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璧光率海军南下护法略论

一一纪念辛亥革命 �� 周年

杨奋泽 呐蒙古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 � 孙中山为捍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
，

反对北洋军周的专制统治
�

号召全国开展护法斗争
�

海军总长程璧

光率海军即起响应
�

亲率部分舰船南下广州参加护法
，

实夺护法之第一声
，

举世暇目
，

功在天下
�

然而
�

史学界对海军护

法起关健作用的程璧光
�

以及他在护法中的行为举措
�

却褒贬不一 其中有些贬滴之词尚欠公允
，

有必要探讨和商橇
�

本

文以时局之变为背景
，

以程璧光参加护法的史实为主线
�

阐述了笔者的观点
，

认为程璧光不失为维护民主共和制的斗士
�

其历史功绩应子以充分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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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孙中山为捍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
，

反对北洋军周的专制统治
，

号召全国开展护法斗争
�

程璧光

首先响应
，

毅然脱离北洋政府
，

亲率海军部分舰船南下广州护法
，

举世瞩目
�

震惊中外
�

孙中山视海军为护

法事业的
‘

一大伟力
’ ① ，

认为其
‘
功在天下

’ ②
�

然而史学界历来对海军护法起关键作用的程璧光
，

却多所贬

滴③
，

肯定不够
�

因此
，

有必要深人研究
�

本文拟对其中若干问题
�

略作初步探讨
�

外误之处
，

望方家踢

教
。

�一�

程璧光 �����一 �����
，

字恒启
，

号玉堂
�

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县�人
�

�� 岁人福州水师学堂学习
，

毕

业后即在海军供职
�

曾先后任广甲
、

海容
、

海沂等舰管带
，

建造军舰专员
，

海军部第二司司长
，

陆海军统率处参

议等职
�

参加过中日甲午黄海之战
，

出使访问过英
、

美
、

墨西哥
、

古巴等国
，

在中国近代海军界颇著名望
�

���� 年至 ���� 年
，

可以说是程璧光政治生涯中的
‘

黄金时期
’ ，

这期间相继发生他跻身海军界以来最引人注

目的两件事� 一是 ���� 年 �月至 ����年 �月
�

出任中央政府的海军总长� 二是为维护象征中华民国的国会

与临时约法
，

愤然辞职后
，

于 ���� 年 �月统率部分海军赴粤开展护法斗争
，

并为此遇刺身亡
�

程璧光晚年这

一年多不平凡的经历
�

特别是他参加护法的实践活动
，

既与近代中国瞬息万变的政局有关
，

又与孙中山领与卜

的已届尾声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
，

形成各种矛盾和关系纵横交错
、

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
�

他就是在

这种形势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

首先
，

对程璧光南下护法前的情况
，

作一概要性叙述
�

���� 年 �月袁世凯死后
，

恢复了被其毁弃的国会

与 ���喻时约法》
，

组成了以黎元洪为总统
、

段棋瑞为总理的中央政权
�

从形式上体现了
‘

重造民国
’

的景象④
�

在段祺瑞组阁时
，

黎元洪力荐
‘

于海军学识研究极深
，

的程璧光出任海军总长
，

段亦知舍程外
‘

难得国会同意之

人�⑥故而提名并经参
、

众两院以多数票通过
�

程任职后
� ‘

尽罢前总长昏制
，

正身率物
’ ⑥ ，

在整顿海军部

务
、

裁减冗员
、

严明军纪及培养海军人才等方面
， “

励精图治
，

朝夕不逗
’ ，

政绩斐然
�⑦在辛亥革命以来的民

主共和思潮的影响下
，

可以说他的主导思想倾向是维护民主共和制
，

反对封建专制
，

并力求使海军成为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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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支柱
�

这是他脱离北洋政府
，

率海军南下护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

以武力为后援而握有中央实权的皖系军周段棋瑞
，

其同意恢复国会与临时约法的目的
，

并非真心拥护民

主共和
，

只不过是迫于舆论压力
，

同时亦想假共和法统之名
，

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
，

所以根本不会尊重
‘

民

意
， �

事实也正如此
�

���� 年初
，

段棋瑞与日本暗中相勾结
，

企图以
‘

对德宜战
‘

为藉词
，

获取 口本的经济
、

军事
‘

援助
’ ，

进而增强皖系势力
，

实现以
‘

武力统一
’

全国的野心
� ⑧因部分国会议员识破其

‘

名为对外
，

实则

对内
’

的阴谋
，

故对
‘

参战提案
’

颇持异议
�⑨段欲以武力要挟而使国会屈服

�

�月 巧 日
，

段棋瑞借召开军事会

议之名
， ‘

遍召督军之附己者
，

康聚北京
，

以助声势
’
�

�

当征求所谓参战意见时
，

各督军或
‘

极表赞成� 或书
�

服从总理命令
’ �

唯程璧光表示
‘

如国会一致
，

当服从多数民意
’ �

段因此对程
‘

深为不择
’ ， “

忌公日甚
’ �

�这

是程人主内阁后与段首次发生公开性冲突
，

休现了维护国会的意向
�

所谓军事会议罢会后
，

各督军仍滞留京

城
，

并
‘

声言须俊国会完全通过宜战案
�

始克离京� 程极表愤概�‘

各督军如此捣乱
，

直无政府耳�
’
�但是

�

段棋瑞仍一意孤行
，

强迫黎无洪解散国会
，

黎以
“

约法无解散国会之明文
�

相驳
， ‘

府院之争
，

由此明朗化
�

段唆

使
‘

督军团
’ ， ‘

公民团
’ ，

包围国会
，

般屏议员之事接睡而至
�

刚被恢复的国会
，

再次遭到军阀武力的践踏
�

至

此
，

程断然与段决裂
，

于 �月 �� 日辞职
，

以示抗议和不愿以违法乱政者为伍
�

继之其他总长亦先后辞职
，

段

遂成
‘

光杆司令
‘
�

�

�月 �� 日
，

黎元洪下令免段职
�

暂组内阁
�

段通电声明免职非经
‘
总理付署

’ ， ‘

不能发生

命令效力� 将来地方国家发生何等影响
‘

概不负贵
� ’
�同时傲使各省督军

、

省长脱离中央
，

宣告独立
�

并在

天津设立
‘

独立各省总参谋处
’ ，

围困京邑
，

扰乱国家
�

程璧光鉴于无兵自重的黎元洪难以控制局势
，

建议黎

离京出走
， ‘

号召义旅歼除横逆
，

庶几共和可保
，

国命有托
‘
� 并表示

‘

愿躬率舰队
，

护送前往
’ �

虽经再三劝

说
，

黎始无出京之意
�

后黎命程先行出京
， ‘

集中舰队
，

相机行事
’ �

�程璧光 �月 �日抵沪后
，

立即召集海军

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择及各舰长会议
，

通报北京近况
�

商讨对待时局方针
�

号召海军应以拥护共和为己任
，

奋

起讨伐叛逆者
�

于是驻沪海军
‘

决议宣布拥护共和
’ � ⑩可见海军参加护法斗争是与程璧光的竭力主持取他德高

望重的影响分不开的
�

通过以上史实笔者认为
�
第

‘ ，

程璧光与段棋瑞反目系山段之违法乱国所致 他既不畏强权
，

也不芍且

偷安
，

严然一身正气
，

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反映出他反对专制
、

追求民主的坚定立场
，

不失进步之举
�

第

二
，

他在
‘

府院之争
’

中站在黎元洪一边
，

并非只是图报个人知遇之恩
�

个人情感固然是一种囚素
�

但仅以此

看待政治问题未免简单化
�

程与段相争的关键是守法与违法之争
、

民主与专制之争
�

在程看来
，

黎系民国元

老
，

虽无实权
，

但却能依法抗段
�

是维护民主共和的
，

因而给予支持
， �

并希望以黎的正统地位
，

使民国得以

维持
�

所以
，

不能认为是个人意气之争
，

也不能说对黎的支持是无原则的
�

程璧光把拥黎反段与是否维护民

国联系在二起
，

并将约法
、

国会
、

黎元洪总统三者的存在
，

视为实行民主共和制的标志
�

在与孙中山联合护

法中
，

始终坚持这一基本思想
，

就不免引起人们对他的疑议
�

或者说他是以黎为政治靠山
，

因此所率海军并

未成为孙中山护法的可靠力量� 或者说他失去靠山后
，

只得依附孙中山护法
，

但又背离之
，

倾向桂系军阀
，

从而给护法造成干扰等等
�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
�

�二�
程璧光抵沪后不久

，

张勋复辟
、

废弃约法
、

解散国会
、

黎元洪隐退之事相继发生
�

段棋瑞借
‘

讨代复辟
’

之机
，

挥师人京
，

重新执政
，

启用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总统
，

时人视之为非法政府
�

段不但拒绝恢复国会与

临时约法
�

而且对西南诸省推行
‘

武力统一
’

政策
，

因此
，

孙中山发动护法讨逆斗争
，

以图争得
‘

真共和
’ ⑩

�

正当孙中山联结护法力量的时候
�

程璧光已率驻沪海军拥护共和
，

并拟以武力讨伐北洋军阀
�

孙中山认为
‘

海

军拥护共和
，

义声久著于全国
�

�
，

是一支强大的护法力量
，

因此
，

那紧开展联络海军的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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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璧光离京之前
，

曾向外文总长伍廷芳征求挽救时局之计
，

伍告之抵护后可与孙中山
、

唐绍仪
、

岑春煊
�

三

君计议
’ � ‘

国事可为也
， �

�因此
，

程与孙等接触较多
，

联合护法进展较快
�

但在接拾过程中
，

三君意见似乎不

尽统一
，

其中岑春煊
‘

喝力拉笼海军
’

�
�

居心厄侧
�

程对此
�

颇感疑虑
’
�

�

孙中山为顾全联合护法大局
，

消

除疑虑
，

排除干扰
，
�月 �� 日

，

特与唐
、

岑联名致函解释
� ‘

弟等同以救国为志
，

断无自相睽悟之理
’ ，

并邀

程至哈同花园
‘

面商一切
’ �

�此后联合护法的格局基本形成
�

�月 �日张勋复辟后
，

程璧光又邀集在沪要人议

决讨逆办法
，

并牵头发表讨贼橄文
�

严正宣告为维护
‘

共和国体
’ ，

我海陆军将士
‘

愿即日出师
，

挥戈北上
， ，

�

誓将歼除凶逆
，

永定邦基
， 。 。 护法局面为之大振

�

在联合护法的商讨中
，

还存在着如下间题
� 首先程璧光是将护法讨逆与黎元洪复职联系在一起的

�

如奉

命集结海军�黎隐退后
，

遣派海容
、

海筹两舰迎黎南下未果
，

又电告冯国璋
，

声明海军仍隶属黎大总统
， ‘

大

总统尚在
’ �

即
‘

号令未绝
’ 。 ，

就说明了这一点
�

在 �月 �日的合议中
，

实际也涉及到此问题
�

孙中山欲
‘

复

称临时大七
、

统
’ �

程表示
‘

奉大总统令
，

国家危急
，

属孙先生维持国事
’ �

孙又提议
“

当复设临时政府
， �

对此唐

绍仪首先
‘

起持驳议
‘
� 程又说

‘

所谓维持国事者
，

谓起兵讨贼
，

其它非敢知也
， 。

国有人以此说程璧光从护法一

开始就非诚心支持孙中山
，

恐怕言之过激
�

其实这属正常讨论问题
，

表明了各自对政治间题的看法
�

程对
‘

复

设临时政府
’

持谨慎态度
，

自有他的理由和道理
�

孙中山也并无强求之意
�

正是基于这一政治问题的复杂性
，

所以
，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机构称护法军政府
，

职务称海陆军大元帅
，

而不称
‘

临时政府
� 、 ‘

临时大总统
’
� 并

且在军政府组织大纲第 �� 条规定 �‘

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
，

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

止
， �

�可见上述问题在协商中并未引起大的分歧
，

也不存在谁投靠谁
，

谁依附谁的问题
。

维护中华民国是双

方联合的共同基础和目标
�

再就是关于海军军费和护法根据地问题
�

孙中山要求海军
�

明确表示拥护约法
’ ，

脱离非法北洋政府
， ‘

并

南下护法
’ �

因这关系到海军的生存与发展
，

程璧光也明确提出� 要
‘

确实负责使晌项有着
，
�

‘
两粤且有欢迎海

军南下之表示
’ 。

尽对此孙作了肯定的许诺和答复
� ‘
嘱程勿以经费为虑

’
�

，

完全由他负责
�

并在 �月 �� 日会

商后
，

即派人送去 �� 万元
，

以资急用
�

护法根据地
，

几经考虑
，

认为广州较为适宜
�

因桂系军阀陆荣廷除已

宣布两广
‘

自主
’ ，

否认非法政府外
，

也声称护法讨逆
�

受桂系排挤的广东省长朱庆澜
、

驻粤滇军方声涛等也

通电拥护共和
，

并请孙中山赴粤主持大计
�

所以孙中山决定先行赴粤开创护法局面
，

并促两粤各方明确表示

欢迎海军南下
�

�月 �日
，

孙中山偕同党人章太炎
、

陈炯明
、

朱执信等乘应瑞
、

海深两舰离沪赴粤
�

抵粤后

全力琉通各方欢迎海军
，

首先得到朱庆澜等及省议会的响应
�

相继致电欢迎海军
‘

移师粤海
’ �

孙中山也致电

称
‘

西南欢迎海军南下
’ ， ‘

教促舰队回粤
’ �

�程璧光接此电函后
，

信守诺言
，

于 �月�� 日
，

率 �艘军舰启航赴

粤
�

并通电全国
，

海军将士以
‘
三事自矢

，

一拥护约法� 二恢复国会� 三惩办祸首
’ �

坚持
‘

独立
， ，

不受非法

段政府之命
�

甸海军之举
，

展骇朝野
， ‘

实为全国护法之第一声
’

�
�

这对北洋军阀是一沉重打击
�

�月 �日海

军抵粤后
，

受到广州各界热烈欢迎
，

群情激奋
，

斗志昂扬
，

被孙中山视为护法
‘

得胜之先兆也
’

�
�

可见孙程

联合护法是有一个过程的
，

其中既有政治问题
，

也包括具体问题
，

但都能以护法为国的大局为重
，

开诚布公

地予以解决
，

说明不存在相互利用的阴谋
�

但与西南军阀的所谓护法扯在一起
�

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

程璧光以年近花甲之躯矢志护法
�

抱有为国为民献身的坚定信念
，

所以既将生死置之度外
�

也不雄任何

劝阻和利诱所动
，

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

在南下之前
，

曾遇到夫人的强烈反对
，

她
‘

哭于上海环龙路孙 �中

山�宅之门
，

不令璧光赴粤
’ ，

但他
‘

不为所夺
，

毅然就道
’ �

匀段棋瑞深知海军中坚为璧光
，

故为阻止他南

下
，

施展了种种阴谋
� ‘

初抵劝诱
，

继以威迫
，

狡谋百出
’

舍
�

离沪前派亲信游说未果
，

南下中又
�

迭电劝阻
’ ，

到粤后还派员前往
，

或
‘

饵以金钱禄位
， ， ‘

希冀取消独立
’ ，

或潜人舰队
‘

以图瓦解
’ �

但均遭到程璧光及海军将

�



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第�期

士的严词驳斥与果断处置
，

使其阴谋无一得逞
�

这与程璧光治军有方
，

军纪严明极有关系
�

海军成为护法劲

旅
，

其功不可没
�

程璧光在广州数万人欢迎海军大会的演说中
，

进一步阐述了护法的决心和目的
。 ‘

今日来

粤
，

联合西南各省巩固真共和
，

倘不达目的
，

决以一身殉之所不惜也
’ � ‘

非至约法国会恢复
�

我海军将士不肯

罢休
， �

⑧无可否认
，

海军是护法最坚定的力量
，

与西南军阀的所谓护法不能同日而语
�

�三�
程璧光率海军南下护法

，

可以说既是他一生经历中的壮举
，

也是一项最艰难困苦的事业
�

他不仅要与孙

中山合作
�

还要联合声称护法的西南军阀
，

如何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
，

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

那么
，

他的活

动对护法究竟起了积极作用
�

还是起了干扰
、

破坏作用�尚需依据他所处的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 “

马克思理论

的绝对要求
，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 �

愈

第一 如果没有程璧光所率海军的支持
，

孙中山难以立足广州开创护法局面
�

西南诸省并非是一块
‘

拥护

共和
’

的
�

民国千净土
’ 。 �

西南实力派军阀陆荣廷
、

唐继尧等
�

也并非真心拥护共和与临时约法
�

实质是要假

护法之名
，

而行独猫西南之实
�

但孙程都未看清他们的本质
，

被其假象所迷惑
，

一概视为联合护法的力量
�

实际上桂系军阀一开始并不同意孙中山立足广州护法
�

孙派出的联络员谭超
、

胡汉民等
，

在与陈炳馄
、

陆荣

廷的商讨中
，

或遇到拒绝
，

或以
“

经费困难
’

相推托
�

他们因考虑
‘

可借海军国会以壮声威
，

而饰外观
’

�
，

孙

又保证各项经费
‘

完全由他负责
’ ，

方得
‘

勉强同意
’ �

但明确提出不受孙之指挥⑩
�

可见联合西南护法的工作

是在仓促
、

被动的状况下进行的
�

孙中山急欲利用南方军阀护法
，

结果适得其反
�

虽有非桂系部分陆军的支

持
，

但其实力有限
，

不足以拥孙中山立足广州
，

况且随时有被桂系赶走和消灭的可能
�

省长朱庆澜被驱走就

证明了这一点
�

但有海军的支持
，

情况就非同一般了
�

海军 �� 艘舰船先后进驻省垣
，

构成颇具威摄的军事力

量
，

所以桂系才表示
‘

欢迎
’ �

海军是孙中山立足广州开创护法局面的关键
，

这一点皖系密探马凤池当时就已

看出� 孙所恃陆军
‘

实力单薄
，

乌能成事
� ， “

断断不能持久
’
� 然得海军

‘

开往助劲
’ ， ‘

进可以战
’ ， “

退可以守
’ ，

其后果就难以预料
�

�

虽然程璧光反对北洋军阀的目标是明确的
，

但对如何应付西南复杂多变的局势和处理各派系之间的关

系
，

却显得力不从心
，

难以把握
�

尽管孙
、

程对联合西南军阀护法并无歧见
，

但在联合的具体方式
、

方法

上
�

似乎并不完全一致
�

环境迫使程较多地扮演了
‘

调和派
’

的角色
�

虽然对孙中山立足广州起了保护作用
，

但却不能获得革命党人的理解和满意
，

随着形势的发展
，

不免产生新的矛盾
�

第二
，

关于护法军政府的问题
�

孙中山比较乐观地估计了西南的局势
，

认为只要联合一致共同讨逆
，

护

法
‘

成功可以预期
’
�

�

在未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
、

唐继尧等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
，

孙按照其理想全力组建

护法军政府
，

意在统辖西南护法力量
�

粤督陈炳馄首先反对另组政府。 ，

为消弱护法势力
，

将省长朱庆澜驱

走并接管其所署军队�� 营
，

加之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
，

说明组建军政府的条件并不成熟
�

�月 �日
，

国会

非常会议相继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
，

唐继尧
、

陆荣廷为元帅
，

以
‘

辅助大元帅行使职务
’ ⑨

�

接着任命

了各部部长
�

军政府甫告成立
�

陆荣廷立即复电反对
， ‘

方今国难初定
，

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
�

总统存

在
，

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
�

元帅名称
，

尤滋疑议
，

易淆观听
’ ， ‘

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合
，⑩

�

并通电全国
，

声明

·

概不负责
’ ⑩

�

唐继尧亦不就职
�

孙中山虽迭电敦请唐
、

陆就职
，

但始终遭到拒绝
�

在此僵局下
，

海军部长

程璧光等
， ‘

皆延未就职
’ ，

各部多以
“

次长代理
’ ， “

事实上亦无多事可办
�

�
， ‘

权日处
，

命令不能出府门
’

�
�

程

璧光未出任军政府海军部长职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简单地说既与他对民国政治问题的看法有关
，

也与现实的

情况和人们对军政府的态度有关
�

值得注意的是
，

为什么各部长皆未就职�为什么连老资格的党人章太炎也

劝孙中山
‘

遥戴黎公以存国统
，

使人不能苟与贼和
，

且示无白尊意
’

呢�总之
，

军政府陷人被动局面
�

程璧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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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职并不意味着放弃护法主张
，

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

不能一概而论
，

要求他唯命是从
�

实际上他避开政治

纷争
，

更便于协调护法内部的关系
，

进而维持西南的护法局面
�

如果不是
‘
璧光拥护军政府最力

’
�

，

恐怕军

政府更难以生存下去
�

第三
、

程璧光及海军在护法战争中的作用
�

���� 年 ，
�

�� 月间
，

段棋瑞坚持用武力平定西南
，

以湖南
、

福

建为突破口
，

举兵南下
，

一时西南局势岌岌可危
�

在南北交战之际
，

孙中山虽制定了西南诸省联合一致北伐

的计划
，

并不断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军事命令
，

但由于西南军阀阳奉阴违
�

使其计划和命令大都成了一纸空

文
�

程璧光认为
，

南北之战是护法者与毁法者之战
，

是讨伐北方叛逆争回真共和的机会
，

因此
�

积极调动海

军参战
，

协同军政府开辟第二战场
�

首先是与孙中山协调一致组建援闽粤军
�

原先程璧光曾与朱庆澜商定
，

将其所辖亲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

由陈炯明任司令官
，

结果被桂系强行接管
�

因福建方面战事吃紧
，

程璧光

除拟率海军迎战外
，

坚持将原省长亲军 ��营改建为援闽粤军
，

仍归陈炯明指挥
�

但与陈炳馄前后磋商
‘

不下

十数叭
’

均无结果
�

程颇感
�

粤事内情复杂
，

殊缺一致精神
’ �

因此
�

亲自赴平塘会晤陆荣廷
� ‘

解释纷纭
’ ，

晓

以联合护法的大义
�

在程璧光的奔走协调下
，

桂系终于同意将
‘

原有亲军 �� 营划交陈炯明接管
’ ，

并答应每月

支付海军
‘
�� 万元军晌

’ �

匀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

一是海军有了活动经费� 二是使军政府实际上获得

了一支����人的基本军队
，

使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的计划成为现实
，

由此西南出现
‘

一致护法
’

的气象
�

其次
，

程璧光在指挥海军作战和配合援闽粤军行动方面
�

也与孙中山积极合作
�

为了援闽就派出海析
、

永丰等 �艘舰船
，

给陆军以大力支持
�

在平定莫擎宇叛乱 收复潮梅
，

以及讨伐龙济光的战斗中
，

海军都起

了
“

关键
’

性作用
�

�曾受到孙中山明令嘉奖
�

总之
�

海军在护铸战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对护法军政府给予

了有力的支特

但是
，

由于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暗中相勾结
，

南北出现停战议和或不战不和的混沌状态
�

各种关系日趋

复杂
，

加之西南军阀仍对军政府实行孤立政策
�

军事行动并不统一 从而使护法战争难有新的起色
�

第四
、

关于海军军费问题
�

上文提到海军南下前的孙
、

程协议
，

从海军方面看遵守了协议
，

并坚持了护法主

张
�

但孙中山却无法兑现负责军费的诺言
，

尽管他竭力而为
，

可后来的军费并无着落
�

军政府
‘

经济极为竭级
’ ，

仅靠有限的
‘

华侨募助之款
’

等维持门面
�

从大元帅到各职员每月仅有
‘

零用 �� 元�
‘

承销尚不易易
’ �

母他哪里

顾得上动则上万元的海军军费呢� 目前还未见到程璧光因此话难孙中山的文字
，

也未见到程以此与孙反目的资

料
�

也许他理解孙的处境吧
，

所以才另谋解决之法
，

当时有效的途径就是向声称护法并握有两广财政权的桂系

求援
，

舍此还能有何选择�一些论者闭口不谈无军费海军就无法开展军事活动
，

而只强调程璧光被桂系金钱

所惑
，

而使海军
‘

骏骏倾向桂系
’ ，

被桂系所
‘

操纵
’
�程璧光

“

依违其间
，

无明显之态度
’

等等母
�

这种苛求是

不公允的
�

以前笔者也附合这一面之词匀
，

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
�

认为谁给军费海军就依附谁的观点也值得

商榷
，

对此应作全面考察
�

不能忽略海军护法为国
、

拥护共和的大前提
�

�四�
随着南北停战议和局面的出现

，

西南的护法局势更加复杂
，

虽然西南军阀仍以护法作为政治法码与北方

对峙
，

但对军政府依然多方制肘
，

使其有名而无实
�

这表明联合西南军阀护法此路行不通
，

注定要失败
�

在

此情况下
，

程璧光举步维艰
，

虽力图协调挽救
，

但也不免顾此失彼
�

由于程璧光竭力协调桂系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
，

所以
�

���� 年 �� 初桂系在梧州召开的军事会议
�

特邀

大元帅代表胡汉民
、

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参加
，

在表面上作出了联合抗北的姿态
�

但对军政府依然力加钳制
，

使其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
� ” 月 �� 日

，

孙中山欲用海军炮击督军府
，

以驱逐陈炳馄
，

并
‘

商之程璧光� 程认

为联合抗北刚有起色
�

再与桂系发生内部冲突
，

将使关系更加佩化或致影响大局
，

故
‘
坚持不可

’ 。 �

随后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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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军舰调泊黄埔
，

宣布戒严
，
以防意外事变

�

不久孙中山的侄儿孙振兴不幸在警戒区被海军误毙
�

这使孙中

山及邵分革命党人对程极为不满
�

莫荣新接任粤督后
，

将军政府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概视为匪就地枪决⑦
�

孙中山异常气愤
，

决心再次驱逐莫荣新
�

当李烈钧
、

吴景漆
、

王正廷等悉
‘

秘密消息
’

后
，

均屡加劝阻
，

孙
“

故

此装病
，
而拒绝

�

� ���� 年 �月 �日
，

孙未征得程同意
，

亲登豫章
、

同安两舰
，

指挥炮轰督军府
，

因事先联络

策应的陆军临阵违令
，

使海军势孤未达目的
�

对此事件当时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
�

孙中山认为莫荣新
’

绝不还

炮
’ ，

事后又道欠
， ‘

承认军政府所要求之条件
， ，

由此军政府有了
“

生路
”
�

，

故对莫表示谅解
�

程璧光认为此

举
�

未免轻率
’ ， “

引为大憾
’ ，

并以罢免两舰长的职务表示不满
�

一些革命党人认为这是程
‘

开罪桂系
’

�
，

与其

相勾结
，

阻碍护法的具体表现
，

开始萌发消灭他的想法
�

孙对程的作法似乎在表面上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
，
�

月 ��日在宴请海军滇军官佐会上
，

孙中山在肯定了海军功绩后指出
�“

到粤以来
，

程总长所以不肯急进者
，

以

小心谨慎
�

统筹全局所致
� ’

但又将此归结为使护法
‘

以最好之机会
，

最易之事业
，

亦不能稍有起色
”

的原因之

一 �宛转地表示了对程的不满之意
�

如此矛盾的说法是令人费解的
�

程璧光何不希望护法早日成功
，

民国

得以恢复
，

但
‘

空头
’

军政府在不提供军费的情况下
，

既要求海军讨伐北方叛逆
，

又要求调转炮 门消灭护法的
‘
盟友

’ ，

这种要求和作法是不现实的
�

程璧光要对海军的生存与发展负责
�

所以不得不慎重从事
，

否则一味

急进不仅会使本已混乱的护法局势更糟
，

而且海军也难以立足广州
�

无实力附身的革命党人可以成则来败则

走
，

而程璧光却不能置海军舰船
、

官兵于不顾
�

公而论之
，

他的举措是不难使人理解的
，

程璧光绝非趋炎附势
、

急功近利之辈
，

他对桂系的讨好
、

拉笼始终保持警惕
�

在调离陈炳媲之际
，

陆荣

廷曾作过笼络性试探
，

对程表示
‘

广东督军一席
，

非公莫属
’ �

广西督军谭浩明亦
‘

复从旁劝说
’ �

程
‘

力谢不

敏
’ ，

并告之
‘

余此行为扩法救亡而来
，

涉权利问题
，

非余所乐闻也
’ � �

后潭又对稗
研

衍天发誓
，

诚心拥戴
’ �

但程
‘

坚却不为动
’

�
，

此议方止
�

这表明程既不被权利所诱惑
，

也不愿与佳系扯在一起
�

他蝉精竭虑
， ‘

在各

方面矛盾斗争中
’ ，

委曲求全
， ‘

往来周旋其间
’ ，

尽力调停
，

目的是为开拓护法新局面
，

其作用应
止

于以肯定
�

鉴于西南军事颇难统一
，

���� 年 �� 月 �� 「�，

孙中山主张
“

发起西南各省联合会议
，

务期联西南各省为

一大团体
’ �

以资抵抗北方之武力统一方针
�

母主要意图是以联合会的名义
，

专事军队指挥事宜
�

程璧光也认

为
�

非互相联络
，

不足以制胜
’ �

母故为组建护法各省联合会多方疏通
�

因意见分歧
，

众说纷纭
，

联合会三起三

落
�

最后桂系企图利用联合会取代护法军政府
，

所以遭到部分国会议员和车命党人的反对
�

程璧光亦认为有

违自己的本意
， ‘

久之识其无远图
，

心不谦
’

尽
�

联合会
“

卒以搁浅
’

侈
�

虽然程参加联合会的目的与桂系的阴谋

不能相提并论
，

但这件事加深了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
�

西南联合会难得各方面的满意
，

军政府事实上又徒有其名
，

所以用什么方式使西南统一是当时最难解决

的问题之一
�

一部分国会议员倡议改组军政府
，

意在调和各方关系
，

容纳各方代表
，

以收统一之效
�

初议的

办法是将军政府的统一制改为合议制
�

程璧光
‘

力赞其议
’ ，

并在孙中山与陆荣廷等各方之间
‘

极力疏通
’ �

份

���� 年 �月 �日
，

程邀请孙中山
、

唐绍仪
、

莫荣新等在海军办事处海珠开会
，

商讨军政府改组事宜
�

所提办

法拟将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制
，

设总裁若干人行使联合会议之职权
，

只限于军事范围� 总裁隶属于合议政府

之下
�

孙中山除将原定草案变更
‘

一二条
’

外
， ‘

亦无异词
’ �

军政府改组还在酝酿阶段
，

程即离开了人世
�

程璧光为什么赞成改组军政府
，

应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二

他认为通过改组如乳使各方满意
，

进而

达到统一
，

军政府方可切实发挥职能
，

这对
‘

护法前途
，

大有裨益
’

�
�

而且在具体作法上系采用平和的手

段
， ‘

往返磋商
，

斟酌再四
’

�
�

并非要强加哪一方
，

最后尚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认可
�

故与情理
、

法理并不札

悖
，

不失为使南方联合一致的一个途径
�

尽管用心良苦
，

但却激怒了一些革命党人
，

认为这是他背离孙中

山
，

并与桂系
‘

沉滋一气
’ �

破坏军政府的阴谋
，

其危害较桂系而有过之
，

急欲杀之而后快
�

此时桂系不断施

�



杨奋泽 程璧光率海军南下护法略论

展离间之计
，

又掀起欲以程璧光任广末督军或省长的风波
，

其中真假难辨
�

尽管程力辞不附其意
，

但各方通

电
、

劝说纷至沓来
，

煞有介事
�

未成事实他即遇难
�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持程璧光系被桂系暗杀的观点
，

这是

不符合史实的
�

无可否认
，

他死于朱执信为首的革命党人之手
�

� ���� 年 �月 �� 日
，

程壁光在海珠码头遇刺

身亡
，

享年 �� 岁
�

他率海军为护法而来
，

壮志未酬
，

却死于非命
�

痛哉�

程璧光遇难后
，

西南诸省
‘

无不同声痛悼
’ ，

护法军政府和广东督军府均发出严缉凶手令和布告
，

但终无结

果
�

孙中山在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发布的讣电
、

治丧令中
，

既表示了对他
‘

道遭贼害
’ ， ‘

实为民国之不幸
’

的痛

惜之情
，
也充分肯定了程璧光的护法功绩

� ‘
程公以海军南来

，

首倡大义
，

护法救亡
，

功在天下
’
� 统领各舰

‘

来粤

共同讨逆
，

厥功甚伟
’ ⑩ �

并以军政府的名义咨请国会非常会议给予国葬荣典
�

以表彭他
‘

首倡护法
，

统率海

军来粤
，

功高望重
，

方冀协力同心
，

共扶危局
’

的
“

殊勋
’ ⑧ �

后来还在海珠为程
‘

建设铜像
�

以垂久远
，
�

�

但

是
，

令人费解的是上述评价并未成为
‘

盖棺定论
’ ，

相反
，

对其贬滴之词甚多
，

这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人物的

悲剧
，

也说明在史学研究中还存在许多值得深人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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