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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交往

张晓辉
(暨南大学　文学院 ,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唐绍仪和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县人 , 属同时代的政治家。他们在民国初年曾共同为反对军阀独裁专制 、

维护民主共和而携手合作 , 同时在实现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上又存在着重大分歧 , 以致最后在政治方

面分道扬镳。但两人是君子之交 , 并未反目为仇 , 反而一直保持着私人的过从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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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绍仪和孙中山合作的政治基础

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共和 , 反对军阀专制独裁

统治 , 是孙中山 (1866 ～ 1925)和唐绍仪 (1862～

1938)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是我国近代伟大的

民主革命家 , 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

有深刻的了解。唐绍仪早年 “在美国留学 , 素受共

和思想” [ 1] 。回国后沉浮于宦海 , 脑中的民主共和

思想被深深地封固起来。但辛亥革命爆发后 , 唐开

始了与孙的经常交往 , 逐渐转向共和民主 , 由清皇

朝的一品大吏 , 成为顺应民主潮流的开国功臣。

在辛亥南北和谈中 , 唐绍仪虽为北方全权代

表 , 却倾心共和 , 与孙中山、 黄兴等推诚协商。唐

对孙主张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表示赞成 , 在整个和

谈中都坚持共和的立场 , 不惜违背袁世凯之旨意。

据柏文蔚回忆说 , 唐自孙介绍加入同盟会 , “非常

忠实” , 并向孙建议 “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

凯” 。[ 2]出任民国首任总理后 , 唐决心推行责任内阁

制 , 在同盟会阁员的支持下 , 事事恪遵约法 , 其内

阁当时曾被人称为 “同盟会中心内阁” 。唐、 袁的

分歧就产生在作为政府总统和总理是否遵守共和制

度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 , 唐为捍卫责任内阁而不

惧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民初反对袁世凯专制复辟的护国斗争中 , 唐

绍仪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站在一起。“二次革命”

爆发之初 , 他便与蔡元培、 汪精卫联名通电讨袁 ,

要其 “宣布辞职 , 以塞扰攘” [ 3] , 后又发出 《忠告

袁世凯退位电》 。唐是上海反帝制派之中心人物 ,

策划反袁甚为努力。

袁世凯死后 , 孙中山、 唐绍仪共同反对皖系军

阀操纵北京政府 , 毁法专权。1916年 7月初 , 段祺

瑞被迫同意恢复国会 , 孙与唐两度参加了上海各界

人士欢送国会议员北上复会的集会。翌年 5月 8

日 , 段指使军警组成所谓 “公民情愿团” , 企图用

武力强制议员通过对德参战案。孙、 唐等多次联名

通电北京政要和国会议员 , 要求惩办 “犯法乱纪”

的滋事暴徒 , 勿让肇事首恶逍遥法外;[ 4] 29-32并坚决

反对少数政客毁法 , 以维护国会的尊严。

护法运动时 , 唐绍仪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 , 是

广州护法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 , 以高票当选为财政

总长。1919年第二次南北和议时 , 唐绍仪被推为南

方议和总代表。在一年多的和谈过程中 , 始终维护

护法旗帜。孙中山赞赏道:“此次上海和议 , 唐少

川主张颇为正大。粤中国会同人 , 自宜一致赞助少

川 , 为其后盾。” [ 5] 31

1920年 , 唐绍仪应孙中山之命 , 参加讨伐桂系

军阀的二次护法运动 , 列为四总裁之一 (另两位是

伍廷芳和唐继尧)。四总裁曾多次联合发表 《移设

军政府宣言》、 《重申护法救国宣言》、 《否认北方政

府伪统一宣言》、 《建设方针宣言》 、 《为粤军返粤平

乱宣言》 等 , 密切合作 , 活跃于政坛。翌年 5月 ,

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 , 军政府取消 , 唐绍仪与孙

中山的政歧逐渐凸显。唐携眷返回香山唐家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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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或远走沪上 , 以避免正面冲突。

二、 唐绍仪和孙中山的政治分歧

唐绍仪和孙中山在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手

段和方法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 主要表现在:

(一)唐绍仪企图组合稳健派的大政党 , 孙中

山倡建新的革命党

唐绍仪和孙中山的政见分歧可以追溯到袁世凯

暴毙 , 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 , 国内政局发生转机。

当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倾向 , 一是追随孙中山

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激进派人士 , 积极培养实力 , 待

机讨伐北洋军阀 , 以武力夺取政权;一是在国会中

原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 主张利用在国会中占多数议

席的优势 , 与北洋派平分政权。唐绍仪有意实行议

会政治 , 故被后一类人士拥为领袖。

1916年下半年旧国会复会后 , 国民党议员 (包

括中华革命党人在内)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 , 他们

纷纷提议恢复旧国民党。10月 13日 , 孙中山致函

全国同志 , 表示 “为党务扩张计 , 应徇众议 , 为复

党之准备” [ 6] 377 。孙中山信任唐绍仪 , 委托其主持复

党工作。[ 4] 6-7但二人在如何组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

见解。孙主张用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和革命精神

改组和整顿旧国民党 , 而唐则倾向于组合旧国民党

人从事议会政治。此外 , 旧国民党内派系复杂 , 相

互争斗 , 如跻身内阁的谷钟秀、 张耀曾等政学会骨

干分子极力排挤中华革命党人。唐居间调和 , 企图

使党内各派势力合组为新的大政党 , 未能成功。

后在广州护法运动国会中 , 国民党内形成以唐

绍仪为领袖的益友社、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民友社及

政学会等三大派。益友社实力居各派之首 , 欲筹组

一大政党 , 企图推唐绍仪来负责 , 孙中山、 岑春

煊、 冯国璋为理事。唐本人则 “大有勇于负责之

概” , 他甚至打算取代孙而执掌国民党。[7]岂知 1919

年10月 10日 , 中国国民党 (在国民党名称前冠以

“中国” 二字 , 以示与旧国民党之区别)在孙中山

的主持下正式成立 , 唐的政治抱负遂致落空。

(二)唐绍仪寄希望于调和立国 , 孙中山坚持

与南北军阀不懈抗争

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斗争 , 而唐绍仪无论对于

内部争斗和南北对峙之重大问题 , 基本态度均为

“调和” 与妥协。

1917年 7月 3日 ,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护法会

议 , 提议复设临时政府 , 因唐绍仪等反对而被否

定。随后 , 在组织护法政权的实质问题上 , 各派动

机迥异 , 暗中争斗不已。控制广州的桂、 滇实力

派 , 主张仿效护国战争时期的军务院 , 采取合议

制 , 按各方实力排座次 , 得到唐绍仪等人的赞

同。[ 8] 270-271

9月 10日 , 广州军政府成立 , 孙中山宣誓就任

陆海军大元帅 , 而被任命为军政府元帅的陆荣廷和

唐继尧迟迟不愿响应。在此政治矛盾的漩涡中 , 唐

绍仪既不赞同孙中山的主张 , 也不愿附从西南军阀

排斥中华革命党人 , 于是回乡隐居。

翌年1月中下旬 , 桂系控制的护法各省联合会

议在广州召开 , 形成与军政府对峙的阵势 , 唐绍仪

等不顾孙中山的极力反对进行调和。桂系后又策动

某些国会议员提出改组军政府之方案 , 要点即在取

消孙的大元帅职务 , 改行护法各派首领并列为政务

总裁的合议制 , 以达平分政权、 篡夺军政府领导权

的目的。唐致力于以合议制制衡各派权益 , 故仍取

调和立场予以支持 , 并向孙斡旋 , 遭到拒绝。

1920年孙中山决定武力驱逐桂系后 , 唐绍仪仍

不忘对内调和 , 先后致电军政府总裁林葆怿和云南

督军唐继尧 , 主张 “欲求御侮之方 , 须先息阋墙之

衅” , 感叹西南内部 “分崩离析 , 同室操戈 , 军府

失其效用” , 不加区别地指责 “彼此已各走极端 ,

势复不能相下 , 结果恐四分五裂 , 各败俱伤 , 徒使

北方坐收渔人之利” 。[ 9]

(三)唐绍仪醉心于 “政党政治” , 孙中山欲以

非常手段建立政权

在通过护法而计划达到的政治目标上 , 孙 、 唐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前者不惜以非常手段建立激进

的革命政权 , 后者主张通过 “政党政治” 以与北洋

军阀平分政权。

唐绍仪一贯重视国会问题 , 力主召集正式国

会 , 否定北洋军阀的毁法行为。他既反对北京政府

的军人专政 , 也不同意孙中山主张的武力北伐 , 认

为单凭武力不可能打倒北洋军阀和统一全国。

孙中山回粤再次重建政权后 , 总结了护法失败

的教训 , 坚决主张在广州设立正式政府 , “开一新

纪元 , 巩固中华民国基础 , 削平变乱” [ 5] 450 。当徐世

昌非法充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后 , 孙更决心出任广州

政府非常大总统与之对抗 , 但遭到广东省长兼粤军

总司令陈炯明等实力派的强烈反对 , 唐绍仪的态度

也发生明显的变化。据历史档案记载 , 孙中山出任

大总统 , “少川反对在先” [ 8] 212 。唐历来就不同意孙

中山等人组建与北洋政府相对峙的革命政权 , 现主

·33·第 11卷第 4 期　　　　　　　　　　　　　　张晓辉: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交往



张政务会议采合议制 , 不设主席总裁。但孙却提出

立即召开非常国会 , 选举非常大总统 , 出兵北伐。

这样 , 他们的分歧便公开化和表面化了。唐绍仪认

为选举总统和出兵北伐的条件均不成熟 , 北方总统

非法 , 南方决不能做出不足法定人数而选举总统的

事。此外 , 唐坚持认为中国民主政体应实行 “政党

政治” 和 “责任内阁制” , 并有意出面组阁 , 而孙

坚持出任非常大总统 , 与其理想发生冲突。

1921年 4月 , 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

大总统 , 唐绍仪久未表态。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后 ,

唐被任命为财政总长 , 仍称病拒不履职。

(四)唐绍仪憧憬联省自治 , 孙中山改行 “以

党治国”

粤军驱桂返穗后 , 孙中山和广东地方实力派首

领陈炯明在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分

歧。孙 “欲得粤为根据地 , 群策群力 , 以成戡乱之

功 , 完护法之愿” [10] 549;陈 “主张实行联省制度 , 各

省制宪 , 共发展其民治精神 , 以图邦治” [ 11] 。在政

治主张方面 , 唐绍仪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北伐护

法和联省自治 , 实属革命与改良之争 , 以此为焦

点 , 孙与陈 、 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日见显

露 , 矛盾愈演愈烈。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 , 唐绍仪仍坚持认为只

有联省自治才能取得国内和平 , 实现统一。于是离

粤到沪 , 与章太炎等人一起从事 “联治” 的宣传。

1923年 8月初 , 唐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 谓 “吾人

之惟一计划 , 即在合各省而为联邦”。他认定:“推

翻军阀 , 不必由于革命 , 用人民坚定之志愿 , 以及

和平合法之方法 , 亦属已足 , 盖中国人将不再参加

于革命也。” [ 12]

国共合作建立后 , 孙中山从信奉自由民主思想

转变到主张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 “以党治

国” , 唐绍仪再也无法理解和接受。孙顾及多年的

交谊 , 曾派人对其进行说服争取 , 但遭到拒绝。

1924年 2月 , 孙中山臧否人物 , 说唐 “虽野心勃

勃 , 然利欲之念 , 好色之情甚盛 , 不足以集众望” ,

将其视同段祺瑞 、 徐世昌等类 , “均属过去之

人” 。[ 13]唐则连续发表言论 , 不赞同国民革命。

三、 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私人友谊

唐绍仪和孙中山是君子之交 , 虽最终在政治方

面分道扬镳 , 但并未反目为仇 , 而一直保持着私人

的过从和友谊。

(一)难以隔舍的乡谊友情

唐绍仪和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人 , 这是他们在

从事民主共和运动中培育私谊的有利因素。辛亥南

北和谈时 , 唐与孙在上海初次相见 , 因 “同乡里 ,

彼此一见 , 以乡音倾盖 , 握手称中山 , 似故交” [14] 。

从此以后 , 两位政治家之间开始了经常的交往。

关心乡里、 反对军阀的残暴统治 , 更增进了唐

绍仪和孙中山的乡谊友情。如 1917年 6月 16日 ,

唐绍仪等粤籍国民党人致电北京政府 , 历数袁党余

孽粤督龙济光之劣迹 , 得到孙通电支持 , 赞 “唐绍

仪等请除龙济光电 , 实为天下公言” [ 6] 314。1920年 6

月 3日 , 孙、 唐等四总裁联合发表 《移设军政府宣

言》 , 历数了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罪状。[5]268在孙中

山的革命生涯中 , 常以粤籍同乡情谊争取上海潮州

帮工商业者的支持。这年 11月 , 孙携伍廷芳、 唐

绍仪等会见了上海潮州会馆三帮董事会的代表 , 认

真听取他们反映桑梓疾苦。[ 15]

(二)政治家间的君子之交

如前所述 , 在民初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 , 孙中

山与唐绍仪主要是携手合作的。在处理内部关系

时 , 他们亦时常相互支持。如护法运动时 , 南方阵

营内派系林立 , 矛盾极为尖锐激烈。政学会附从桂

系 , 远交直系军阀 , 攻讦唐绍仪。民友社素与益友

社作对 , 亦与政学会呼应攻唐。 1919年 2 ～ 3月 ,

经孙中山多次劝阻后 , 民友社中的拥孙派遂转变态

度 , 但以孙洪伊为首的一派人却加紧与政学会携手

反唐 , 孙中山因助唐氏而与孙洪伊断绝关系 , 以致

民友社公开分裂。20年代军政府恢复之初 , 在内部

日益尖锐的矛盾中 , 唐绍仪虽竭力折衷各方 , 对孙

中山仍有所偏袒。如孙科接任广州市长后 , 制定了

若干市政条例 , 遭到陈炯明亲信广东省议会议长钟

声等的暗中抵制 , 企图藉此夺取市政大权。孙科呈

请军政府政务会议审核 , 唐绍仪、 伍廷芳表示支

持 , 钟声等的阴谋受挫。[ 8] 212

即便是后来孙 、 唐在政治上渐行渐远 , 亦未反

目为仇 、 采取极端行为。如陈炯明叛变控制广州

后 , 即派部下去香山邀唐绍仪回穗维持局面 , 国内

舆论亦支持唐出山。1922年7月 , 上海广肇公所特

别召开会议 , 决定请唐 “出维局面 , 以弭兵祸” ,

会后分别向各方发电 , 提出调解粤局之条件。[ 16] 唐

虽曾犹豫不决 , 但出于种种考虑 , 终未应允。

孙中山逝世后 , 唐绍仪于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孙

的敬意。如在上海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 , 唐亲任

“主祭” , 会场壁间挂有其与章太炎等的挽联。[ 17]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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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儿子唐榴亲往北京守灵致唁 , 还与章太炎发起组

织民间纪念会 , 自任总干事。在对报界发表的谈话

中 , 唐推崇孙在中国民主运动的首要地位 , 说 “中

山先生一生 , 从事于民治政府之运动 , 今遽逝世 ,

全国当同表哀悼。余与中山先生同省同县 , 余等相

识 , 已四十年 , 及民国肇元 , 余等当相共事 , 革命

势力之所以臻于强健 , 与舆论之所以集中于民治运

动 , 要以中山之力为多” 。当然 , 唐并不掩饰与孙

的政治分歧 , 认为孙 “似近急躁” , 犯了不少错误 ,

以致民主运动未能获得成功。他表示:“吾人于哀

悼中山先生之际 , 尤应注意一事 , 即中山先生实为

中国民治主义之奋斗者 , 其他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

见之争论 , 均不必记忆。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 , 为

反对专制之奋斗 , 反对腐败之奋斗 , 及为政府正义

之奋斗 , 此种思想 , 已深入全国人心。” [ 18]

(三)共同缅怀早期革命志士

在艰苦的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 , 孙中山和唐绍

仪与许多志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 他们亦共同追悼

和缅怀其中已逝世的重要人物。如 1916年 5月 18

日 , 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遇难。翌年 5月 1日 ,

唐绍仪与孙中山等 10人作为主丧友人 , 亲为陈氏

发布举殡讣告。[ 4] 28同年 10 月 31日 , 黄兴病逝。孙

中山与唐绍仪作为其友人代表 , 发出 “黄兴逝世通

告” , 谓 “民国肇建 , 失此柱石 , 公谊私情 , 曷胜

感恸!” [6]384次月 20日 , 联合致函北京各政要 , 盛赞

黄氏 “勋绩烂然 , 固国人所共钦” [ 6] 388 。还以 “主丧

友人” 名义 , 发布为黄出殡通电 , 并作祭文 , 以奠

其灵。1921年1月 23日 , 唐绍仪与孙中山、 伍廷

芳、 唐继尧共同发表了 《祭朱执信文》 。

山田良政乃孙中山的日本好友 , 为中国的民主

革命不幸牺牲。孙深为悼惜 , 誉其为 “外国义士为

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 10] 235 。1919年 9月 13日 ,

唐以孙对山田氏的评价为主体 , 亲笔撰写 《山田良

政墓碑铭》。墓碑铭文笔流畅 , 一气呵成 , 颇能反

映唐的精神面貌和政治观点。碑文中对社会革命方

面的论述 , 亦有其独到的见解。

(四)恪遵中山遗教主政模范县

唐绍仪于 1929年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

主席 , 后又兼任中山 “模范县” 县长 , 致力于乡梓

建设。他欣然出任此职 , 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其与孙

中山的私谊。唐与孙为同乡 , 又共事多年 , 虽有政

治分歧但未影响私交。孙去世后 , 唐还常探望孙夫

人卢慕贞 , 时而接卢氏到其私人花园———共乐园小

住。唐与孙中山儿子孙科过从亦甚密切 , 后者在设

立中山模范县的问题上 , 曾去信征求过唐的意见。

唐绍仪当时已年近 70 , 怀着建设孙中山故乡的感

情 , 又秉承了孙科的意志 , 一口应承回任中山县。

原因之二是唐素有致力于家乡建设的愿望。早在

1920年时 , 他就对孙中山提出过在香山县设立 “模

范县” 的建议 , 而现在能主政中山 , 正好遂其愿

望。在唐家湾乡亲的欢迎会上 , 唐演讲道:“总理为

柱石 , 我们为砖瓦木碎 , 我们建造一所房屋, 柱石

固然是重要材料, 砖瓦木碎也不能不需要。建国纲

领 , 以县为自治单位, 我们砖瓦木碎材料 , 正合在

一处建筑起来 , 为县自治努力。” 他希望 “以二十五

年时间 , 把中山建设妥当”。[ 8] 290-291唐绍仪在中山县的

治绩颇为卓著 , 短短几年间, 实业、 教育、 文化、

交通等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 受到时人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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