安排好的 ，而是临时决定的 。
？

1 月 1 4 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 ，外 国演讲代表包括吕运亨在内共有 3 名 。 首先演讲的是越南的

① 《檢察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8 ． 2

） 》 ， 《 夢降 Ｓ運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8 4

￣

4 8 5 页 。 此外如后文所述 ，
与 吕 运亨一 同作为

演讲者被邀请的越南代表胡志明也受到 了共产 国 际的派遣
，
来到鲍 罗廷麂下 负 责 中 囷各种新闻报道 的翻译工作并 负 责发送给共

产 国 际 。 胡志明 同 时也在进行越南共产 党的创 党准备工作 ，
在这点上 吕运亨与 胡志明有着相 同 的作用

，
所 以很有可能都是隶属 于

共产国 际的活动 家 。

② 《警察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夢暘 呂運 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2 7 頁 。

③ 1 9 2 1 年 9 月 至 1 0 月 间韩 国 临时政府 总理 申 圭植访 问广州 护法政府 并在广 州 成立 了 中韩连 带组织 中韩 协会。 关 于中 韩

协会的组织与 活动
，参见裴 京汉 《荦？碎 赴亏

（
孙 中山 与韩 国

） 》 ，
第 7 5

—

8 3 页 。

④ 中韩 互助社 1 9 2 1 年 3 月在 长沙首先成 立 ，
随后在安徽 、 汉口 、上海等地 陆续成 立 ，

其统控组织 中韩 互助 总社于 1 9 2 1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 。 参见 李永春《 长 沙中韩互助社述论》 ， 《湖 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 0 0 7 年 第 6 期

；
康基柱 《 中 韩互助社研究 》

，

首

尔 《亚 西亚文化研究 》 2 （ 1 9 9 7 ）
；
装京汉 《荦省蚪 Ｈ■

今 （孙 中 山 与韩 国 ） 》 ， 第 7 6
—

7 9 页 。

⑤ 张国 焘认为 ，
二全 大会实际上是在鲍 罗廷的指导下召 开的 ， 汪精卫 只不过是鲍 罗廷的代理人而 已 。 张 国 焘 ： 《我 的回忆 》

第 1 卷 ，香港 ，
明报出版社 1

9 7 4 年版 ， 第 8 1

—

8 2 页
。

⑥ 《警察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夢降 呂運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4 2 7 页 。

⑦ 《廣東二於夕少 呂 運亨 ／行動二關 又瓜件 （ 1 9 2 6 ． 2 ．
6 ．

） 》 ， 《 國外抗 日運動 资料 ： 日本外務省記錄（ 國 史編纂委 員會 韓 國

史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ｈ

ｔｔ
ｐ ：
／／ｄｂ ． ｈ

ｉ ｓｔｏｉ
ｙ

．

ｇ
ａ ｋｒ／ 。

此 曰 程与 吕 运 亨 所说 自 己 当 时在 广 州 停留 了
一 个 月之久 〔 《警 察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 夢暘 呂運亨全集》 第 1 卷 ，第 4 2 7 页 ］的说法有
一定的差距。

⑧ 吕运亨在大会演说的开场 白部分说道 ：

“

由 于刚 刚 到达没能准备好中 文演讲 ，
不得已 只得 用英语演讲。

”

《 中国 国 民党第二

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九 日 第十七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4 日
） ， 《中 国 国 民党 第一 、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3 0 1

页 。

⑨ 会议主席注精卫在会议开始时说道 ：

“

原定议事 曰 程有 变 ，我们 来听一 听外国 革命家的演讲怎 么样 ？

”

从 汪精卫的 口 吻 可

以看 出 ， 这些演讲原在议事 日程 中并无安排 ，
而是临时被安排进来 的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2 9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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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袖胡志明 ，
其次是韩国的 吕运亨 ，

最后是印度的哥巴 。
？ 当天上午的会议从 1 0 点 2 0 分开

始
，

1 2 点 3 0 分结束 。 3 位代表演讲之后 ，
由陈公博作廖仲恺遭暗杀事件的处理报告 ，

之后是提问和

讨论 。
？ 由此推测 ，每位演讲者的演讲时间应不会超过 2 0 分钟 。

会议上被以王达人之假名介绍的胡志明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 1 9 1 1 年末赴法国
，
此后在国外从

事了
3 0 余年的革命活动 ，是越南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家 。

1 9 2 0 年胡志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 ，
随

即加人了刚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 。 他于 1 9 2 4 年初前往莫斯科成为共产国 际活动家？ ， 同年 1 1 月

被共产国际派赴广州 ，名义上的职位是鲍罗廷的中文翻译 。 但是胡志明在广州的活动却非翻译那

么简单 ，他住在鲍罗廷公馆时期 ，

一面翻译中 国报纸的主要新闻发送给共产国际 ，另
一

方面也在着

手进行越南共产党的创党准备工作 。 胡志明到达广州时 ，在广州 已有推进越南独立运动的组织 ，
即

以潘佩珠为中心的越南国民党和暴力革命组织心心社 。 胡志明 以上述组织中的进步青年为中心 ，

在 1 9 2 5 年 6 月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 众所周知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乃是越南共产党的前

身 。 这样说来 ，胡志明在广州的主要活动 ，实际上就是为创立越南共产党而做准备工作 。
④

另一方面 ，胡志明在广州也曾积极参与国民革命 ，尤其是在 1 9 2 5 年 6 月 以讲演队员 的身份积

极参与了在广州爆发的反帝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 。 胡志明向罢工劳动者发表了题为 《 中 国劳动者

与被压迫民族之关系以及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之必要 》 的演说。 胡志明在演说中指出 ， 以英帝国主

义为 目标的此次省港罢工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运动有着共同 的 目标 ， 因此中国劳动者们应与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⑤ 胡志明提出以反帝为 目标的 中国 国民革命须与越南等殖民地弱小

国家的反帝民族独立运动相联合 ，
也可 以认为国 民革命对胡 志明而言乃是实践反帝联合路线的

战场 。
？

二全大会上胡志明是用法语做的演说 ，为其做翻译的是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 ，演说的 内容被较

为详细地记录在二全大会的会议录中 。 胡志明的演说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
前一部分揭露了越

南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 6 0 年间法国对其进行残暴统治 的事实 。 胡志明说法国统治的最大危害是

人民须负担诸如人丁税 、房屋税 、货物税等过
、

重的赋税 ，其恶果便是使越南人民贫穷 ，经济疲敝 ，
大

部分土地和企业皆 由法国人独霸 。 而且 ，
揭－法国统治毒害的言论 、出版 自 由 皆被剥夺 ，教育与文

化也被彻底地控制 。

胡志明演说的第二部分是强调越南人民的独立运动须与中 国国 民革命运动相联合 。 胡志明表

示 ，法国统治者惧怕中 国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去世时法 国统治者拒绝 了越南人民进行追悼的要求 。

他还表示 ，法国帝 国主义者 （为继续对越南的统治 ） 反对中 国革命
，
并正在向广州政府进行攻击 。

① 胡志明 以假名王达人、 吕运亨 以 假名 吕光被介绍 。 印度人哥巴究竞是谁尚不清楚 ，
不过据推测有可能是当 时以 日本和 中

国 为 中心活动的印庋独 立运动家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Ｐ ｉａｔａ
ｐ （

1 n 6
—

。 参见 《印度阿扶加尼獨 立運動》
（

一

） （
二

） ，
首 尔 《 柬亞 日報》

，

1 9乃 年 7 月 2 5
、
2 6 曰

，
均 第 1 版 ； 《三斗眘氏動静 （普拉塔普氏动向 ）

》
，
《東亞 Ｅ［ 報》

，

1 9 2 8 年 2 月 1 8 曰
， 第 1 版等 。

②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3 0 4

—

3 1 0 页 。

③Ｊｅａｎ Ｌａｃｏｕｔｕｒｅ
．
ＨｏＣｈｉ ＭＭ

：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 ｒａｎｓ ． ＰｅｔｅｒＷ
ｉ
ｌｅｓ

，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
， 

1 9 6 8
） ， ｐｐ

．  3 3
￣

4 7
；裴 京

汉
： 《越南纠 初期 共產主 義運動吲 對許爿

－ 胡 志明 2
）
活動咅 中 心幺旦

－

（
越南的初 期共 产主义运动

——

以 胡 志明 的 活动 为 中

心
）
》

，
《叫 4 （ 首爾

）
大學東洋史學科輪集 》

4 （ 1 9 7 9
） ；
刘仁善 ： 《胡志 明碎 砷亘甘共產主 義 ，

1 9 2 5
—

1 9 4 5 
－ 共產主 義司初期 受容過程

（
胡志 明与越南共产主义 ，

1 9 2 5
—

1 9 4 5
——初期共產 主义接受过程” ，春川 ＾！

＾蚪罟哥＾ 亞洲 文化”汽 丨卯 ！
） 。

④ 阮文俊 ： 《胡志明在广 州 的 革命活动及其对越南 革命的 意义 》 ， 《 华 中 师 范大 学研究生 学报》
2 0 1 2 年第 1 期 ， 第 1 2 4

—

1 2 5 页 。

⑤ 《安南人加入讲演队 》
，
《 工人之路》 ，

1 9 2 5 年 7 月 1 4 曰 （ 广 东革命历 史博物馆等编 ： 《 胡志 明 与粤港 》 ， 世界知 识 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4 4 贸 ） 。 《工人之路 》是省港罢 工委员会的机关报（ 周刊 ） ，
当 时胡志 明使用 了

“

李瑞
”

这个假名 。

⑥ 阮文俊 ： 《胡志明在广 州 的 革命活动及其对 越南 革命的 意义 》 ， 《华 中 师 范大 学研究生 学报》
2 0 1 2 年 第 1 期

， 第 1 2 5—

1 2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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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帝连带
”

在结论部分 ，胡志明提出埃及 、摩洛哥 、叙利亚 、越南以及中国等作为处境相 同的被压迫 民族 ， 同处

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 ，须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
① 综上所述

，
胡志明演说的焦点便是在国 民革

命的最大 目标
“

反帝国际连带
”

上 。

胡志明演说之后便是被以 吕光之假名介绍的 吕运亨的英语演说 ，
翻译人员身份现已无从稽考 ，

但当时的演说译稿也同样被保存在二全大会的会议记录中 。
？ 该演说的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 。 第

一

部分追忆了 自 己与革命领袖孙中山 和列宁见面时 的一些轶事 ，
以表达对两位领袖 的思慕之情 。

吕运亨首先提到了 自 己与孙中山 的友谊 ，尤其是 1 9 2 4 年 1 1 月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 ， 吕运亨见孙

中山鬓增 白发 ，便道
“

先生 白发增加 ，身体也不若从前 ，但是革命事业却是 日 益旺盛起来了

”

，孙 中

山答道 ，

“

如果我们的革命工作不能 日益旺盛那便不是革命了
”

。
③ 接着又提及 1 9 2 2 年 1 月参加在

莫斯科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时与列宁会面时的
一

段轶事 。 当时列宁向与会的 日本代表

问道 ：

“

你愿意牺牲 自 己帮助朝鲜来打倒 日本的帝国主义吗 ？

”

日本代表答道
“

当然是的
”

’
吕运亨遂

接道 ：

“

愿
一

切的真正的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不和他们合作 。

”

另外 吕运亨还讲到当时列宁

对参会的中 国代表张国焘说 ：

“

我深信中 国和朝鲜 的友善是不成问题的 ， 你们决计能够统
一

起来 ，

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

，借以强调中韩友谊。
④

吕运亨演说的第二个主题强调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是共同 的 目标 ，为此中 国与韩 国等被压

迫民族须联合起来 。 吕运亨还指 出
，
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是当今世界革命的发动机 ，并

主张三民主义应成为世界革命之道路。 但是反革命力量为扩张其势力范围也在倾尽全力 ， 英国与

日 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互相联合并资助中 国国 内军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因此
，
中 国 、韩 国等所有

革命力量须齐力联合 ，
打倒这些帝国 主义列强和军阀 ，只有这样 ，

世界革命才能具备稳 固的基础 。
⑤

吕运亨演说的第三部分提到了殖民地韩 国的悲惨状况 。 吕运亨讲到韩国革命始 自 （ 三
一运动

爆发的 ）
1 9 1 9 年 ， 当时是由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革命运动 ，但后来逐渐发展 ，现巳成为全民参与的

革命活动 。 吕运亨还指 出 ：

“

韩国农民的 比重要远大于工人 ，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 日 本帝国主

义通过对农民经济压迫来统治韩 国 ，这点也反映 了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压迫方式的变化 。 日本帝 国

主义在韩国成立东洋拓殖会社这样大规模的公司 ，借此购人大部分的耕地。 结果导致了农民 只拥

有全国 2 0％ 左右的土地 ，完全陷人经济贫困状态 ，
有许多人流落到 中国等国家 。 流落国外的人们

与 国内的农民 、工人、知识分子等
一

起创建了
一

个组织 ，也正是基于如此意义可 以说最近韩国越来

越接近全民革命时期了 。

”

吕 运亨还提出 ，应将弱小 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作为共同 目标 ， 因此中 国革

命的成功便是世界革命成功的一半 ，
也是韩国人的希望。

？ 借此积极提出
“

反帝连带
”

与 中韩互助

的必要性 。

① 《 中国 国 民党第
一

、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2 9 8
—

3 0 1 页 。

② 翻译者姓名无从确认 。 后 来吕运亨称此次演说的题 目 是 《 中 国 国 民革命的世界使命》
，
演讲持续 了 约 一个小 时 。 《感激

立旦叫 进 余耳 演說 － 廣東一 國 民黨大會神 邛 （ 感激 中的我的 演说
——

在广 东 国 民党大会 ） 》 ， 《 夢 暘 呂運 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8 7

—

8 8 页 。

③ 前面 已经指 出 ， 这个内容与十余年后的 1 9 3 5 年 吕运 亨回 忆的 内容有所 差异 。 但 当 日 的翻译人 员 翻译错误也是有可 能

的 。 《 孫中 山先 生勻 十遇忌蜃 當斜对 － 印象盆各 追憶司一 節 （纪念孙 中 山先 生十周忌 日
： 印象深刻 的一 节追忆

）
》

，
《 夢 暘 呂運亨全

集 》 第 1 卷
，
第 1 2 9

—

1 3 0 页 。

④ 《 中 国 国 民党第二 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 第 九 曰 第 十七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4 曰

）
，
《 中 国 国 民党 第

一

、 二次全 国代表

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3 0 1 

—

3 0 2 页 。

⑤ 《 中 国 国 民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 九 曰 第 十七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4 曰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 二次全 国代表

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3 0 2

—

3 0 3 页 。

⑥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 笫 九 曰 第 十七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4 曰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
二次全 国代表

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3 0 3
—

3 0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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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运亨之后印度代表用印度语演说 ，但由于大会未能安排翻译 ，其演说内容并未被收人会议记

录 。 从胡志明与 吕运亨的演说内容来看 ， 印度代表的演说内容大致也应是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印

度 国民的艰难处境与争取印度独立的努力 ，
另外

，
为打倒帝国主义 ，弱小殖民地 国家须加强联合 ，

以

及对国民革命的支持等等 。
？

胡志明与 吕运亨演说的核心内容 ，
即为打倒帝 国主义 ，各殖民地弱小民族须进行联合的主张 ，

实际上也是国民党二全大会的核心议题 ，
且是国 民革命最亟须解决的问题 。 这一点在大会首 日汪

精卫的欢迎词中 已有充分体现 ，汪精卫主张 国民党改组和国 民革命的 目标是
“

唤起民众
”

和
“

打倒

帝国主义
”

。
② 同 日

，在以二全大会名义发给各方的 电文 中 ，
也包含了发给全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

电文 。 电文强调 ，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 民族运动 ） 与先进 国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 （ 阶级革命

运动 ）具有连锁关系 ，而中 国国 民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
？ 另外 ，关于 国 民党的对外

政策
，

二全大会提出联合苏联 、联合其他弱小民族以及联合全世界革命民众三个基本方针 。
④ 1 月

1 3 日通过的二全大会宣言也主张 ， 中 国的出路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 ，对内打倒所有充当帝国主义

工具的官僚、军阀 、买办阶级 、土豪 ，为此须与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构筑联合阵线 。
⑤

综上所述 ，

“

反帝连带
”

是国民革命的最大 目标之一
， 同时也是胡志明与 吕运亨所代表的殖民地弱

小民族革命活动家们的共同 目标 。

二全大会宣布 的这
一

“

反帝连带
”

主张
，
实际上 已随着 国民革命的开始而展开 。 为支持当时

最大的反帝战场
——

省港罢工 ，

1 9 2 5 年 7 月在广州成立了被压迫民族联合会 ，树立 了 国际
＂

反帝

连带
”

这
一

基本 目标 。
？ 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是在 国 民党的全面支持下成立的 ，总管会务的首任总

务部长便是国 民党左派的核心领袖廖仲恺 ，而在廖仲恺被暗杀后 ，
汪精卫出任了这一职务 。

⑦ 根据

当时的相关新闻报道 ，
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有 中国 、越南 、朝鲜 、印度等 国 的代表参与 。 虽然 吕 运

亨是否直接参与其中 已不得而知 ，但胡 志明 确曾 加入并积极参与了其活动 。 综上所述 ，

二全大

会所提出 的国民革命的最大 目标之


“

反帝连带
”

，
在一全大会 以后尤其是省港罢工以后 ，

已成为国 民革命最核心的主张之一 ，而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的成立则代表着这
一

主张进人了实现

阶段 。

四 、 中韩互助与支援北伐

据 日 本方面的情报资料 ，
1 9 2 6 年 1 月 吕运亨在广州的活动不只参加二全大会这

一项 。 日方资

料显示 ，
1 月 1 4 日至 2 5 日前后 ， 吕运亨在广州期间通过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副官的韩人孙斗

① 二全大会会议录 中说
，

“

印度革命同志哥巴请演说
，
但因 印庋语无人翻 译

，

故不能详记其事 ，
但大意谓

‘

希望 中 国 革命成

功
，
然后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共 同奋斗

’ ”

。 《 中 国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 录 （ 第九 日 第 十七 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4  0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 （
上

） ，第 3 0 4 页 。

② 《主席汪精卫先生之欢迎词 》 ， 《 中国 国 民党第一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
上

） ，
第 1 4 7

—

1 4 9 页 。

③ 《致 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表示
一

致奋斗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一 、二 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
上

） ，
第 1 9 2 页 。

④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 第八 Ｈ 第 十六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3 日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二次全 国代表

大会史料》 （ 上 ）
， 第 2 9 4

—

2 9 5 。

⑤ 《 中 国 国民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 第八 日 第 十六号 ） 》 （ 1 9 2 6 年 1 月 1 3 Ｂ
）

，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一

、二 次全 国代表

大会史料》 （ 上 ） ， 第 4 3 2
￣ 4 4 9 。

⑥ 《被压迫民族宣言 》 ， 《
工人之路》 ，

1 9 2 5 年 7 月 9 日
，
转引 自 《胡志明 与粵港 》 ， 第 4 5 页 。

⑦ 《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会议纪》 ， 《
工人之路》

，

1 9 2 5 年 9 月 1 3 日
，
转 引 自 《 胡 志明 与粤港 》 ， 第 恥 页 。

2 6





袭京汉 ／ 国 民 革命与 东亚地 区 的
“

反帝连带
”

焕的介绍会见了校长蒋介石① ，与之就韩人青年入学黄埔军校问题进行了商讨 。
② 吕运亨返回上

海后不久 ，

“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巳决定接收朝鲜学生人校并向 吕运亨发送了公文要求其召集朝鲜

学生 ，眼下 吕运亨正在着手召集朝鲜学生
”

。
③ 这印证了 吕运亨拜访蒋介石时所商讨的主要事项便

是韩人学生的人学与招募问题。

众所周知
，
黄埔军校作为第

一次国共合作 中最重要的阵地 ，乃是国民革命的实际出发点 。 1 9 2 4

年 6 月在苏联方面全面的财政 、军事支持下创立 的黄埔军校 ，不仅为欲通过东征和北伐而统
一被军

阀割据的 中国的国民革命发挥着摇篮的作用 ，
同时也成了弱小民族间

“

反帝连带
”

的基地 。 因此大

量的韩国人和越南人进人黄埔军校 ’ 

一

方面可以为韩 国和越南的独立运动培养人才 ，另
一

方面黄埔

军校也是韩 国 、越南革命志士参与国 民革命 、支持中国革命的
一条通道 。

④

当时韩人人学黄埔军校有几种途径 ，有的是通过如陈果夫等与韩人关系密切的国 民党人士人学 ，有

的是通过朝鲜义烈团等关内地区的独立运动团体人学 ，
也有些则是通过 吕运亨 、赵素昂 、朴赞翊等上海临

时政府要员的个人协助人学的 。
⑤ 韩人能够人学黄埔军校 ，很有可能是对黄埔军校的运营有决定性影

响力的共产国际授意的 ，即很有可能是作为实现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独立运动须与共产革命相联合的

世界革命政策的手段 。 共产国际促进韩人人学黄埔军校并赋予 吕运亨
一定的任务 。 但是另一方面 ，

韩人人学黄埔军校也可以看作广东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
一

种援助 ｏ 综上所述 ，韩人人学黄埔

军校以及此后参加北伐军 ， 可以看作是从辛亥革命阶段开始的正式的
“

中韩互助
”

的一种实践 。
⑥

韩人人学黄埔军校是从 1 9 2 5 年 6 月 第三期生开始的 ，
三期生的 同学名单中共有韩人学生 5

名 。 1 9 2 6 年 3 月 人学的四期生中韩人学生的数字有大幅增加 ，可 以确认的共有 2 4 名 。 四期生 中

韩人学生之所以大幅增加 ，
主要是因为最具代表性的武装独立运动 团体义烈团团长金元凤等团员

的大举人学 。
？ 韩人学生最多的是正处于北伐进行中 的 1 9 2 6 年 1 1 月 人学的五期生 ，有证言说在

五期生中韩人学生的数量已有 1 0 0 余名 ，但是这其中毕业的学生却只有 6 名 ，主要原因是 1 9 2 7 年 4

月 发生了四
一二政变 ，

许多韩人学生离开或被驱逐出了黄埔军校 。
⑧ 在这些韩人学生 中 ，具体有多

① 孙斗焕 1 9 1
6 年赴 日本 明 治大学留 学 ，

1 9 1 9 年 4 月 流亡上海
，

1 9 2 0 年 左右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
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致力 于推

进民族运 动
。
另一方面 ，孙于 1 9 2 3 年进入陕西第 一 军讲武堂接受军事训练 ，

此后 一直积极投身 于通过 武装斗 争推动独 立运动 。

黄 埔军校成立以后 ，
进入该校并毕业 ，

1 9 2 6 年初进入校长办公室工作 。 关于孙斗焕的经历
，
参见韩相祷《孫斗焕与抗 日 民族主義探

索
3

1

■

民族運動觀 （孙斗焕探索抗 日 民族主义与他 的民族运动观 ） 》 ，
首 尔 《韓 國 民族運動 史研究 》 3 6

（
2 0 0 3

） ，
第 1 8 1

—

1 9 5 页 。

② 《不逞鮮人 呂 運亨 ／廣東滯在中 ／ 言動 （ 1 9 2 6 ． 4 ． 2 0 ） 》 ，《 國 外抗 曰 運 動資料 ： 日 本外務省 記錄 （
國 史編纂委 員會 韓 國

史
） 》 ，

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
，

ｈｔｔ
ｐ ：
／／ ｄｂ ．ｈ

ｉ ｓｔｏｒ
ｙ

，

ｇ
ｏ ．ｋ ｒ／ 。

③ 《在上海總領事代理田 島昶给在廣東 總領事代理清水亨的電文 （
1 9 2 6 ．  2 ． 1 0

） 》
，
《 國外抗 日 運動 資料 ：

日 本外務省記錄 （ 國

史编纂委 員會 轉 國 史 ） 》 ，
Ｄ ａｔａｂａ ｓｅ

，
ｈｔｔ

ｐ ：
／／ｄｂ．ｈ

ｉｓｔｏｒｙ
．

ｇ
ｏ．ｋ ｒ／ Ｑ

④ 裴京 汉 ： 《蔣介石研究 － 國 民革命時期勾軍事 ？ 政治 的撩頭遇程
（ 蒋介石研究 ： 国 民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的抬 头过程 ）

》
，

首 尔 ，

一潮阁 1 9 9 5 年版 ， 第 2 5
—

3 7 页
。

⑤ 金正贤
： 《 第 1

．

2 次國共合作期旬韓 中連帶活動 －黃埔軍官 學校人脈ｉ 中心旦至
－

（ 第
一

、二次 国 共合作 时期 的韩 中连

带活动
——

以黃埔军官学校的人脉为 中 心 ） 》 ，
光州 《歷史學趼 究》

4 6
（

2 0 1 0
） ， 第 1 2 8

—

1 3 0 页 。

⑥ 关于辛亥革命阶段的 中韩互助
，
参见裴 京汉《辛亥革命碎轉國

－ 金奎興司 廣 東叫 叫 纠 活動＊ 中心幺旦 －

（ 辛亥革命与韩

国
一

以金奎兴在广 东的 活动为 中心 ） 》
，
首 尔 《歷史學報》 2 1 2

（
2 0 1 1

） ， 第 3 0 3
—

3 0 4 页 。

⑦ 根据 日本方面的情报 ，金元风是在 1 9 2 5 年 8 月 到达广 东后入学黄埔 军校的 ，预计 1 9 2 6 年 9 月毕业 。 《廣東地方不逞鮮人

／ 動静二 關 Ｘ報告 7 件 （
1 9 2 6 ． 1 ． 2 5

 ） 》
，
《 國 外抗 曰運動 資料 ：

曰 本外務省記錄 （ 國 史編 幕委 員 會 韓國 史 ） 》 ， Ｄａｔａｂａｓ ｅ ，

ｈｔｔ

ｐ ：
／／

ｄｂ． ｈ ｉｓｔｏ ｒ
ｙ

，

ｇｏ
． ｋｒ／ 。

⑧ 入学黄埔军校的韩人学生的人数与 名单 ，参见《 第 三期 同学姓名籍贯表 》 、 《 第 四期 同学姓名籍贯表》 ， 广 东革命历 史博物馆

编 ： 《黄埔军校史料 （
1 9 2 4
—

1 9 2 7
）
》

，
广 东人民 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5 3 7

—

5 8 7 页 ；
韩相祷《韓國獨立運動珥 中 國軍 官學校 （韩 国 独立运

动 与 中 国 军官 学校 ） 》 ，
首尔 ， 文知社 1 9 9 4 年版

，
第 1 4 8

—

1 5 9 贾 ；金正贤 《第 1
？

2 次 國共合作期马禅 中連帶活動 － 黃埔軍官 學校 人

脈咅 中心幺旦
－

（第
一

、
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韩 中连 带活动——以黃埔军 官学校的人脉为 中心 ） 》 ， 第 1 2 9

—

1 3 1 页
；
张世胤《 中 國共

產 黨勾廣 州蜂起斗韓人青年Ｉ詞活動 （ 中 国共产党在广 州 的蜂起 与韩人青年的活动 ） 》 ，
首 尔 《 史林 》

2 4
（

2 0 0 5
） ，第 2 2 1 

—

2 2 4 页 。

2 7



五忒史游窀 2 0 1 5 年 第 4 期


少人是由 吕运亨介绍入学的虽无从得知 ，不过确有
一

部分韩人学生曾表示是通过 吕运亨的介绍才

人学黄埔的 。
？ 从吕运亨访问广州不久之后第四期生韩人学生大幅增加这

一事实看来 ，通过其介

绍人学黄埔的学生应不在少数 。

众所周知 ，这些黄埔军校的韩人学生在毕业后大都参加了 1 9 2 6 年 7 月开始 的北伐 ，并且据说

这些韩人青年军人多数牺牲在北伐战争中 。
② 参加北伐的具体韩人名单虽 已无从考证 ，

但韩人确

实用对北伐战争的参与和牺牲装点 了这场
“

中韩互助
”

， 而其背后也 自 然有着 吕运亨 的活动与
Ｊ

ｉｂ

贝

除促成韩人入学黄埔军校以外 ， 吕运亨在广州推进的另外
一件事 ，便是组织在广州地区的进

步韩人青年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 ， 即 ＣＹ 。 如上所述 ，
吕运亨在 1 9 2 0 年 5 月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

韩人共产党 ，
而之后韩人共产党 因莫斯科援助的分配问题产生 了激烈的 内讧 ，

分裂成为上海派和

伊尔库茨克派 （ 吕运亨本人属于该派 ） ，此后韩人共产党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 了支离破碎的状态 。

因此 ，

1 9 2 5 年 以后 吕 运亨便积极地投身到 中 国革命中 ，并以共产 国 际为 中心开展活动 。 吕 运亨

在广州成立了融合各派系的统合组织 ＣＹ③
，这也是其呼应共产 国 际立场的一种反映 ， 即将 1 9 2 5

年 4 月 根据共产国际的方针在韩 国 国 内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视为正统并为其在各地成立统合组

织 。

在广州成立的 ＣＹ组织的全貌究竟如何虽不得而知 ，但当时在黄埔军校与中 山大学学习 的具

有进步立场的韩人青年与
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曾加人 ， 吕运亨被推选为 ＣＹ 组织的会长 ，广州

地区韩人领袖孙斗焕 、金铁男 、朴永权也被选为干事 。
④ 作为共产党下属组织的 ＣＹ 组织的创立 ，与

胡志明在广州创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组织 ，
可 以被认为具有相同的形态和相同的 目的 。 因此 ，

吕运亨与胡志明在相 同时期 、同在广州 、同在共产 国际的指导下分别在为创立韩国与越南的共青团

做着阶段性的准备工作 。
⑤

吕运亨说在参加完二全大会返回上海的几个月后他再次访问广州 ，其 目的是为支援北伐军出

征 。
？ 根据这

一说法 ，访问时间应在 1 9 2 6 年 6 月前后 。 但是有趣的是 ，这一时期关于 吕 运亨访问

广州的 日方情报资料却显示 ， 吕运亨是为将在上海的韩 国临时政府迁至广州而去做事前调查的 。
？

由于临时政府因财政困窘和内斗严重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所以动议将其迁至国 民革命的 中心地

并且有大量韩人活跃活动的广州是极有可能的 。 报告还显示 ，此次访问广州期间 ， 吕运亨在共产国

际的同意下还曾试图成立朝鲜共产党广东支部 ，并为此曾与在当地的孙斗焕 、金铁男 、金元凤进行

① 作 为 第五期生入学的张兴称 自 己是通过 吕运亨介绍入学的 。 国 家报勛处编
：
《獨 立有功者功動錄》 5

（
1 9 8 8

） ， 第 7 6 8 页
；韩

相祷 ： 《韓 國獨立運動碎 中 國 軍官學校 （ 韩国独立运动与 中 国军官学校 ） 》 ，第 1 5 5
—

1 5 6 页 。

② 金正贤
： 《第 1

．

2 次國共合作期马轉 中速帶活動 －黃埔軍官學校人脈咅 中心幺Ｓ
－

（第
一

、
二次 国共合作时期 的 韩 中连带

活动——以黃埔军官学校的人脉为 中心 ） 》 ， 第 1 3 2
—

1 3 3 页 。

③ 孙斗煥称当 时广 州 地区韩人共产党 员分为 国 际派、伊 尔库 茨克 派、上 海派三派 。 参见 《 廣東二於女瓜 Ｓ運 亨／ 行動二 關

又少件 （ 1 9 2 6 ．

 2 ．
 6

） 》 ， 《 國外抗 Ｈ 運動資料 ：
曰本外務省記錄 （ 國 史編纂委 員會 轉國 史 ） 》 ，

Ｄ ａ
ｔａｂａ ｓｅ

，
ｈｔｔ

ｐ ：
／／ｄｂ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ｇ
ｏ． ｋｒ／

。

④ 参见韩相祷《孫斗焕旬抗 曰 民族主義探索碑民族運動觀（
孙斗焕探索抗 日 民族主义与他的民族运动观 ） 》 ， 第 1 9 8 页 。

⑤ 可以肯 定 ，在 广 州成 立 ＣＹ 曾得到 中国 共产党方 面的协助 。 根据 曰 本方 面的情报资料 ，
吕运亨在广 州 曾 受到 中 国共 产党

的盛大欢迎
， 并做 了題为《今后 东洋的共产主义宣传方法 》的演说 。 《廣東二於夂少呂運 亨 7 行動二 關又少件 （ 1 9 2 6 ． 2 ． 6

） 》 ， 《國 外

抗 曰 運動資料 ： 曰 本外務省記錄 （ 國更編纂委 員會 轉國 史 ） 》 ， 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
，

ｈｔｔｐ ：
／／ｄｂ．ｈ ｉｓｔｏｒ

ｙ
，ｇｏ

．ｋ ｒ／ 。

⑥ 《 （檢察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8 ． 2
）
》 ， 《夢降 Ｓ運 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8 4 页
。
吕运亨称此次访 问的时 间是 1 9 2 6

年 4 月 。

⑦ 参见 《不逞鮮人Ｓ運亨來廣 ＜
／ 目 的並二其動静二 關又瓜件 （ 1 9 2 6 ．  7 ． 6

） 》 ，
《 國外抗 曰 運動 資料 ： 日 本外務省 記錄 （ 國 史編

幕委 員 會 韓國 史 ） 》
，

Ｄａｔ ａｂａｓｅ
，


ｈｔｔ
ｐ 

： 

／／ｄｂ． ｈｉｓｔｏ ｒｙ
，

ｇ
ｏ． ｋｒ／ 。

2 8




裴京 汉 ／ 国 民革命 与 东亚地 区 的

“

反帝连带
”

过会谈。
？ 这与 吕运亨在 1 9 2 6 年 1 月访问时在 ＣＹ 组织上倾注大量气力是有共同背景的 。

此后 吕运亨再次接到鲍罗廷的召唤电报是在北伐军 占领长江中游军笋重镇武 昌 后不久的

1 9 2 6 年 1 1 月 。
？ 吕运亨访问武 昌的具体 日 程不得而知 ，

据本人说 ，他在武 昌停留了 4 0 余 日 ，是在

1 9 2 7 年初返回上海的 。 根据这
一

说法③ ， 吕运亨很可能是在 1 1 月底或 1 2 月初赴武昌 ，在 1 月初左

右返回上海的 。 吕运亨在武 昌期间 ，参加 了 1 2 月 Ｈ） 日在武 昌 、 1 1 日 在汉 口举行的 国民政府欢迎

大会并与鲍罗廷等一起发表演说 。
④ 根据报道欢迎大会的报纸新闻 ，

1 2 月 9 日离开九江的鲍罗廷

与 国民政府委员们于 1 0 日上午 1 1 点到达武昌 ， 于下午 2 点召开武汉各界欢迎大会 ，
有 1 0 万群众

云集 。
⑤ 次 日在汉口 召开欢迎大会 ，较武 昌大会更为盛大 ， 现场云集 3 0 万人 ，鲍罗廷 、宋庆龄 、徐

谦 、陈友仁 、孙科 、唐生智等国民政府要员都参加 了大会并顺次演说 。
？ 虽然在武昌和汉 口演说家

名单中找不到吕运亨的名字 ，但是在
“

此外众多演说家
”

中应包括 吕运亨 。

吕运亨在武昌做的可 以确认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与鲍罗廷商讨韩人志士对国 民革命即北伐的

具体支持方案 。 当时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方面也 曾考虑过召开韩人大会 （ 国 民大会 ） 商讨支持

中 国革命的方案 ，
所以 吕运亨认为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汉口 召开支援北伐的韩人大会 ，各地的韩人都

会积极响应 。 为此 ， 吕运亨向鲍罗廷提出 5 万元的经费支持 ，并得到 了应允 。 不仅如此 ，鲍罗廷还

说会将这
一

计划通知 国民政府 ，并嘱咐韩国临时政府须尽快向国民政府提交计划书 。 此后 ，
吕运亨

在返沪后向 临时政府外长赵素昂提请准备该计划案 ， 临时政府方面旋即准备并在 1 9 2 7 年 4 月 完成

计划书后由赵素 昂亲 自赴汉 口交予国民政府 。 但据 吕运亨说 ，该计划最终因 四
一

二政变和武汉政

府分共而未能实现 。
⑦ 综上所述 ，

上海韩国 临时政府与国 民政府间 已经探讨过比韩人在广州 以黄

埔军校为中心进行的参与并支持国民革命更为系统化的 、扩大到全国规模的方案 。 该方案虽然 因

国共合作的破裂而未能实现 ，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 当时为中韩互助与
“

反帝连带
”

曾经做过何等努

力 的探索 。

1 9 2 7 年 1 月 返沪的 吕运亨积极参与了北伐军进人上海之前在上海开展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与

临时市政府的建立活动 ，在与国民党代表钮永建 、共产党代表瞿秋 白 、俄罗斯顾问等
一起讨论武装

起义方面出力甚巨 。
⑧ 在蒋介石军队对主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 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进行残忍

镇压的 四
一二政变中 ，

吕运亨被逮捕并险些被判处死刑 。 四
一二政变后 ， 国 民革命的基础国共合作

与联苏政策宣告破产 ， 吕运亨的共产国际活动也面临危机 。 政变后 ，
吕运亨仍继续从事为塔斯社翻

译并寄送中国新闻报道的工作 ，但是 自主管此事 的苏联驻上海副领事维特于 1 9 2 7 年 1 1 月 回国后

① 参见 《不逞鮮人 呂 運 亨來廣 ／ 目 的益二其動静二 關 ； 0
1
／件

（
1 9 2 6 ． 7 ． 6

） 》
，
《 國外抗 曰 運動 資料 ：

日 本外務省記錄
（
國 史編

基委 員會 韓國史 ）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ｈｔ ｔ
ｐ

：
／／ ｄｂ． ｈ ｉｓｔｏ ｒ

ｙ
，

ｇ
ｏ ．ｋｒ／ 。

② 北伐军 占领武昌是在 1 0 月 1 0 Ｈ ，
鲍 罗廷一行为迁都武汉 于 1 1 月 1 6 日 离 开广 州

（
张秋实 ： 《解密 档案 中的鲍 罗廷》

，

人民

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3 4 2 页 ） ，

由此可推知
，
鲍罗廷要 吕运亨前往武汉的 电报应该是在 自 己 离开广 州 的 1 1 月 1 6 曰 前后发送 的 。

③ 《 （ 警察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 夢暘 Ｓ運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2 7 页 。

④ 吕运亨记得 自 己演说的 日 期是 1 2 月 1 2  0 。 《 （
警察 ）被疑者訊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 夢睛 Ｓ 運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4 2 7 页 。
‘

⑤ 《要闻 ： 中 央国府文员抵武汉详情 》 ， 《广 州 民国 日报》 ， 1 9 2 6 年 1 2 月 1 4 日 ， 第 2 版 。

⑥ 《
三十 万民众欢迎政府委员 》 ，上 海《 民 国 曰报》 ，

1 9 2 6 年 1 2 月 1 4 日
， 第 2 张第 1 版 。

⑦ 《 （瞽察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4 回
，

1 9 2 9 ． 7 ． 2 2 ） 》 、 《 （
檢察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6 回

，
1 9 2 9 ． 8 ． 6 ） 》 ， 《 夢暘 呂運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3 0一 3 1 、
5 4 9 页 。

⑧ 参加 第 三次武装起义并指导其路线乃是 吕运亨个人的说法 〔 《 （警察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 夢 暘 呂 運

亨全集》 第 1 卷 ， 第 4 2 7 页 〕 ，在中 国共产党上海 区委关于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 录（许 玉芳 、 卞杏英编著 ： 《上 海工人三 次武装起

义研究》
，

知识 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和共产 国际远 东局的会议记录 中却找不到 吕 运亨 的 名 字 。 但由 于相 关会议记 录都是用假名 ，
所

以也不可全盘 否定 吕运 亨参会之事 。 对这一主题 日后需要做更详细的研究 。

2 9



2 0 1 5 年第
4 期


便断了联系 ， 吕运亨的工作也就中断了 。
① 此后 吕运亨为谋生计 ，到复旦大学做了体育部的教授 。

1 9四 年 7 月 ，他在上海赛马场被 日本警察逮捕并被强制遣送回 国 。
② 吕运亨 1 5 年多的中 国流亡生

活也至此结束 。

五 、 结论

综上所述 ，
2 0 世纪上半叶韩国代表性的政治领袖之

一

吕运亨 自 1 9 1 4 年留学南京始 ，直至 1 9 2 9

年被 日本警察逮捕并遣送回韩 ，在中国活动 了逾 1 5 年之久 ，期间积极参与了  2 0 年代中 国的国 民革

命。 而 吕运亨参加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国 民革命的经历也为其之后
“

中道统合
”

的政治方向奠定

了基础。 1 9 1 7 年以后 ， 吕运亨以上海为 中心组织韩人为独立运动铺垫基础 ， 而其开始倒 向苏联和

共产国际则始 自 1 9 1 9 年末或 1 9 2 0 年初 。 吕运亨倒向苏联与共产国 际的背景 ，是共产国际主张在

弱小的殖民地国家里 ，
共产主义革命须先与民族解放运动势力合作的联合阵线战略 ，他接受了共产

国际的欲推动韩国共产革命则须将韩国临时政府作为合作对象的建议 。

1 9 2 5 年 以后 吕运亨积极参与中 国革命也是共产国 际要求和安排的结果 。 当然 ，
吕运亨倾力参

与 中国革命而非韩国独立运动也是有其他原因的 ， 即 当时以临时政府为中心的韩国独立运动财政

拮据
，
以及派别分化和内斗等所暴露出的巨大的局限性等 。 相对于 由于困难重重而停滞 的韩 国独

立运动 ’
吕运亨认为投身于更具成功可能性的 中国革命中 ’待其成功后再由其帮助韩国的独立与革

命 ，这样成功 的希望会更大 。 吕运亨的这种期待其实是辛亥革命以后韩人志士们对 中 国革命所表

现出的共同立场 。

吕运亨对国民革命的支持活动通过其在 1 9 2 6 年 1 月 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 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并在全体会议上进行演说可 以得到很好的确证 。
1 月 1 4 日

，
吕运亨与越南的胡志明 以及

一

位印度革命家在全体会议上同台演说 ，
其内容较为详尽地保存在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记

录中 。 吕运亨在演说中首先提及与中国革命最高领袖孙中 山 、苏联革命最高领袖列宁的私交 ，表达

了 自 己对中 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亲近感 。 之后介绍了殖民地韩 国的悲惨境况 ，
并指出 ，要打倒进行

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 （ 阶级 ） ，需要处在殖 民统治下的弱小 民族联合起来 。 吕运亨表示 ，

中国 国民革命便是这种意义的
“

反帝连带
”

， 因此 自 己才会真心地予以支持和协助 。 胡志 明与 印度

革命家的发言与 吕运亨大同小异 ，
皆强调为打倒帝 国主义须增强弱小殖民地国家间的联合即

“

反

帝连带
”

的必要性 ，并主张须付诸实践 。 二全大会所显现 的这
一

“

反帝连带
”

主张在 以一全大会为

开端的国民革命初期阶段就被积极地提出 ，而为支持当时反帝运动最大战场的省港罢工 ，在国民党

的全力支持下于 1 9 2 5 年 7 月成立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也有韩国 、越南 、印度等国的代表参与其中 。

吕运亨为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访问广州期间还做了两件事 ，

一是会见时任黄埔军校校

长的蒋介石 ，
与其探讨了韩人学生进人黄埔军校学习 的问题 ；

二是组织正在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就

读的进步韩人青年成立 ＣＹ
， ｇ卩共产主义青年团 。 这两件事 ，尤其是韩人学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一

事 ，
不仅具有 吕运亨在演说中所提及的

“

反帝连带
”

具体实践的意义
，
而且也是辛亥革命后推进的

① 《 （
警察

）
被疑者訊問調 書 （ 第 3 回

，

1 9 2 9 ． 7 ． 2 0
）
》

，
《夢 陽 Ｓ 運亨全集》第 1 卷

， 第 4 2 7一 2 8 页 。 根据 吕运亨的 弟弟 吕运弘

的说法
，
四
一二政变 当 时

，
吕 运亨在上海闸 北被国 民党军队逮捕 ， 在被押送至龙华 白 崇禧麾下的淞 沪警备 司 令部 的途 中逃至英租

界才保住 了性命 。 （
呂運 弘 ： 《夢陽 呂運亨 》 ，

首 尔 ，青夏 阁 1 9 6 7 年版 ， 第 7 5
—

7 6 页 。 ） 但与 此相反 ，
吕运亨却声 称

“

（ 当 时 ） 由 于 自 己

批评过蒋介石
，
宪兵队长杨虎

（
国民革命军特务处 ）将 自 己逮捕 ， 因此 自 己才逃至租界躲藏 了

一个月
”

。 《 （檢察 ）被疑者訊 問調 書

（ 第 6  0 ， 1
9 2 9 ．  8 ． 6

） 》 ， 《 夢湯 呂運 亨全集 》 第 1 卷 ， 第 5 4 8 页 。

② 吕運 弘 ： 《 夢陽 呂 運亨 》 ，第 8 3
—

8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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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京 汉 ／ 国 民 革命 与东 亚地 区 的
“

反帝连带
”

“

中韩互助
”

的具体实践 。 另外 ，
广州地区 的韩人共青 团乃是隶属于 1 9 2 5 年在韩 国 国 内成立 的朝

鲜共产党在各地的共产主义统合组织 ，这是根据共产 国际的指示而成立的 。 吕运亨的这些活动 ， 同

当时在广州 与鲍罗廷
一

起活动并为创立越南共产党 而成立基础组织的胡志 明的 活动几乎是
一

致

的 。 由此可见 ，

1 9 2 5 年以后 吕运亨参与中国革命很有可能是受命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秘书部 。

1 9 2 6 年 1 1 月 接到鲍罗 廷电报的 吕运亨前往被北伐军 占领的武汉会见鲍罗 廷 ， 并且在国 民政

府委员们为欢迎北伐军进城而召 开的市 民大会上做了祝贺演讲 。 当 时的演讲内容现在虽无从稽

考 ，但估计很有可能与其在国 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内容一致 ， 即强调
“

反帝连带
”

的

必要性并表达对中 国革命的支持 。 另外 吕 运亨在与鲍罗廷会谈中还商定在武汉或上海召开全中 国

韩人大会筹划支持 中国革命的方案 。 吕运亨回到上海后 ，请求临时政府外长赵素昂制定召开韩人

大会的具体方案 ，

4 月 初赵素昂制定好方案并直接转达给 了武汉政府 。 然而随后爆发了 四
一二政

变和武汉政府的分共
，
使得中韩互助及

“

反帝连带
”

的实践流产 。 吕运亨还参与了上海第三次武装

起义计划的制定并翻译中 国新闻报道发至塔斯社等活动 ， 但最终 由 于国共分裂以及俄罗 斯顾 问的

撤离 ，其支援国 民革命的活动也被迫中止 。

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初衷 ，便是希望和期待在中 国革命取得胜利后 ，借助中 国支持而实现韩

国独立与革命的成功 。 由此可见 ， 对于 吕运亨而言 ， 中 国国 民革命并非他 国之革命 ，而是祖国韩 国

之革命 。 从这一角 度来看 ，作为
“

反帝连带
”

现场的 国民革命同时也是同时代东亚地区处在殖 民统

治下 的弱小国家独立运动的阵地 。 2 0 世纪 2 0 年代在中 国展开的东亚各弱小 国家间 的这些
“

反帝

连带
”

经历 ，对于今 日我们探索东亚和平与共同繁荣仍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

〔作 者裴 京 汉 ， 韩 国 新 罗 大 学教授 ， 备 山
，

6 1 7 
－ 7 3 6

，
ｋｈｂａｅ＠ ｓ ｉ ｌｌａ ．ａｃ ．ｋｒ

〕

（ 责任编辑 ： 徐秀丽 ）

．

书讯 ．

《近代 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刘 文楠 著 ， 社会科学文 献 出版社 2 0 1 5 年 3 月 出版 ，

2 6 ． 3 万 字 ，
6 5 元

本书从一 个独特 的视角 考察近代 中国 国 家 与 民众关 系 的 塑造和转 变 。 纸烟从晚清传入 中 国 以 后 ，

迅速成 为流行
，
至抗战前 夕

，
已经遍 布全 国城 乡各地 。 然 而 ，

近代 中 国 的 不 吸纸烟运动却鲜为 人知 。 作

者根据报纸 、档案 、 回 忆录等史料 ，重构 了 晚清到 民 国 时期 三次不 吸纸 烟运动 的 来龙去脉 ，并 详述 了 这

三次运动 的 言论 、
组织和开展过程

，
将其 与 更大 的历 史 背景联 系起来

，

以小 见大
，

从局部考 察整体 ，
最后

着眼 于近代 中 国精英和政府对民众 日 常生活的 定义和 塑造 。

本 书 虽然从 不 吸纸烟运动 出发 ，
却并 未限 于这

一主题 ， 而是以此 为 线索 ， 将政治 动 员 、 国 民教育 、
日

常 生活规训 、卫生观念的 演进 、
烟草 业经济发展 、

政府税收管理 、 中央地 方 关 系 、
民族主义思潮等方 面 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
体现 了 历 史的 复杂性和丰富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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