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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一万中的孙科

在风光绮丽
、

贯通四海
、

富有

革命传统的 广东香 山县 (今 中山

县 ) 有一个 当今世 界闻名的小村

一
翠亨村

,

在这小村的一所坐西

向东的普通农舍里
,

诞生了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位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大总统孙中 山
,

25 年 后 (即 1 89 1

年 )
’

的 l o
J

月 20 日
,

又诞生了这位

大总统的哲嗣— 孙科
。

他长成后

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
,

对民国

社会的经济
、

财政
、

法制
、

外交等

方面的建设颇有影响
。

飘泊中的青少年时代

孙科
,

字哲生 ` 为孙中山原配

卢慕贞所生
。 `

同胞姐妹 尚有长妹金

淡 《孙琐 )
、

次妹金碗
.

(孙项
一

)
,

孙科出生后的次年
,

由于孙中 山在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至澳门镜湖医

院任职
,

因此随母哲住澳门介旋因

孙中山离开澳叮 、
’

至广州开设冲 西

药局扩开始秘密从事反猜革 命活

动
,

孙科母子被安置香港定居 、

18 95 年冬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

义失败
,

为家属安全计
,

托同 乡陆

灿将孙科母子 `
一

祖舟及金淡护送至

檀香山长兄孙摺处一孙眉当时在茂

宜岛经营一个很次的牧场
,

颇为富

有
.

孙科在值父处初随母习读 《三

字经》
、

`千字文 》 和
一

《唐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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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 之类的启蒙读物
,

到 7 岁时才

延聘了一位姓黄名 瑞 祥的 同 乡塾

师
,

教习
“

四书五经
”

一类的中国

古书
,

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础
。

为

了进入当地的 正规 学校
,

继 续学

习
,

因此寄住友人家 中
,

入当地罗

马天主教会所办的圣安东尼奥学堂

就读
。

从此孙科开始接受系统的西

方文化教育
。

由于他天资聪颖
,

十

分用功
,

所 以成绩特别优秀
,

八年

制的课程
,

只读了四年就全部修完

毕业
。

1 9 0 6 年
,

孙科考入檀香 山

圣
·

路易士学院
。

开始寄居兴中会

会员郑金
、

郑照家 中
。

不久 因路远

不便
,

在该校寄宿
。

在校期间
,

年

青的孙科
,

开始对政治发生浓烈的

兴趣
。

1 9 1 0年 3 月
,

孙中山到檀香

山继续鼓吹革命
,

准备为发动起义

募集经费
。

同时
,

将檀香山兴中会

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分会
。

当时 20 岁

的孙科对父亲的革命活动深切关心
,

“

决意献身革命
” ,

在这次会上正式

加入同盟会
。

他虽然还是学生
,

但

每天都要阅读英文报纸
,

关心国 际

国内的政治变化
.

同时担任 《自由

新报》
、

《大声周 刊 》 的记 者
、

编

辑
,

宣传革命
。

1 9 1 1 年孙科从学校

毕业
.

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
,

因此

将他接去
,

由友人蒋梦麟照顾拟入

加州大学读书
。

由于加大入学条件

极严
,

除一般课程外
,

学 生还必须

懂德
、

法
、

拉丁
、

希腊四种语言文

字
,

孙科不得不拼命补习 外语
,

同

时还参加当地华侨创办的 《少年中

国晨报 》 工作
。

不 久辛 亥革命爆

发
,

孙科积极参与海外宣传
,

到处

演讲
,

宣传辛亥革命
,

学业暂时中

断
。

1 9 1 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

孙

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

2 月孙科应召

回国
,

稍后
,

母亲卢慕贞和两个妹

妹
、

堂姐也一起来到南京
。

多年分

离
,

斯时全家得 以团 聚
,

住在南京

原太平天国天王府西花园东北角的

一处简陋的两层楼瓦房内
。

4 月
,

孙

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
,

举家西上武

昌
,

旋归上海
,

再南下闽粤
。

7 月孙

科和两个妹妹被安俐卜去美国继续求

学
。

孙科途经檀香山时与早时恋人

陈淑英结纳
,

时年 22 岁
.

8 月孙科

参加加州大学入学考试
,

在友人的

帮助下
,

将最难学的希腊文改试中

文
,

全部顺利通过
。

191 3年 g 月
,

孙中山等革命党

人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失败
,

大批

流亡美国
,

孙科参加了他们的宣传

演讲接待等工作
。

1 9 1 6 年 5 月孙科

加大毕业
,

9 月 又考人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生院
,

主修政 治
、

经济
、

理

财
,

选修新闻
,

并和革命党人创办

《民气报 》
,

主笔 国际 问题社论
。

1 91 7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

孙科在两校学习期间
,

根据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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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 与理科并重
”
的要求

,

修

完大量的文理科基础课程 福 打下了

深厚的学术功底
,

一

同时积极参加了

革命活动
,

这为他 日后担任南京国

民党政府的各种要职
, 一

并均有出色
的建树

,

打下了衰好的基础
。

三任广州市长

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
,

袁

世凯称帝病死后
,

中国 出现 了军阀

割据的混乱局面
,

南京临时政府时

期制订的 《临时约法 》 遭到 了无情

的破坏和践踏
。

为此
,

孙中山又继

续领导了护法运动
.

19 1 7年 8 月 25

日
,

孙中山召集南王议员在广州举

行
“

非常国会
”

成立护法军政府
, 一

被推选为大元帅
。

8
一

月孙科回国
,

担

任广州大 元帅 府秘书 兼外交部秘

书
.

19 18 年桂系军阀进人广东
,

莫

荣新当上了广东省督军
,

孤立军政

府控制政局
,

排挤孙中山
。

一

5 月 ` 孙

中山愤然离粤去沪
.

孙科留在厂东

与友人黄 宪
一

绍 创办英 文 《广 州时

报 》
,

担任副主编
,

一

主笔国内新闻彭

同时
,

往来香港
、

澳 门
、

上侮之

间
,

筹设革命机关
, `

募集经费
,

1 9 2 0年去香港
。

当时的军阀混战
’

, ’ 一

风云变幻
。

1 9 2 0 年陈炯明部粤军赶走了盘据广

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
,

一

帮助孙中山

重新控制了广东
。

n 月孙中山任命

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

为讨

好孙中山
,

陈委任孙科为广州市政

厅长兼治河督办
。

不久
,

广州改建

制为市
,

孙科又被委任为市长
,

成

为中国近代 史上 广州市第一任本二一

长
。

为了制订较 为规范的近代都市

市政条例
,

他 洲穷一夜之力
,

草拟

完成
” 《广州市暂行条例 》 57 条

。

按

条例规定
: “

市政 府以下
,

分设公

安
、

工务
、

财政
、

教育
、

卫生及公

用六局
” ,

其中
“

公安
” 、 “

公用
”

二

局名称为孙科首创
_

,

一直沿用于整

个民国时期
。

1 92 2 年 6 月 16 日
,

陈炯明公开

背叛
,

炮轰总统府及观音山粤秀楼

总统寓所
,

孙中山被迫撤离
,

登永

丰舰指挥平叛
。

孙科受命去港
,

再

次在华侨中筹措 革 命经 费百余 万

元
,

以应军需
。

平叛历经两月
,

艰

危备至
,

终 因势单力薄未能奏效
。

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离粤赴沪
,

于 8

月 1 5 日发表宣言
,

声讨陈炯明
。

1 9 2 3年 1 月
,

_

滇
、

桂联盟的讨

逆军攻入广 州
,

陈炯 明率部败退惠

州
,

孙科复任广州市长职
.

2 月
,

孙

中山离沪回广州
, “
设立大本营

,

续

行大元帅职权
” 。

10 月设立改组国民

党的执行机构— 临时中央执行委
-

员会
,

孙科 为九委员之一
。

委员会

负责起草 党纲
,

办理 各地 党 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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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

为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作准备
。

孙科在此期间
,

主要

负责筹措革命经费
。

1 9 2 4 年秋
,

广

东形势趋于稳定
,

孙 中山决定联络

奉系军阀张作霖
,

以南北夹击
,

讨

伐直系军阀曹馄
、

吴佩孚以完成北

伐大业
,

遂命孙科前往东北 与奉张

谈判
,

广州市长 另委伍朝枢接任
。

不久
,

奉军 进入 山海 关
,

直逼 天

津
,

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

棍
,

并急切邀请孙 中山北上
,

共商

大计
。

n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

言
,

13 日偕夫人宋庆龄及随员 由海

路北上
。

孙科亦由沈阳抵津迎接
。

12 月 4 日孙中山甫抵天津
,

肝病即

发作
。

为方便治疗
,

月底 由津赴京
,

直到 1 9 2 5 年 3 月 12 日逝世
,

一直由

孙科随侍在侧
,

及至办完公祭
,

移灵

香山碧云寺后
,

孙科始 回到上海小

憩
,

6 月即到广州
。

时值国民党人蕴酿

成立广州国 民政府
,

孙科荐选为政府

委员
。

1 9 2 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召开
,

孙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5

月广州市长伍朝枢去职
,

孙科补市长

缺
.

是为第三次主持广州市政
,

并兼

广东省政府委员暨建设厅长
。

孙科三次主政广州
,

初创广州

市制
,

建立市政府
,

实行近代城市

的规范管理
,

开辟财源
,

进行市政

建设
,

对支持革命
,

实现北伐起了

重要作用
。

此前的广州
,

原是珠江

口 的一个破烂旧城
,

市容杂乱
、

肮

脏
,

市政管理混乱
,

捐税繁多
,

很

不利于经济发展
。

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
,

孙科悉心筹划
,

主要做了 以 下

几方面的工作
:

一是搜罗人才
,

委

以重任
。

大胆地启用吴铁城
、

林逸

民
、

李奉藻
、

司徒朝 等 一批 留学

生
、

专家
.

二 是科学规划
,

整顿市

容
。

他决 定拆 除双 门底 重门
、

南

城
、

西城
、

东城
,

先后 建成惠 爱

路
、

太平路等主要交通干道
,

排除

了水患
,

将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

片
,

彻底改变了市容
、

交通面貌
.

三是整顿税务
,

开辟财源
。

对民国政制建树良多

x 9 2 6 年 7 月
,

广州国 民政府再

次兴师北伐
,

谋求全 国统一
。

蒋介

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

9 月初北伐军攻

克武汉
,

11 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

州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武汉
。

孙

科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 广

东省建设厅长
、

广州市长
、

市党部

组织部长等 职
,

奉 命先 期到达 武

汉
.

12 月 13 日
,

在武汉成立的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

临时联席会议
,

代行党和政府的最

高职权
,

孙科为中执会常务委员及

l庙时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
。

可是蒋

介石妄图 以军制党控制国 民政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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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领导权
,

始则积 极主 张迁 都武

汉
,

后又出尔反 尔
“

力主中央党部

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 .

对此
,

孙科

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

19 2 7 年 g 月国

良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
,

,

选

出中央执委 会 常务委 员
,

会委 员 9

人
,

中央政治委员 1厅人
,

中央党部

各部长 8 人
,

军委会委员 场太 i 瞥
`

民政府委员 2多大丫 国民政府常务委

员 5 人
.

孙科为各委员会成员
,
; 同

时兼任青年部部长
。

初期的武汉国

民政府由于坚持国共合作
, 。

实行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
”

三大政

策
,

充分表现了它的进步性
,

工农

运动因此获迅猛发展
.

1 0 2 7年 才月 玉8 日
,

蒋介石背叛

革命后在南京另立中央
,

成立南京
、

国民政府
,

一

形成宁汉对峙局面
.

与

此同时国民党中的西
·

山会议派在上
·

海也另立中央
。

随着工农革命运动

的深入发展
,

武汉国
一

民党中央开始

分化
,

孙科与注精卫户谭延阁等背

叛孙中山的三大耳策
,

实行分共
。

并与朱培德
、 ,

李宗仁
、

胡汉民
、

J 一

张

继等先后在九江
、

南京
、 一

上侮召开

会议
,

经酝酿
,

最后决定成立中国

国民党中央特别
一

委员会 七孙科为委
`

员之一 歹
,

结束宁
、

汉
、

沪三党部

的对立
,

改组南京国民政府
。

孙科

任财政部长
, 1 9 2 8 年 l 月 3 牙改任

建设部长 一 旋奉外交委员会令奋 与

胡汉民
、

伍朝枢赴中东
、

近东
、

欧

洲考察各国政治
、

经济情况
,

以为

建国借鉴
。

行前与其他委员一起建

议设立
“

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
” ,

专

门负责规划国家政治制度之建设
。

6

月
,

国民 党军进 入北 京
,

南北统

一
,

、

时孙科等率考察团 正在巴黎
,

得此消息十分兴奋
。

大家建议未来

政府可试行五院制
, ·

并由孙科起草

《党国训政大纲 》
、

《 应付外交方法

草案》
,

集体讨论商定完稿后电呈国

民党中央
。

经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

分送第五次中央全会及国 民党政府

参酌苏理
。

不久
,

孙科又奉命去美

聘请财政专家为国 民党政府顾问
。

9

月由美回 国
,

参加起草 《五院组织

法 》
、

《 中华民国 国 民政府组织法 》

及 《中自国民党训政大纲 》
,

于 10

月 3 日获中常会讨论通过
。

8 日
,

中

常会议决由蒋介石任国 民党政府主

席
,

孙科被任命为考试院副院长兼

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
。

n 月间

拟就 《铁道部组织法草案 》 呈中央

通过
,

付诸实施
。

对军阀混战后铁

路恢复通车
,

收回 日军占领的胶济

线
,

将粤汉路收归国有
,

以及全国

铁路的养护展筑
、

待建路线的勘探

等工作
,

均多有贡献
。

同时建议利

用庚子赔款
,

充裕铁路建设经费
,

重点建设 陇海铁 路
,

使之提 前通

车
。

在此期间
,

他还创办了中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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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民航公司
,

亲任董事长
,

并亲

自乘坐手摇发动的螺旋桨小飞机与

驾驶员二人冒险飞行
,

开辟沪宁航

线
,

最后降落在南京城 内明故宫大

校场
。

1 9 3 1年
“

九
.

一八
”
事变后

,

日军不断扩大对华侵略
,

孙科于

19 3 2 年 3 月
,

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

会上
,

第一次提 出了 《确定长期抗

日方针案 》 ; 4 月又在上海 《时报 》

上发表 《抗日救国纲领草案 》 ; 12 月

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提 出 《集

中国力挽救危亡案 》 ; 1 9 3 6年 7 月
,

又提出 《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
,

以

实现耕者有其田案 》 ; 1 9 3 9年 1 月
,

提出 《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方案 》
.

这

些文件反 映了 孙科坚持
“

集中 国

力
” 、 “

长期抗日
”

的正确观点
,

对

促进朝野人士 团结抗 日
,

共赴国难

树立信心
,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1 9 3 2 年 12 月孙科任 立法院 院

长
,

为国民党政府的法制建设做了

不少工作
.

首 先是在 宪政建设 方

面
,

集中专家 40 余人成立宪法起草

委员会
,

由张知本负责
,

起草宪法

初稿
。

旋 由吴经熊斟酌损益
,

广泛

征求意见
。

最后形成 《宪法草案初

稿 》
,

至 1 9 3 4 年 10 月三读通过
,

成

为
“

立法院第一次宪法草案
” ,

送国

民党中央审查修改通过
,

于 1 9 35 年

5 月 5 日公布
。

是为 《中华民国宪法

草案》
,

又称
“

五五宪草
” 。

其次是

在一般立法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

经过数年的努力
,

民国法制建设规

模初具
,

各种法律基本具备
, “
不但

我们自己觉得满意
,

就是外国法学

家也有良好的批评
” 。

这些立法方面

的建树
,

打破了西方各国借 口 “

中

国法律太陈旧
、

司法制度太腐败
,

而不允许取销领事裁判权
”
的局面

,

“

使与司法裁判有关的各种程序和

手段
,

能适 合领 事裁 判权取 销 以

后
,

外国人 受我 国法 律裁判的需

要
” 。

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

石独裁统治下
,

孙科主持制订 的一

些法律形同具文
,

只能起粉饰门面

的作用
,

并不能达到依法治国的 目

的
。

访苏联争取援助

孙科在民国外交特别是在抗 日

战争时期的外交关系中十分重视苏

联的作用
,

对苏联一直采取比较友

好亲善的态度
。

由于孙科的努力
,

争取到苏联 对中国抗 日战争的援

助
,

为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并最

终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

中苏关 系由于孙中山改组国民

党实行
“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
”

三大政策
,

一直 比较友好
。

1 9 2 7

年
,

蒋介石发动
“
四

·

一二
”
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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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政变
,

大肆
“

清党
” ,

反共反苏 ;

1 9 2 9 年又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

件
,

中苏关 系开始交恶
。 “

九
·

一

八
”

事变后
,

日本大肆侵 华
,

出于

外交方面的考虑
,

国民党政府才开

始恢复中苏邦交
。

孙 科对蒋介石
“

清共而绝苏
”

的举措十分不满
,

他认为这是促使 日本大胆侵华的重

要原因之一
。 “
因为敌人知道 (中国

政府 ) 已与其革命过程的唯一与国

断决关系
,

乃胆敢肆其侵略野心
” 。

为此孙科积极谋划改善中苏关系
。

他想通过努力
,

促使中苏两国缔结

同盟条约
。

但由于 当时蒋介石对 日

抱有幻想
,

并不急于同苏联改善关

系
。

对此
,

孙科十分着急
。

1 9 35 年

夏
,

张西曼 以发展 中苏两 国邦交为

宗旨
,

发起组织 中苏文化协会
,

遇

到阻力
。

有人建议找孙科帮忙
,

请

他出面主持
。

孙科欣然支持并应允

担任该会会长
,

同时还举荐当时国

民党左派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王昆

仑
、

张冲等人担任协会常务理事
。

并亲自致 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

希

望得到他们的响应
。

在孙科的主持

下
,

该协会获得迅速的发展
,

抗战

期间会员发展到 5 万多人
,

对发展

中苏文化 交 流
,

增进 两 国人 民友

谊
,

改善两国关系
,

发挥了积极作

用
。

蒋介石对 日妥协
,

却遭致 日本

的全面侵华
。

七七事变后
,

蒋介石

深感事态严重
,

将改善中苏关系重

新提到重要议事 日程上来
,

命孙科

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开展对苏外交
。

在七七事变后的十多天中
,

孙科三

次会见苏驻 华全 权大使 鲍格莫洛

夫
,

敦促 中苏合 作
,

缔结 同盟条

约
,

给予 中国军械援助
。

苏方对此

反应积极
。

经过协商
,

很快于 1 9 3 7

年 8 月 21 日签订 《中苏互不侵犯条

约 》
。

为了进一步协商解诀苏联对中

国 的军械援助问题
,

国民党政府决

定孙科以 蒋
·

介石 特使 身份 组 团访

苏
,

洽借 1
.

5 亿美元 购买军火
。

1 9 3 8 年 1 月 17 日孙科经欧洲抵达莫

斯科
。

首先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

副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亲切

的会谈
。

孙科认为
:

中国和苏联应

友好相处
,

以便保障远东和平
。

斯托

莫尼亚科夫表示苏联对中国人民确

实充满着同情
,

热切希望中国取得抗

日战争胜利
。

双方对当时的国际形势

及两国关系坦诚交换了看法
。
2 月初

,

斯大林接见孙科
,

他高度赞扬中国将

士和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

两人竟

从午夜畅谈至凌晨
,

为中苏关系的进

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

2 月 21 日孙科

离开莫斯科去法国 巴黎
,

对法国开展

抗战外交活动
,

争取法国的援助
。

孙

科到法国不久
,

又接到中国驻苏军事

代表杨杰的来 电
,

要他回莫斯科
,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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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商谈第二次军事贷款问题
。

3

月初孙科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并很快

得到斯大林的接见
。

最后斯大林批准

给予中国 50 00 万美元的援助
。

同时

再给予中国贷款 5 00 0万美元
,

用于

购买苏联援助 中国的飞机等军械武

器
,

合计 1亿美元
。

而且价格非常低

廉
,

大大低于国际价格
。

关于苏联给

予中国军援会谈的成功
,

跟孙科的积

极活动有很大关系
.

1 9 3 9年春
,

中国抗 日战争进入

困难时期
,

当时英美法不肯援助 中

国
,

苏联成为唯一能争取大宗借款

的国家
。

为了签订 中苏商约
,

争取

苏联的第三次借款
,

孙科奉命第三

次出访莫斯科
。

3 月底由重庆出发
,

坐火车经新疆入苏
,

4 月 7 日到达莫

斯科
。

由于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
,

苏联正忙于准备与德国法西斯政权

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

因此
,

孙科感

到苏联的接待远不如前两次积极热

情
,

数周后才得以 渴见斯大林
,

递

交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
。

可是 出乎

意料
,

接见后
,

斯大林十分痛快表

示
: “

苏联极愿照办
,

没有 什么问

题
。 ”
当即同意再向中国提供 1

.

5 亿

美元的第三笔贷款
。

接着商谈正式

签订中苏商约的问题
,

斯大林亦欣

然同意
,

嘱米高扬具体洽谈签约事

宜
。

中苏商约经双方协商共 15 条
,

完全体现了平等互 惠的原则
。

孙科

代表中方
,

米高 扬代表苏方
,

于

1 9 3 9 年 6 月 16 日在商约文本上签字

生效
。

苏对商约的签订十分重视
,

6

月 2 4 日
,

莫洛托夫为此还专门举行

了招待会
,

庆祝商约的缔结
,

苏联党

政首脑均出席
。

以后几年 间
,

中苏关

系一直比较融洽
,

这不能不说是孙科

在中苏外交方面作出的贡献
。

可是到了 1 9 4 4 年
,

盛世才在新

疆发动反共反苏的新疆事件
,

得到

了蒋介石的支持
。

苏联对此十分不

满
,

中苏关 系受到损害
,

并进而恶

化
。

为此
,

孙科对盛世才和蒋介石

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
。

他认为应

从长远的战略 高度来 看待 中苏关

系
,

摒弃传统的
“
远交近攻

”

的错

误外交观点
,

实行
“

远交近亲
”
的

外交方针
.

他说
“

一定要和苏联亲

善
,

永远保持密切关系
,

然后中国

的复兴建 国
,

长治久安才有最大的

把握
” 。

抗战结束前夕
,

他在国 民党

中央训练团高级班专门作了关于中

苏关系的报告
,

指出
“

今后我们对

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亲善提携的政

策
,

希望各位同志能确切理解我们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前途
,

致力中苏邦交之亲

善
” .

孙科的这些主张
,

对国民党政

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对抗战后期

的中苏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

所 以被时人称为亲苏派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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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

随着美蒋关 系的升温
,

蒋介石

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
,

最终还是背

离了孙科这 一正 确的对 苏外交方

针
。

但孙科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

努

力改善中苏关系
,

有利于 中国争取

抗战胜利
,

其功不可没
。

主持短命内阁
,

晚年移居海外

抗战胜利后
,

国共双方举行重

庆谈判
,

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
,

共商国是
.

1 9 4 6 年 1 月 7 日举行预

备会议
,

各方代表 38 人
,

孙科被推

为会议主席
。

1 月 10 日政 治协商会

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
。

会议

通过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
、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 》
、

《和

平建国纲领 》
、

《关于宪草 问题的协

议 》 等决议
。

不久蒋介石即撕毁政

协决议
,

发动内战
,

单方面决定宣

布召开
“
国 民大会

” 。
1 9 4 6 年 5 月

,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
。

n 月 巧 日
,

“
国民大会

”
在南京开幕

,

孙科为

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

12 月 25 日正

式通过孙科主持制订的 《中华民国

宪法》
,

并决定 1 9 4 7年 1 月 1 日公

布
,

同年 1 2 月 25 日施行
。

该宪法从

法律上规定了国会制
、

责任内阁制以

及地方 自治等民主权利
,

表面上结束

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

但实际上

并未贯彻政治民主
、

保障人民的合法

权益
,

且带有维护蒋介石独揽大权的

色彩
。

1 9 4 7 年 4 月改组
“
国民政府

” ,

蒋介石为主席
,

孙科为副主席继续兼

任立法院院长
。

蒋介石一意孤行
,

发动内战
,

单方面召开
“

国大
”

公布宪法改组

政府
,

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

为了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

他又决定

召开
“

行宪国大
” ,

n 月委派孙科为
“
国民大 会

”
筹备委 员 会主任委

员
。

在
“

国大代表
”
的选 举中

,

丑

闻百出
,

大会勉强于 1 9 4 8 年 3 月 29

日召开
,

蒋 介石 被选 为
“
总统

” 。

“

副总统
”

由李宗仁
、

孙科
、

程潜

等 6 人竞选
。

其中最有力的竞争者

即为孙科
、

李宗仁
。

经三次选举
,

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

但结

果仍然败 北
,

李宗仁 当选
“
副 总

统
” 。

1 9 4 8 年底
,

蒋介石在军事内政

外交各方面均遇到极大困难
,

翁文

颧内阁倒台
,

孙科任行政院院长
,

进行组阁
。

次年 l 月蒋介石被迫宣

布下野
,

李宗仁
“

代总统
”
主持国

政
。

为了 摆脱 蒋介 石所 造成 的困

境
,

改变颓势
,

李宗仁力主与中共

谈判
,

妄图划江而治
。

可是孙科激

烈反对
,

并于 1 9 4 9 年 2 月将行政院

迁至广州
,

对李采取不合作态度
。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