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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所代表的中国各省的名义（非常重要的是争取张作霖也同意这一点）公开宣布，俄

国军队不能从蒙古撤离（例如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孙逸仙博士同越飞就俄中两国问

题的会谈中，两位政治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俄国军队立即从蒙古撤离是完全不符

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由于孙逸仙博士的威望，这样的声明可以制止对俄国在蒙古

问题上的毁谤。 

2．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这里张作霖参与事先的解决更为必要。（第221～

222页） 

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签订了《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双方都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和

各自的立场：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

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

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

援助为依赖也。 

联合宣言里，孙中山也接受了越飞提出的关于暂时不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和苏俄不必立刻

从外蒙古撤军的要求。宣言中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写下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

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一句，却为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了隐患，四年之后就导致了一

场灾难。 

1925年之后，越飞追随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1927年自杀身死。他是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失败以后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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