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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 、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谭群玉

[提　要]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 , 最有实力的派系 , 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 , 唐绍仪在 1918 年

军政府改组时 , 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 , 进入权力中枢 , 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

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 、 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 , 使他们主张 、 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

案 , 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 , 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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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是戊午 (1918)年军政府改组当选的七总裁之一 , 益友社则是护法国会中 , 最有实力

的派系。对于唐绍仪 、益友社与军政府改组的关系 , 以往研究比较注意在陆荣廷与孙中山的矛盾

对立中 , 唐绍仪等人 “不偏不倚” 的调和作用
①
, 以及益友社在以合议制取代大元帅制过程中 ,

与桂系 、 滇系和政学会被动的合作关系
②
, 其实这些调和者另有政治目的 , 因而主张实行军政府

改组 , 不乏主动性。深入探讨二者的深层关系 , 有助于揭示唐绍仪当选为总裁的潜因 、 民党部分

稳健派的政治诉求 , 以及政治转型时期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一

护法时期南北对立局势形成后 , 南方各派在反对段祺瑞武力专制问题上 , 利害一致 , 但对各

自在南方政权中的地位 , 存在矛盾 。此时南下的议员 , 主要由旧国民党员组成 , 其中又分为三

派 , 即被视为稳健派的益友社和政学会 , 及急进派的民友社 , 他们分别拥戴唐绍仪 、岑春煊 、孙

中山为领袖。益友社与孙系民友社政治倾向不同 。1916年 8 月国会恢复后 , 孙派主张通过培植

军事实力 , 讨伐北洋派 , 夺取政权;益友社则主张利用在国会占多数议席的有利条件 , 与北洋派

平分政权
③
。益友社与政学会在主张通过渐进 , 实现社会改造上 , 见解相同 , 但对由谁出任未来

政府领袖 , 存在分歧 。西南武人派由于地域关系 , 划分为桂系和滇系。他们比较看重军事实力的

作用 , 但在力量扩张过程中 , 不免发生冲突 。原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 , 则系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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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之命 , “冀为后图”
④
。正是因为各派宗旨 、利益时同时异 , 导致他们在政局中时合时分。

益友社主张采用合议制 , 是要推戴他们心目中 “领袖西南” 的 “总枢” 唐绍仪
⑤
, 后者对此

也不乏幻想。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 护国战争结束后 , 孙中山委托其从事旧国民党

的恢复工作。民党分化后 , 唐绍仪成为益友社的实际领袖 。益友社在南下议员中不仅人数最多 ,

而且占据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副议长两个要职 , “实力为各派之冠”
⑥
, 在国会中举足轻重 。主张

议会政治的唐绍仪 , 一直渴望藉益友社的力量 , 在政治竞争中取得相应地位。军政府建立前 , 他

就主张实行合议制 , 理由是 “军务院组织手续较单简 , 故成立较速 , 各事便可进行。”
⑦
袁世凯之

后 , 中国群雄并立 , 任何一派都不能占绝对优势 , 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同掌中枢 , 寻机发展 。但

孙中山建立的军政府 , 采取大元帅制 , 使各派领袖希望落空。唐绍仪退居原籍香山唐家湾 , 不就

财政部长职 , 即已隐示他对大元帅制的不合作态度。军政府成立后 , 南方各派决定用合议制代替

大元帅制的较早记录 , 是益友社主要成员 、 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于 1917 年 10月 10日晚 , 约人在

广州南园府中 , 讨论西南联络一致办法 , “暂假定联邦制”
⑧
。筹划者还包括益友社首领王正廷 ,

以及孙中山的得力干将胡汉民 、汪精卫 , 由此不难推测孙政府处境的艰难 。

对于唐绍仪与军政府的关系 , 以往研究者意识到 , 唐终未到任 , 是因为他 “对护法北伐和军

政府内部的团结有某些不同看法” , 但仍视其为桂系与孙中山矛盾中的 “调和” 者
⑨
。实际上 ,

唐绍仪此时对孙政府完全持反对态度。7月 3日 , 当他与孙中山 、程璧光等在上海时 , 就反对孙

设立临时政府的建议 , 致使 “议不决” , 实际上是不愿孙出任临时大总统
⑩
。10月 12日 , 当伍朝

枢与王正廷到香山造访他时 , 唐对于政治委员制和组织稳健派党表示赞成 , 愿意帮忙 , 但以孙中

山离开广东为条件
 11
。后来益友社与政学会联合建议 , 用 “合议制” 代替大元帅制 , 与唐绍仪私

下态度 , 有密切关系 。益友社首领之一 、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对孙中山出任大元帅 , 一开始就

持有异议 , 只是碍于反对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共同需要 , 以及对孙的经费依赖 , 而暂时隐忍 。当

大元帅制受到西南实力派抵制时 , 便乘机主张用合议制代之
 12
。

以合议制代替大元帅制 , 本是除孙中山以外的其他西南各派领袖乐于接受的事实 , 但在西南

联合会成立过程中 , 由于滇桂两系先后操纵 , 企图独家把持 , 从而遭到其他势力的强烈反对 。唐

绍仪认为成立联合会议是 “画蛇添足 , 自相纷扰”
 13
。益友社希望护法政权改行合议制 , 但并不

主张将非常国会建立的政府推倒 , 另立一个由西南武力派自发结合的权力机构 。因为军政府由非

常国会产生 , 府 、会命运一致 。如果军政府被取消 , 不仅局面混乱 , 对国会本身也诸多不利 , 故

认定桂系若取消非常国会以否定军政府存在 , 则与北洋军阀 “同样违法”
 14
。这时外交形势的变

化 , 使得寻求外交承认和援助迫在眉睫 。但与外国有着密切交往的唐绍仪 、伍廷芳 , 则以没有明

确统一机关对付 , “殊难着手” , 主张必须先使列强承认西南为交战团体 , 然后有确实组织 , 才能

得其承认
 15
, 实际上是迫使西南赶速成立一个各派能够接受的联合机构。

可见 , 唐绍仪和益友社表面上 , 是孙中山与陆荣廷对立之间的中间势力 , 实际上他们与孙 、

陆之间不只是调和关系 , 而且有利害冲突。当孙中山的大元帅制有碍他们把持政权时 , 便积极策

划 , 企图用合议制代替单独制 。当陆荣廷的桂系企图独自操纵旨在统一西南的西南联合会时 , 他

们又以不合作为抵制 。在他们的政治主旨驱使下 , 致使军政府改组案再次被提出。

二

唐绍仪等主张军政府改组 , 是为了均衡各派权益 , 以与孙中山平起平坐。1918年 2月2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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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 唐绍仪 、程璧光 、伍廷芳三人 , 邀请孙中山 、莫荣新等在海珠举行会议 , 议定将军政府及护

法联合会合并 , 改为联合政府 , 设政务委员七人 , 以合议制均衡各派权益 , 目的是使伍 、唐 、程

诸人与孙 “居于同等政治地位”
 16
。这种符合其 “历来主张的平分政权的政见”

 17
, 显示了中间势

力热心调停的政治目的所在。各派的利害关系相互制衡 , 是合议制产生的主要原因 。

海珠会议后 , 各方在政学会议员汤漪起草的 “联合政府组织草案” 基础上 , 拟定了 “中华民

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草案。非常国会还议定用合议制改组军政府 , 并决定由唐绍仪 、 伍廷

芳 、 程璧光及吴景濂四人通电护法各省各军 , 征求同意 , 再由国会非常会议正式通过。但各方对

修正案 “反应冷淡 , 桂系且明示反对”
 18
。关于孙中山在海珠会议后的反应 , 据其本人 4 月份回

忆 , 当伍朝枢与他商量军政府改组案时 , 他即直接以违法 “拒绝之” 。后来伍朝枢又请唐绍仪调

和 , 唐拿出改组条例 , 孙中山顺笔将 “联合” 政府改为军政府 , 唐 “始有难色” , 但他拿经孙改

过的条例给伍廷芳看时 , 伍则 “甚满足” , 第二天就马上想要国会通过 , 宣称条例是经过孙中山

修改认可的 。后因为时过促 , 未能通过
 19
。这说明孙 、唐 、伍三者在军政府改组问题上 , 意见相

当不一致 。由于桂系公开反对 , 唐绍仪与伍廷芳一度提出联合会与军政府并存方案 , 主张 , “联

合会议筑于武力之上 , 以之对内;军府筑于民意之中 , 以之对外。分途救国 , 并行不悖。” 这种

折衷办法 , 得到粤督莫荣新赞同。于是莫通电各方 , 催派代表 , 藉以 “对付时局”
 20
。

3月下旬 , 由于段祺瑞重新组阁 , 北方战和形势骤变 , 南北矛盾再度成为主要矛盾 , 南方各

派关系因此有所改变 。为防止北方乘虚而入 , 因而产生 “团结以对北方之意志”
 21
。唐绍仪 、 伍

廷芳以及部分议员提出的孙陆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方案 ———军政府改组案 , 成为包括孙派 、非常国

会及其政治代表 、海军 、 滇系和部分桂系共同接受的平衡方案 , 4月初 , 陆荣廷终于答应赞成改

组 , 军政府改组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唐绍仪 、益友社与军政府改组的关系 , 以往人们较多注意到其调和 、 附从 、以及为经济

利益所趋的被动一面 , 如果进一步探究 , 还可以发现他们主动 、自觉的一面。首先 , 军政府组织

大纲修正案 , 系由益友社 、政学会议员共同提议 , 并建议开会讨论 。4月 10日 , 非常国会修正

案的提议人 , 主要包括益友社骨干罗家衡 、 张瑞萱 、 褚辅成和政学会骨干汤漪 、李述膺等。非常

国会初读会以 40余票多数赞成通过改组案 , 也是益友社与政学会议员合作的结果 。会议推定的

临时审查委员 21人中 , 包括益友社 、 政学会和民友社议员 。并照常例以首列议员罗家衡为委员

长
 22
。其次 , 益友社对修正案态度坚决 , 说明其政治诉求明确而坚定。修正案提出第二天 , 孙中

山邀全体国会议员到军府谈话 , 说明反对改组军府的理由和决心时 , 吴景濂 、 褚辅成等仍坚持改

组说 , 声称改组是为了 “多扩充军政府的实力”
 23
。此外 , 修正案的通过 , 也与益友社执意坚持

有关 。改组案正式通过之前 , 吴景濂藉口有人组织 “公民团” 准备包围国会 , 请求地方当局派兵

保护 。改组案通过当天 , 直接出面极力主持的也是吴 。直到事后他还说 , 公民团的首领 , 就是民

友社议员叶夏声
 24
。可见益友社首领对军政府改组案的通过 , 自始至终十分重视 , 态度坚决 , 没

有他们积极推动 , 改组根本不能成功。李根源事后给吴景濂等人的致电 , 也证明了这点
 25
。在各

方推动下 , 5月 4日 , 国会开会 , 《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 , 经审查长罗家衡报告大会 , 提出讨论 ,

即席通过 。当日 , 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

但是 , 当滇桂系企图以调和名流岑春煊为西南领袖 , 平衡滇 、 桂 、孙矛盾 , 并方便与北方政

府谋和意向表露时 , 益友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们提出 , 军政府不宜 “率尔更张” , 主张等到

6月正式国会召开后再说
 26
;并希望通过挽留孙中山 , 抵制岑春煊等主和

 27
。可见益友社推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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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当他们发现改组有可能被桂系和政学会利用 , 作为牺牲非常国会 , 与北

方议和的工具 , 危害自己利益时 , 即力图阻止 。桂系的武力强制 , 使益友社的补救措施未能实

施。张开儒案的发生 , 致使修正军政府组织法经二读 、 三读会飞快通过 , 军政府改组案正式确

立。

益友社延缓改组案成立的企图虽然未能奏效 , 但在改组后军政府的名称上 , 则如愿以偿;唐

绍仪在议会中最高的支持率 , 也使之对未来充满希望 。西南实力派曾经主张 , 改组后的南方政

府 , 采用 “联合政府” 名义 , 以示与原来孙政府有别 。但在改组案二读会讨论本议题时 , 议员们

将 “联合” 二字删除 , 直称中华民国军政府
 28
, 以使改组后军政府与原来军政府保持了行政上的

连续性。说明尽管处于实力派势力之下 , 国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 , 也显示了益友社实

际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体现自己意志的机会 。对于军政府改组的实质 , 有人认为是 “把大元

帅的首领制取消 , 改为实力派的首领合议制”
 29
。实际上合议制并非实力派独享 , 也包括民意派

参与 , 体现了分权制度之下 , 议会是国家政治中不容忽略的部分 。此外 , 从 5月 20日唐绍仪等

七人被选为军政府总裁的情况看 , 唐绍仪得票最高 , 以 115票当选。可见如果纯取民意 , 由非常

国会选举南方领袖 , 唐绍仪最有希望当选。这也是唐一直做着总统梦的资本。

益友社与政学会在反对大元帅制上 , 虽有共同立场 , 但对由岑春煊还是益友社代表主持南方

政局 , 存在根本分歧 , 说明此时不仅民意派与西南实力派 、民意派内部稳健派与急进派之间 , 由

于政治趋向 、实现政治目标手段及利害的不同 , 在政权问题上存在冲突 , 即使是政治手段主张相

近的稳健派之间 , 由于拥戴领袖不同 , 也会产生利益制衡作用 。

三

舆论界认为 , 改组后的军政府 , 由稳健派占据势力
 30
。此时日本政府也倾向于由国民党稳健

派而非急进派首领 , 出任中国南北统一政府首脑 。日本政府为了促成中日军事同盟 , 共同干涉苏

俄革命 , 加紧诱迫西南护法各派与北洋派妥协。3月 4日 , 唐绍仪离沪赴日 , 北方研究系首脑汤

化龙也于 4月初抵达东京。据报道 , 日方提出调和中国战事的方案之一 , 是由唐绍仪或岑春煊担

任国务总理 , 组织南北两派联合内阁 , 但以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为条件 。对此 , 唐绍仪有 “受

愚” 之感 , “坚决谢拒之意” , 声明 “调和非一种买卖 , 如此条件 , 殊不能容许。总统选举何人 ,

仍国会之权限 , 非吾之所能”
 31
, 似乎对自己由国会选为总统 , 还有所期待 。

关于唐绍仪不就任军政府总裁一职的原因 , 以往因依据材料和视角不同 , 看法截然相反 。有

人意识到 , 唐绍仪不就职 , 是不愿与改组后的军政府合作 。究其原因 , 则认为是为了与孙中山保

持一致
 32
。但也有人注意到 , 6月中旬 , 孙中山途经日本转赴上海期间 , 并未与唐会晤 , 从而猜

测此时唐与孙或许政见歧异。唐对改组后军政府持 “不介入” 态度 , “或许是想超然于西南护法

各派的内部争斗之上进行调和”
 33
。改组军政府是唐绍仪积极努力的结果 , 改组成功却不就职 ,

有两个可能:一是对改组结果不满 , 二是有更大愿望 。唐绍仪宣称 , 他将以国会行动为行动 , 只

要两院正式开会 , “自当就任”
 34
, 并公开致函非常国会 , 希望早日达成法定人数 , 正式开会 , 以

利内政外交
 35
。记者推测 , 唐绍仪特别强调国会的作用 , 大概是因为护法战役即为国会而起 , 国

会为民主国主体 , 有国会才可产出政府 , 行使权能
 36
。从中不难看出唐绍仪对未来政权的期许 。

军政府改组 , 规定主席总裁将由政务总裁和各省各军代表组成的政务会议推选 , 而不是由国会选

出 , 致使在国会中得票最多的唐绍仪 , 有可能屈居于得票最少的岑春煊之下 , 令其难以接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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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时日本正在调停中国南北 , 有支持唐绍仪或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的打算 , 唐滞留日本 , 与此或

有关系。

主席总裁的归属 , 是军政府改组最敏感的问题 , 也是引起种种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孙中山与

吴景濂主张由伍廷芳担任 , 巫山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柏文蔚和美国若干舆论也支持伍
 37
。益友社

推荐的主席总裁人选与政学会 、桂系的不一致 , 也可说明益友社在戊午军政府改组问题上 , 并非

桂系和政学会的附从 。由于唐继尧与陆荣廷鼎力支持岑春煊 , 加上唐继尧 、李烈钧等人多方疏导

伍廷芳和林葆怿
 38
, 致使岑最终被选为军政府主席总裁 。

军政府改组 , 使益友社势力进一步得到扩张 。改组后的军政府 , 实际上是各派力量的联合政

府。益友社推崇的领袖唐绍仪没有到任 , 接近益友社的伍廷芳 , 可算是益友社利益的代表者 。伍

廷芳在这次改组中 , 担任了军政府总裁兼外交总长 , 后又兼任本拟委任唐绍仪的财政总长 , 成为

军政府中权势仅次于岑春煊的第二号人物。其子伍朝枢则囊括了总务厅长和外交次长。而改组后

军政府各部的组织形式 , 是由各部首脑自行组织办事人员 , 基本是各自的原班人马
 39
。此外 , 政

务会议置参议 9人 , 有向政务会议建议 、 及答复咨询的权利
 40
。其中 , 也有褚辅成 、易次乾等益

友社代表
 41
。旧国会重新开会后 , 对众 、 参议院议长略作调整。因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 、 参议院

议长王家襄不肯南下 , 9月16日 、 10月 19日分别改选褚辅成 、 林森
 42
, 在改选后的护法国会两

院正副议长中 , 只有林森为民友社代表 , 其余均为益友社成员 。军政府改组后 , 益友社的势力占

据财政 、 外交 、 总务等重要部门 , 以及国会参众两院 4个议长中的 3个席位 , 成为南方军政府和

国会中举足轻重的势力 , 部分显示了民意派力量向民初权力中枢的渗透。

但是 , 唐绍仪和益友社的意愿并未完全达到 。主席总裁由政务会议而非国会产生 , 在总裁选

举中得票最多的益友社领袖唐绍仪 , 并未成为主席总裁的候选人 , 这或许是唐迟迟不愿就任总裁

的原因之一 。此外 , 由益友社推荐 、与之关系密切 、 利害一致的伍廷芳 , 也未能当选为主席总

裁。反映了益友社在势力扩张的同时 , 受到西南实力派的制约 。可见 , 武力的权威在此时民国的

政治生活中 , 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

因此 , 戊午军政府改组 , 实为南方各派政治势力冲突与妥协 、 制约与平衡的结果。在没有一

个强力中心 、群雄并立的情状下 , 政治运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基于实力与民意的派系制衡

与协调 , 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的政治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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