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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与
“
非常会议

”

王 军

〔提要〕 本文分析 了 1 93 1年孙朴在
“
昨常会议

”

期问 的种 种衣现
,

以及其建立 资产阶 级民

主政治的理怒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 裁专制的 愿望岌生 的冲突
,

认为孙科是有政治理 忽的
,

在国

家政治休制问趁上
,

最平提 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 在国民党内
,

反对祷介石 个人独 裁
,

呼吁实

现国民党的 民主化
.

但 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
,

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特
,

无 法在国民

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形响力的压力集团
,

无法成为 国民党的重心
,

因而也就无 法实现其理怒
。

1 9 3 1年在中国政坛上
,

出现了以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为导火线而发生的
“

非常会议
”

事件
。

作为蒋介石政权

中重要成员的孙科
,

不仅加入到反蒋的
“

非常会议
”

行列
,

还迫蒋下野
,

建立孙科内阁
,

但该内阁存在不足一月

镶疹合翔肠络之而起的是蒋汪合作下蒋的再度掌权
。 “

非常会议
”

前后孙科对蒋态度的变化
,

以及
“

非常会

议
”

期间孙科在政治上的一度
“

辉煌
”

与迅速眼落
,

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本文试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

1 9 3 1 年 2 月 28 日
,

蒋介石
、

胡汉民二人因
“

约法
”
问题矛盾激化

。

是日
,

蒋以胡操纵党务
,

把持立

法院
、

阻止外交
、

包庇反动
、

破坏约法等罪
,

在南京将其拘禁
。

胡汉民被囚
,

对孙科震动最大
,

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独裁之狠毒与祸害
。

由此
,

他发表了大量抨击

架冷峰去去1带梦翻书轰

蒋介石独裁的言论
,

痛斥蒋介石
, “
以个人支配党

,

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
” ,

把党
“

改成独裁的党
”

①
,

声称在蒋介

石的
“

专制独裁
”

下
,

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了②
。

一向与蒋合作的孙科
,

态度何以转变如此之快
,

原因何在? 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事件前孙科与胡
、

蒋的

关系吧
。

1 9 2 7 年南京
、

武汉两个政权先后
“

清党
” ,

孙科极力主张宁
、

汉
、

沪三个国民党党部应该团结
,

为此他提出

由三方推出代表
,

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的建议
,

由于避开了三方谁是国民党正统的

敏感间题
,

得到了各派的一致同意
,

国民党内部得以统一
。

孙科也一度出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

财政部长和

建设部长
。

特委会虽熔宁汉沪三派为一炉
,

但由于汪精卫的
“

合法
”

领袖地位被剥夺
,

汪派人马被排斥在外
,

引起汪的

不满
,

继而通 电下野
,

并对孙科颇多微词
。

不仅如此
,

孙科此间的斡旋
,

还得罪了蒋介石
.

因此时蒋由于内外矛盾交困已宣告下野
,

而特委会成立
,

又使排蒋的佳系得实利最多
,

自然蒋介石不能接受
。

蒋介石立即联合汪精卫
,

利用各派矛盾
,

借口特委会成立不合法定程序迫其取消
。

随后
,

蒋靠纵横摔阖之

策
,

打击了西山会议派
,

排挤了汪精卫
。

眼见 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
,

国民党内部又四分五裂
,

孙科对蒋的独断

专制作风非常失望
,

对党内斗争也十分厌倦
。

于是
,

在蒋介石宜布复职后不久
,

就与胡汉民
、

伍朝枢等一起前

往欧美考察
。

正当孙
、

胡等行至 巴黎时
,

国 民党第二次北伐占领京津
,

南京政府宣告
“

统一告成
” , “
军政时期

”

结束
, “
训

政时期
”

开始
,

并着手组织
“

统一
”

的政府
。

孙科
、

胡汉民对这一系列发展十分关心
,

对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建

立何种政治体制尤感关切
。

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中一重要成 员
,

孙科认为南京政权应走党治国家的道路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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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通过党治
,

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
,

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 (这一认识

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

成为提议能被采纳的重要因素 )
。

同时孙科希望通过党治
, “

造成一个稳固的政局
” , “

傅种

种之建设事业得 以发展
”

③
。

于是
,

孙科
、

胡汉民致电南京政府
,

提出由孙科起草的
“

训政大纲案
”

④
,

随后又两

次致电南京
,

对训政时期政权建设等间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

孙
、

胡此时最关心的是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
,

而一

切迹象表明蒋介石必掌权
.

因此
,

_

在孙
、

胡设计的训政体制中
,

党权被无限地提高
,

此外还设立五院制的政治

体制来分割政府权力
。

也就是要以
“

党治
”
原则和

“
五权宪法

”

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

防止其个人独裁
。

这样
,

党

内其他高层 人物才可有一部分与蒋抗衡的领导权
。

基于这种考虑
,

孙科 8 月底回国后就积极协助胡汉民参与制定《训政纲领 》和 《国民政府组织法 》
,

并很快

由中央常会通过
。

不久
,

二人又被加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

随后国民政府改组
,

孙科成为国府委员
,

铁道

部长和考试院副院长
,

由在野一跃而位居显赫
。

孙与蒋又开始了合作
。

从 1 9 2 8 年一 1 9 3 1 年
,

孙科对蒋介石 以

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
,

但总的来说给予了积极的支待
。

但孙科
、

胡汉 民的设想
,

在实际运作中
,

却因国民党性质的变化
,

促成了国民党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全面

垄断及个人专权局面的形成
.

在
“
以党治国

”

的名义下
,

政权和治权都集中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

蒋介石利用

国民党对政权的
“

指导
”
和

“

监督
” ,

竭力加强个人的政治地位
,

他以国民党化身自居
,

反复鼓吹在训政时期
“

一

切要由党来负责
” , “
以党来管理一切

” ,

他口称
“
以党治国

,

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
” ,

其实质含义无

疑是
“

以党治国
”

等同于
“

以蒋氏治国
” 。

孙科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在现实中遭到如此命运
,

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出路
.

胡汉民的被扣成为蒋孙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

胡汉民被扣后
,

即通过为其看病的铁道部医官传话给孙科③
,

希望他到两广去
,

会同胡的老友古

应芬等
,

策动两广实力派建立反蒋新局面
,

甚至不惜同与他长期不合的汪精卫合作
,

称
“

目前舍汪无足

与蒋对抗
”

⑥
。

架玲玲者幽9曰带罕书书介

孙科得胡汉民指示后
,

立即动员再造派人员四出活动
,

联络反蒋
。

不久
,

孙科先借故滞留上海
,

不回南京
.

表示同蒋不合作态度
。

同时静观时局
,

寻机南下
。

4 月 3 0 日
,

聚集广州的邓泽如
、

林森
、

萧佛成
、

古应芬等四 人首先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通

电
,

历数蒋介石违法叛党
、

窃夺军权
、

潜植羽翼
、

养兵自重
、

起用群丑
、

迫害功臣等罪行
,

披露胡汉民被囚真相
,

认 为蒋介石所作所为
“

无一不 以个人地位为前提
,

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
” ,

因而呼吁
“

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

之
”

⑦
,

将蒋撤职查办
。

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
。

随后
,

以陈济棠
、

李宗仁
、

白祟漓等为首的两广将领分别联名发

表通电
,

拥护四监委的弹劫案
,

要求蒋下野
,

并立即释放胡汉民
,

声言
“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

⑧
,

同时还调集军

队
,

沿边界布防
,

准备发动反蒋战争
。

孙科因胡汉民被扣政治影响迅速上升
,

粤籍中委急需他参加反蒋
,

以壮声势
。

蒋介石也想拉住他
·

肖U弱对

手力量
,

而孙科想借此机会把国民党
“

再造一番
” 。

所以四监委及粤方将领纷纷通电后
,

孙科为能脱身
,

便以调

停人的姿态示人
。

先电蒋介石
,

称粤籍中委联名通电
, “

诚为胡展公抱不平而起
” ,

若立即
“

恢复展公之完全自

由
,

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
”

⑨
,

发往广州的电报则劝
“

勿扩大事态
”

L
.

为阻止孙科南下
,

蒋介石派人数次赴沪晤访
,

表示党内纠纷应由党自行解决
,

胡汉民可恢复自由
,

再负党

的责任
。

孙科便顺手推舟表示愿意赴粤调停
。

5 月 2 5 日
,

孙科与陈友仁等一行由上海秘密到达广州
,

在与反蒋的诸位首领讨论了两广形势之后联名通

电全国
,

要求蒋介石
“

四十八小时以内
,

即行引退
” 。

孙科还另电蒋介石
,

要求他
“

于笑谈之顷放弃党国所付与

之职责
”

@
.

孙科的电报
,

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双方对峙已无回旋余地
。

27 日
,

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
,

反蒋各派立即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

并成立广

州国 民政府
,

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相对立
。

随后
,

孙科与汪精卫
、

陈济棠等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

进一步申明其

政治主张
,

即
“
反对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

,

当以建设求统一
,

以均权求共治
;
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

,

如有武力

相压迫者
,

亦所不畏
”

@
。

宁粤分裂局面正式形成
。

此时南京方面正准备集 中兵力进行反共内战
,

对粤方行动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
。

孙科奉命南下
“

斡旋
” ,

却加入反蒋阵营
,

当然引起蒋之不快
,

但念其特殊身份及与胡之关系
,

故对孙科是有打有拉
,

留有余地
。

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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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孙科
,

对其通电大加指贵
,

并表示决不放弃现有职责
,

对通电
“

惟有一笑置之
” ,

但念孙科系
“

总理之子
” ,

其态

度转变必是
“

为环境所通
,

非出本怀
” ,

劝其
“

勿为一时诱惑
,

误人歧途
”

0
。

同时
.

蒋介石还指使部下何应钦等联

名通电
,

对孙科进行人身攻击
,

称他
“

富感情而缺理智
,

好货利而昧大义
,

翻云覆雨
,

胸无主宰
”

L
.

此外
,

电报还

揭露孙科利用职权营私舞弊
,

公开贪污的种种丑行
.

企图以此挑动粤籍中委反对孙科L
.

孙科也不示弱
,

多次公开发表演说
,

指责蒋介石独裁
,

称
“

中央党部
、

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
,

均为老蒋一人

所包办
” ,

反蒋不必顾虑投鼠忌器
, “

蒋介石这个鼠子
,

不比普通的鼠子
,

真是个疫鼠
,

我们无论如何
,

都要将他

铲除
”

L
。

双方电战不绝
,

继而付诸武力
。

广州非常会议对外声势很大
,

但内部情况复杂
,

虽提出
“

救护党国
,

打倒独裁
”

的口号
,

却都只顾本派和个

人私利
,

谁的实力大
,

谁就指挥一切
,

所以孙科有位无权
,

根本无法支配全局
.

为对付蒋介石
,

孙科曾建议寻找

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支持
,

并以武力逼蒋让步
,

均因陈济棠
、

古应芬怕危及 自身地位而拒绝
。

所以非常会议内

部从一开始就存在尖锐矛盾
。

就在宁粤双方争吵不休时
, “
九

·

一八
’ .

事变爆发
,

导致政局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

国难当头
,

民族危机严重
,

全国人民掀起了抗 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

强烈要求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
。

形势的发展迫使宁粤双方暂时放弃武力而转为和平谈判
。

.

1 93 1年 9 月 19 日
,

南京方面首先作出姿态
,

急电孙科
、

汪精卫等
,

要求停战议和
,

共赴国难L
.

同

飞玲玲考去3带梦翻书轰

时决定派陈铭枢
、

蔡元培
、

张继赴广州议和
。

蒋介石是要借宁粤合作拉拢胡
、

汪
、

孙
,

以摆脱政治危机 ;同时假
“

抗 日
”
之名

,

迫使全国各派势力均统一于蒋记中央
,

以巩固其统治
。

而粤方也希望通过合作
,

从政治上分散蒋

的权力
,

限制其独裁
,

所以复电南京
,

提出实现宁粤议和的办法
,

即蒋介石下野 ;广州国民政府取消 ;以统一会

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L
,

并决定派孙科
、

汪精卫等为谈判代表
。

油干双绪裁以分配权力作为谈判的中心
,

所以会谈一开始就陷入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中
.

几经商讨
,

蒋

介石答应先恢复胡汉民的自由
,

然后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
,

本人去留间题可在会议上讨论
,

双方达成协议

后再去南京
。

这样
,

被囚禁数月之久的胡汉民于 10 月 14 日被释放
.

粤方代表孙科
、

汪精卫等随即抵沪
。

上海和平会议从 10 月 27 日开始
,

宁方代表坚持党统不能动摇
,

南京的党政军机构不容改变
.

在此期间
,

蒋介石还派人暗中拉拢汪精卫
,

以分化粤方内部
。

此时胡汉民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
,

因之反蒋情绪最高
,

他

深怕汪蒋妥协
,

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
,

只有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
。

因而这一时期
,

孙科异常活跃
,

反蒋也较坚

决
。

除强调改组南京政府
,

蒋介石下野外
,

还提出《中央政制改革案 》
,

向蒋的独裁体制进攻
。

n 月 7 日
,

上海和平会议结束并达成如下协议
:

(一 )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的四 全大会
,

互相承认和

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委员
,

然后赴宁共同举行四届一中全会
,

产生新的中央政府
.

《二 )南京政府改组后
,

广州

政府即取消
.

(三 )通过和平会议结束通电及改革政治的五项基本原则
.

n 月 1 8 日
,

粤方四全大会召开
,

孙科致开幕词
,

称目前
“

党国的危难正多
,

已将陷入绝境
” , “

如果我们不

急图 自救
,

恐怕不久便会到亡国灭种的一天
” ,

所以这次大会的
“

紧要关键
” , “

就在党内部之先行团结
,

把党权

恢复起来
,

将党权恢复的障碍加以扫除
,

重新伸张本党固有的革命势力
”

L
,

会议斥贵了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

抗政策
,

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辞职
、

改组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
。

会议在讨论协商中委候选人时
,

因陈济棠等

排斥孙科
、

汪精卫势力
,

拟推翻沪会协议
,

引起冲突
,

致使汪派
、

孙派代表先后退席
,

会议陷于分裂僵局
。

为维持粤方各派合作
,

以资与蒋对抗
,

胡汉民决定亲 自回粤
,

并提出两项调解方案
:

修正沪会提案 ,蒋如不

下野
,

即解除其兵权
,

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L
。

在胡的维持下
,

孙科重新赴会
。

12 月 5 日会议闭幕
,

7 日
,

粤方成

立中央党部
.

同 日
,

广州四大所选中央委员
,

由胡汉民领衔通电促蒋下野
,

称
“

至 20 日若蒋下野事未办到
,

即在

粤召开一中全会
”

@
。

胡汉 民提出修改沪会各案
,

固然对维持会议团结有一定作用
,

但却得罪了代表粤方参加沪会的汪精卫等

人
,

致使汪派千 招 月 3 口在沪另行召开四大
.

单独选举中委
.

汪的行动
.

无异是拆了
“

非常会议
”
的白

.

汪派与

两广彻底决裂
,

这也为后来汪投蒋埋下了伏笔
。

此时国内舆论对蒋不利
,

粤方因有胡作后盾态度强硬
,

蒋暗中拉拢汪
,

企图以蒋汪合作体制来制约胡及粤

方军人
,

汪以权力分配问题未解决
,

不肯立即明确响应
.

为此蒋介石感到硬顶不是办法
,

被迫于 12 月 15 日宣

布辞职
,

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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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2 日
,

宁粤沪三方在南京举行一中全会
。

会议基本上接纳了粤方关于改革政制的主张
,

通过了改组

中央常委会
,

中政会常委会案
,

选任林森为国府主席
,

孙科为行政院长
。

蒋
、

胡
、

汪三人被推举为中常委
。

广州

“

非常会议
, ,

取消
.

一中全会表面上实现了国民党内蒋胡汪的统一
,

然而三人谁也不进南京
.

这样一来
,

国民党内有威望有

能力主持大局的人均不在南京
,

孙科就成了唯一重心人物
.

但孙出任行政院长并非众望所归
,

而是各派矛盾

调和的产物
。

蒋下野
,

汪若出任
,

则胡 派反对 ,若把实权交给胡
.

蒋又不答应
,

只好把孙科推上前台
。

孙虽掌行

政院
,

但财政
,

外交等工作无法开展
,

根本无力支撑全局
.

孙科执政只是过渡
,

因而该内阁仅存不足一月就宣

告垮台
。

继之而起的是蒋汪合作下蒋的再度掌政
.

纵观
“

非常会议
”

期间的孙科
,

以及孙与蒋的关系
,

我们不难看出
,

孙科是有政治理想的
,

那就是要

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
,

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

但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

孙科一向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认为产生独裁统治的根源是国家政治体制不健全
,

因此希望通

乍玲粉君幽4带护书书珠

过提高党权
,

增强国民党的政治权威
,

以党治原则和五权宪法来限制蒋的权力
.

但通过几年的党治实践后
,

孙

科发现
,

国民党对权威的强调并未能使权威真正确立
。

相反
,

作为党的领袖的蒋介石个人权威却绝对突出
,

受

不到任何力量的限制
。

1 9 3 1 年
,

以胡汉民被扣为契机
,

孙科借口反蒋独裁
,

参加到
“

非常会议
“

的行列
,

希望借助反蒋派的力量赶

蒋下台
。

但由于反蒋派内部情况复杂
,

孙科根本支配不了全局
,

反而成为反蒋派利用的工具
。 “
九

一

、 一八
”

事变

后的政局促成了宁粤合作
,

孙科再次提出政改方案
,

进而又在一中全会上呼吁迅速
“

结束训政
,

实行宪政
” .

但

由于蒋汪的破坏
,

孙科内阁很快夭折
。

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
,

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调整政治发展方向
,

同时也表明他

具有与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

孙科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的愿望相冲突
,

因此
,

两人合作的过程充满了

矛盾和斗争
。

这种矛盾斗争既有争权夺利的因素
,

更有思想政见上的不同
。

孙科有所追求
,

但囿于环境
、

地位的制约
,

一次次地向现实妥协
.

因为孙科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
,

缺乏广

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
,

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

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
,

然而

始终未能成为国民党的重心
。

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己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

孙科既不想另起炉灶
,

那就只有

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

有时为了不与蒋破裂
,

孙科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
,

这就使他的政治态度游移而

善变
。

虽然有很大的政治理想
,

但在现实中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
.

这就是孙科政治生命的悲剧
,

也是孙

科在
“

非常会议
”

期间一度
“

辉煌
”

与迅速残落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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