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科就任立法院长和
《五五宪草 》 起草之因

张 皓

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典型的官僚政治 著 称于

世
,

政府要人的座位变动莫不在事前经过了一番

讨价还价的争吵
,

1 9 3 3 年 1 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长

堪称典型事例 之一
。

而他的就职之原因和 《五五

宪草 》 起草之 因是联接在一起 的
,

其经过给世人

提供了一幅国民党官僚政治的实际图画
。

孙科 是国民党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

曾任

建设 部长
、

财政部长
、

铁道部长
、

考试 院副院

长
、

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
。

他
“

作为太子— 孙中

山的儿子
,

获得了仅凭他的才能所不可能获得的

政治声势
。 ”

①在他就任立法院长以前
,

其态度是

基本反对蒋介石独揽大权 的
,

在北伐时 期就
“
不

只一次地提出开除蒋中正 的党籍
,

扛起反蒋的大

旗
。 ”

②在 1 9 3 1 年蒋介石
、

胡汉民之间矛盾尖锐化

以 前
,

孙科 大体 上可 以划为胡汉 民集 团 内的一

派
.

胡汉民 1 9 3 1 年 2 月被蒋介石软禁后
,

孙科的

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 “

渐渐在南京广东人士中成为

众望所归的领袖
, ” ③胡汉民集团中许多人物纷纷

要求孙科出面组织与蒋介石的对抗
。

因此在宁粤

对立时期
,

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非常活跃
,

在
“
国

民党政治市场中
,

就在
`

胡先生
’ 、 `

汪先生
’

之

外又加了一位
`

孙先生
’

了
。 ”

④孙科在胡汉民集团

的支持下一度取得了行政院长之职
,

但是不足以与

蒋介石
、

汪精卫对抗而被迫于 1 9 3 2 年 1 月 24 日辞

去此职
。

蒋注虽然联合登台了
,

但是
“

考虑到把他

排在政府之外仍然是危险的— 他可以自由地进行

颠覆活动
.

因此
,

蒋汪政府于 1 9 3 2 年 1 月让他当

了立法院长
。 ”

⑤ 1 月 28 日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通过了孙科从行政院长改任立法院长的决定
。

但是
,

孙科到 1 9 3 3 年 1 月 16 日才接受此项任

命
,

换句话说
,

立法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

院长
.

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孙科
“

在自己的政治影

响力没有确实保证的情况下
,

没有贸然接受这个声

望很高的任命
。

因此
,

在他自己的政治实力得到重

整之前一直拒绝就职
。 ”

⑥我赞同此种看法
。

虽然孙

科不立即就职与他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这个
“

责任内

阁总理
”

的气愤心情也有点关系
,

而实质原因正在

于此
。

如果在蒋汪联合登台时就职
,

其命运决不会

好的 , 找到一个有利于他上台的时机
,

则可以增加

中等结实
,

功底深厚
,

武打精湛
,

眼会传神
。

他不但 功夫 直
,

且态度认直而绝不欺场
,

在演 《 黄飞虎反五关》时
,

穿特造

的薄祠片大 扣 (袍 甲 )
,

潇洒威 武
,

跃步台 前
,

铿 锵有声
,

演

至遥反一场
,

用 . 罗汉的方法
,

突然一跃 站高二
、

三尺
,

更

显威风欲象
,

场面紧张热烈
,

台下掌声不 绝
,

故又 有
“
小 武

状元
”
称号

。

白玉堂又善演大审戏
,

如《三审 玉堂春 》
、

《大审

陆凤阳 》等
,

罕与其 匹
。

著 名编剧家与班政组织者李少会
,

曾根据白玉堂这一特长
,

编出《三 司会审杀姑案 》
,

请 来演

三 司的 是白玉堂
、

薛 觉先
、

马师曾
,

由白玉堂扮 主审官
,

场

场
“
摄栩

” ,

轰动一时
。

白玉堂的唱工演技均 有极高的成 就
。

由他组 织并担任

主角的兴中华粤剧团
,

在三
、

四十年代
,

于省港各地演 出成

功的主要 剧目有 《鱼肠剑 》 、

《反五关 》
、 《风火送慈 云 》 (上 下

卷 )
、 《摘纽会 》

、 《吴 三桂 》
、 《劈山救田 》 、 《风雪送昭君 》

、

《潘

安碎绿珠》等
,

昼名噪一时
。

当时
,

该剧团与薛觉先的觉先

声粤剧团及马师曾的太平 粤剧团
,

成 三足鼎立之势
。

在此

期间
,

他曾收徒多人
,

出类拔 萃的有刘美卿
、

黄君 武 (花县

黄岐山人 )等
。

白 玉堂于 19 5 0 年移 居香港
,

因年事渐高
,

便收 山息

演
。

他是虔诚的佛教徒
,

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
。

但香港粤剧

界仍 称他 为泰斗
,

每 遇演出 他的首本剧时 都邀 请他作 指

导
。

白玉堂于 1 9 9 4 年病逝
,

享年 9 3 岁
。

香港八 和会馆 主

席汪明荃曾对 他作出颇高的评价
,

认为他与薛觉 先
、

马师

曾都 是粤剧艺术的一 代宗师
,

是代表 三 种不同的粤剧流

派
,

是一时瑜亮
,

彼此无可取代
。

~ ~
”

~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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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争权的法码
。

1 9 3 2年 日本浸华的
“

二二八事变
”

前后
,

国

民党内外结束训政
、

实施宪政的呼声开始高涨
.

南

京政府于 3 月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
,

而该会议在外

患日亚的情况下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规定的只讨论御

侮
、

绥靖
、

救灾三项的限制
,

要求结束训政
、

召集

国民大会
、

制定宪法
。

胡汉民在 4 月 18 日发表了

《实施宪政论 》 一文
,

开始了在他被释后对蒋介石

独裁的攻击
。

他宣称
: “
就中国国民党之党义言

,

实施宪政实为我党数+ 年来革命之唯一目的
,

故中

国国民党不特不反对宪政
,

且为推进宪政之唯一的

集团
。 ”

他指出
,

国民党
“

之所以反对清朝君主政

治与军阀独裁政治
,

就在于它们以一人或少数人之

利益为 习家利益
,

在于追求孙中山的民有
、

民治
、

民享之全民政治
. ” 因此他深信

, “

实施宪政
,

不

仅为现代政治必然之归宿
,

且更为人民之 当然要

求
. ”

⑦胡汉民在这里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涂脂抹

粉
,

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非当权派企图以宪政作为

争权的工具
。

孙科在 1 9 2 9 年任职铁道部长时反对建立立宪

政府
,

而他此时由于
“

在政府权力中的地位削弱了
,

于是认为利用宪法问题来削弱介石对政权控制的时

机已经成熟
。 ”⑧于是在国难会议期间团结御侮声中

接过胡汉民的武器
,

于 1 9 3 2 年 4 月 27 日在上表发

表《救国纲领草案 》 ,

其中提出了以宪政作为内政总

纲的主张
; “ ( 1) 为集中民族力量

,

贯彻御侮救国之使

命
,

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 , ( 2) 于 22 年 ( 1 9 3 3)

4 月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
,

议决宪法
,

并决定颁布 日

期
. ”

⑨孙科在此之前于 4 月 25 日首先表示不就立

法院长之职后
,

解释此项纲领提出之 目的时说
: “
中

国欲求出路
,

谁在全国一致抗 日
。

… … 欲贯彻抗日主

张
,

惟 由全国政府与人民合作之谁一途径
.

… …而人

民不能参加政治
,

不能与政府合作
,

苟非政治易辙
,

全国团结抗 日无可能
. ”
据此他提出

: “

必须由立法院

起草宪草
,

交国民代表大会通过
. ”

L孙科在 1 9 3 3年

1 月 1 6 日就职时对此追忆说
: “

在这国难的中间
,

兄

弟的简单主张
,

就是对内团结
,

对外抵抗
。

… … 我们

打算团结
,

应先从党内作起
,

… …所以去年淞沪抗日

战争的时侯
,

鄙人曾发表意见
,

并拟出一个救国纲

领
,

… …要想一个方法
,

能够集中国民的意旨
,

好使

大家团结起来
,

和中央站在一起共同担负救国的贵

任
。

这个主张
,

就是促成宪政为团结国民集中国力的

方法
。 ”

0

按照孙中山政权权治学说
,

实行宪政就是将政

权交还国民
.

根据建国大纲第 7条至 16 条
、

第 25 条

的规定
,

孙中山分训政时期中政府将政权交还给国

民之时期为
:

( 1) 筹备一县自治完竣 , (2 )而筹备一省

自治完竣之时期在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之

后 , ( 3) 全国宪政开始
,

其时期在全国过半数省份达

至宪政开始时期
,

即全省地方自治完全成立
.

执此以

观
,

孙科的主张完全不符合建国大纲的规定
,

他也明

知于此
,

但是他仍然提出
“
荀非政治易辙

,

全国 团结

抗日势无可能
”
的目的正在于

“
借政治法律之途径

,

对权力作适当的安排
。 ”
而他也在当时全国各阶层对

国民党训政的一片指贵声中
, “
首倡变通遗教即行宪

政之论
,

真是空谷足音
,

曾获得 当时党外一般舆论的

同情与支持
. ”

O

蒋介石对孙科的权力要求不能不有所答复
.

在

舆论上
,

蒋介石善于利用支持他的长衫派文人出台

骂阵
,

于是由监察院长于右任出面于 1 9 3 2 年 5 月

3 日发表 《放弃训政与中国革命之危机 》 的演说
,

反驳孙科的宪政言论
.

第一
,

于右任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因宪

政而结束
.

他说
: “
凡一革命党与某一政治运动

,

其能

取得领导权与某种形式之政权
,

必有其时代背景与

社会确实之条件
。

… …本党之能领导革命
,

自是基于

客观事实之决定
。

… …吾人如果以为中国革命未完

成
,

即不能毁党而谓为补救
.

… … 结束训政
,

即结束

党之领导革命
,

而轻掩其迹于宪政之美名
. ”

第二
,

强调必须先训政而宪政
.

其原因在于
“

自

治不完成
,

自治为虚设 ,训政不经过
,

宪政为具文
. ”

“

如果谓人民宪政为 自为
,

… …则民元后不致变乱相

寻
,

而建国大纲亦无劳总理重制矣
。 ”
于右任据此指

出
: “

谓宪政开始
,

地方自治可以同时并行
,

吾人诚不

知舍本而急逐末者何故
, ”
认为

“

若仅以宪法条文及

政府组织为宪政
,

则彼资产阶级之民主运动
,

固为之

绰然 ,而谓此可使政府与人民合一
,

直欺民众
. ”

第三
,

指出孙科宪政言论的危害所在
: “
今以少

数人之意志为金科玉律
,

毁总理主义以毁党
、

毁政

府
,

反革命集团目为自除武装
,

奚见其可
,

抑党不存

在
,

国难必更甚于今日
。 ”

于右任根据上面断然认为
: “

哲生言论无意中实

陷于严孟错误
,

易为他方假借
。 ” “
以国难而谋国则

可
,

反以危动国本则万万不可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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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右任的言论中看出
,

他不但 t入
.

为在训政没

有完成之前不应该讲宪政
,

而且又以芜法颁布之后
,

国民党就要放弃政权
, “
将因而危及国家为忧

。 ”

换句话说
,

蒋介石此时无愈让孙科分担更 多的权

力
。

孙科立即对此作出反应
,

于 1 9 3 2 年 5 月 5 日

答复于右任的驳议
。

他一开始就指出
“

于最大错误

在不能承认本党巳往过失
,

以为本党仍系健全
,

陷

于讳疾忌医之不客观态度
,

不能得正确结论
。 ”

然

后对于右任的各点进行反驳
,

其中对第三点的反驳

贯穿于对其它两点的反驳之中
.

针对于右任第一点
,

孙科
“
批驳于误会本人之

意
,

以为主张促成宪政
,

即是不要本党
. ”

他解释

说
: “

本人以为实行宪政后
,

人民在三民主义最高

原则下各有组织政团之自由
,

本党组织益可健全
。

党内外之不革命者尽可在党外另组团体
,

不必借本

党招牌掩饰其罪恶
. ”

他接着威胁说
, “
假如本党

仍被反动势力占住
, ”
他这样的

“
三民主义信徒亦

可就原有党的组织
,

另成新革命集团
. ”

他进一步

针对于右任认为实行宪政将会毁党的言论指出
:

“

凡蔽于私见不顾事实
,

借革命之名
,

实行反革

命
,

始为毁党
。

苟坦 白承认过去过失
,

勇毅改正
,

始为真革命党
. ”

针对于右任第二点
,

孙科批驳
“

于斤斤以训政为

言
,

但建国大纲训政为 6 年
,

至明年 4 月将满期
。

如

以为延长
,

则名义延长训政
,

实延长专政
。 ”
他贵问于

“

是否待四万万人都毕
,

始颁宪法 ?
” “

于以实行宪政
,

危害邦本
,

果何根据 ?
”

他进一步贵问道
: “

借训政限

人民自由
,

不使用行使政权机会为何 ?’’ 如果不实行

民主政治
,

那么是否要
“

匡复专制独裁
”
呢 ?L

孙科在反驳后再次强调提出
: “

宪法是各国谋求

长治久安的一种良法
。

我们现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多

是采用苏联的制度
。

俄国从 1 9 1 8 年颁布宪法后
,

能

够在宪政之下推行其共产主义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

宪政之下
,

推行三民主义
,

同时颁布宪法之后
,

国民

党不但依然可以参与政权
,

而且国民党的政权将因

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戴而更加稳固
。 ”

L

不论中国 当时是否有条件实行宪政
,

但是全国

普遍存在粉对国民党训政的贵难与批评
.

申报 1 9 3 1

年 12 月 20 日发表社论认为
: “

训政时期
,

政重建设
,

而举国荒凉
,

建设之成绩
,

殆无一可举
。

但见达官显

宦
,

居称养贵
,

面团团而腹便便 ,但见万众戚普盛额
,

刻取心头肉以供政府之谋求二 ” …人民之所得者究

竟有何物 ?
”

O 孙科 正是抓住这种心理
,

公开承认
“

过去的过失
” ,

并倡 言
“
还政于民

” ,

这 自然使他攻

得了更高的政治声望
,

到 1 9 3 2 年秋时达到了顶峰
.

是时
,

蒋汪联合执政出现危机
,

注精卫于 8 月 5 日

宣布
“
辞

”
行政院长之职

。

汪的
“
辞职

” ,

使蒋介石的

独裁统治更易遭受到攻击与贵难
.

8 月 17 日
,

孙科

在广州发表一番对汪辞职
“
实表同情

”
的谈话

,

再次

抨击蒋介石独裁
,

要求实行宪政
.

他说
:

“
欲政治之能制裁军阀

,

必先推行民主政

治
,

又必须党与民众接近
,

切实合作
,

树植民治

机关
,

方能有济
.

乃党中同志
,

尚有许多忽视客

观的事实
,

固持其训政之主张
,

尚不肯以政权公

诸国民者
.

实则今日之党
,

已不能行使其职权
,

党治云云
,

实军治而已
,

人治而已
,

何有于党哉 !

故吾谓共仰承军阀奔息
,

不如与民众接近
,

以造

成民主势力
.

若谓民众必须经过训政
,

乃能行使

其职权
,

试问 当局者
,

独不须训政乎 ?人民须要

训练
,

当局者独不须训练乎?在推行民治之初
,

人民于其职权之行使
,

容或岁生弊端
,

然不能因

喳废食
。

简言之
,

国民党过去有两大错误
,

即 ( 1)

忽视客观的事实
,

牢执其主观的见解 , ( 2 )迁就

现实
,

对军人专态过于迁就
,

以致积重难返
。

… …在此困难之秋
,

当局者正宜乘此机会
,

将政

权公诸国民
,

使对国家贵任
,

共同担负
. ”

L

于此看出
,

孙科对南京政权的抨击比以前更猛

烈
,

公开指出国民党有两大错误的目的正在于
“

使对

国家贵任
,

共同担负
” ,

即必须分权于他
,

否则他还要

继续与南京政权为难下去
.

孙科既然抱此态度
,

蒋介石为什么还会接受

他的要求呢 ?有人认为
, “

蒋介石大概希望通过延揽

孙科进人政府并同意孙科的立宪要求
. ”

在于平息各

方对南京政权的不满
.

L
.

幕中人后来回忆说
,

孙科

正式就任立法院之职是在于他
“
与广东实力派 (即陈

济棠 )失和
. ”

L虽然孙科正式就职与这些因素有关
,

但其实质原因在于蒋介石对宪政运动也有他自己的

看法和打算
,

只要不危及他的权力
,

他也会高谈宪政

的
.

这从蒋介石 1 9 3。 年 10 月 7 日所发提出召开国

民会议的汇电中即可看出
.

电中说
:

“

请于三个月内召集第四次全代会
,

确定国民会

议之议案
,

颁布宪法之时期
,

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

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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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汇电中立即拾起汪精卫在中原大战中

借以反抗他的制定约法主张
,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他所提出的
“
对国民开放政权

,

渐由党治蝉脱人于

宪政之计划
”
的 目的之一

,

正在于期望制定约法之

后
, “
任何政争党争

,

只能在宪法范围内为之
, ”

⑧即

企图完全消灭政敌
。

因此
, “
不论任何政敌威胁他

的统治时
,

他都许诺将实行法治或扩大政治参

与
。 ”

此次答应孙科的宪政要求
, ”

不过是为了

1 9 3 2 年 一 1 9 3 3 年间政治危机的甜要而采取的一项

政治行为
。 ”

@ 这样
,

蒋孙双方于 1 9 3 2 年 9 月底在

江西庐山举行会晤
,

蒋介石
“
接受了孙科提出的召

开中央执行委 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立宪问题的要

求
, ”

L并答应
“

每月给他 10 万元特殊津贴
,

立法院

经费从厂拆发放改为八折发放
” ,

⑧而孙科
“

也表示

他已做好了就任立法院长的一切准备
. ”

⑧

于是在 1 9 3 2 年 12 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

会上
,

由孙科领衔的 27 人提出了 《集中国力挽救

危亡案 》 ,

其中对于宪政准备部份提出了六条具体

方案
: “

(1 ) 集中民众力量
,

完成地方自治
; ( 2)

2 2 年 1 月至 6 月为宪法起草期间
,

由立法院从事

起草
, (3 ) 23 年 3 月召开 第一次国民大会

,

宣布

宪法
; ( 4) 完成地方自治

; ( 5) 23 年 3 月公布宪

法 , (6 ) 确认人民有集会结社组党之自由
,

及选举

被选举权
. ”⑧孙科对此提案继续用他

“

团结御侮
、

挽

救危亡
”
的理论解释说

: “

欲救危亡
,

对定下药
,

则关

于内政方面
,

第一当使政权 日渐公开
,

伸国民有参与

国事
,

行使政权之权力
,

将以和平合法方式
,

尽量发

挥政见主张
,

日进于宪政民治之轨道
.

夫然后今日各

派用不正当之手段之攻击
,

可以消除
。

第二
,

当使各

方军事力量咸能相安
,

而听令中央公正之处置
.

夫然

后今日各方军事当局之疑诈猜忌
,

互相牵制之现象
,

可以根除
. ” L

从孙科的解释中可以看出
,

其以宪政消除
“

各

派不正当之手段之攻击
”
及各方军队

“

听令中央公

正处置
”
的言论是蒋介石所想听到的

,

也正是蒋所

要求的
。

因此
,

虽然孙科的提案在全会中遭到了强

烈反对
,

但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被修订通过
.

全会

决定
: “ (1 ) 为集中民族力量

,

彻底抵抗外患
,

挽

救危亡
,

应于最短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

地方自治工作
,

以继续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
; ( 2)

拟定于 2 4 年 3 月召开国民大会
,

议决宪法
,

并决

定宪法颁布 日期 , (3 ) 立法院应从速起草宪法草案

发表之
,

以备国民之研讨
。 ”

L于是 《五五宪草 》 的

起草
, “

逐渐由言论而趋于实行矣
。 ”L

孙科于 1 9 3 2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
:

“

蒋在大会态度诚恳
,

亦重视民愈机关
,

拟积极进

行
. ”

@可见他对提案得到通过感到高兴
,

并
“

对自

已对蒋介石的政治影响深为满愈
,

并相信党将受到

宪政的约束
. ”

所以
“

于 12 月 18 日接受了九个月

前的任命
”

@
,

于 1 9 3 3 年 1 月 16 日正式走马上任

了
。

注释
:

①⑥⑥⑧0 @⑧⑧O (英国 )易劳选芳
、

陈谦平子译
:

《 1 9 2 7 年至 1 9 3 7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

流产的

革命 》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1 9 9 2 年

,

第 2 0 4
、

2 0 4
、

2 0 4
、

2 2 2
、

2 2 1
、

2 0 5
、

2 0 5
、

2 0 6 页
.

②吴振汉芳
: 《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派来意识 》 ,

台北
,

文文哲 出版社
, 1 9 9 2 年

,

第 82 页
.

③④孟曦
:

《昨常会议和宁粤合作 》 ,

全国丈史 资杆 第

9 样
,

第 10 4 至 1 0 5 页
。

⑦《胡汉民先生政论文选 》第二样
,

广州
,

先导社
,

1 9 3 6 年
,

第 2 2 页
.

⑨LLL⑧L荆知仁芳
: 《中国立宪史 》 ,

台北
,

联经

出版社
,

1 9 8 4 年
,

第 4 1 0 页至 4 1 3 页
.

L 《国 闻周报 》第 9 卷第 1 7 期
: 《一周问国内外大事

述评 》
。

0 孙科
: 《担任院长经过与今后的希望 》

,

《中央周报 》

第 2 4 2期
,
1 93 3 年 1 月 2 3 日

.

0 天津 《大公报 》1 9 3 2 年 5 月 4 日 第 3 版
.

0 天 津《大公报 》1 9 3 2 年 5 月 6 日 第 4 版
。

L陈彬和 : 《中报评论选集》第一集
,

中报馆
,

1 9 3 2 年

第 1 5 至 1 6 页
.

O 天津《大公报 》 1 9 3 2 年 8 月 18 日 第 4 版
.

L罗真群
: 《西南反蒋的回忆 》 , 《广州文史 资料 》第 2

料
,

第 6 4 至 6 6 页
。

L天津《大公报 》 1 9 3 0 年 10 月 8 日 《蒋请开 国民会

议之汇电》
。

⑧天津《大公报 》 1 9 3 0 年 10 月 1 7 日《论制定约法之

必要 》
。

@ 栩勋
: 《蒋党真相 》 ,

读者书店
,

1 9 4 8 年
,

第 1 3 0 页
。

L荣孟源主编
: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 中

央全会 资料 》 ,

下册
,

光明 日报 出版社
,

1 9 8 5 年
,

第

1 80 至 1 8 1 页
。

L天津《大公报 》 1 9 3 2 年 1 2 月 2 4 日 第 3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