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绍仪内阁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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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绍仪内阁在中国近代史

、

中国近代政 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几乎还是空白
,

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更为

学者们所忽略
。

本文从唐绍仪内阁产生的历史背景
.

实施过程
,

施政方针及主要活动等方面入手
,

初步探讨和

评价唐绍仪内阁
,

以弥补这一不足
。

唐绍仪内阁为辛亥革命后
,

民国初年第

一届内阁
。

它的产生是辛亥革命的成果
,

是

民初宪政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

也是中国近

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

然而
,

迄今为

止
,

学术界对唐绍仪 内阁很少进行深入研

究
,

尤其忽略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和历史作用
。

对此
,

本文拟就唐绍仪 内阁产

生的历史背景
、

施政方针
、

主要活动等作一

初步探索 以期对唐绍仪 内阁作出恰如其份

的评价
。

一
、

唐绍仪内阁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
·

191 2 年 1 月
,

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

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宣布成立
,

2 月清

朝宣统皇帝被迫退位
,

举 国上下一片欢呼
,

作为江南政治中心的南京更是春意盎然
,

气

象万新
。

3 月 29 日
,

曾在清末出任过奉天巡

抚
、

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 ( l’ 8 60 一 1 9 38 )
,

以

北方全权代表的身份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

交了组织
“

南北 内阁
”

的阁员名单
,

旋即获得

通过
,

组阁告成
。

这就是民国初年的第一届

内阁— 唐绍仪 内阁
。

唐绍仪 内阁的产生
,

其法律依据是南京

l庙时政府于 1 9 1 2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 ))( 以下简称《临时约法 》 )
,

系

统考察这一过程及历史背景
,

是全面认识和

评价唐绍仪内阁的起点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

一直面临着巨大

的困难
。

首先
,

在政治上得不到西方列强的

承认
,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新建的革命政权能

否得到列强的承认视作头等大事
,

临时政府

外交总长王宠惠三次要求美国等西方 列强

予以承认
,

均遭拒绝
。

相反
,

西方列强一面支

持袁世凯控制的清朝政府
; 一面又希望袁出

来调停
“

南北争端
” ,

实际是支持袁世凯统一

中国
,

西方列强的态度使革命派领导的南京
l商时政府在外交上甚为被动

。

其次
,

临时政

府内部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对革命政权进行

刁难和拆台
,

程德全
、

张誊
、

汤寿潜等人拒不

就任总长职
,

以示不与革命派合作
。

不仅如

此
,

他们还处处与袁世凯配合
,

攻击以孙中

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
。

再次
,

南京临时政

府 内的革命党人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

章太

炎等人竟
“
宣布脱离同盟会

,

并和一些立宪

党人搞在一起
,

专门与孙中山先生作对
’ ,
①

。

某些革命党人如陈其美
、

胡汉民等则缺乏统

一 目标
,

而热衷于争地盘和权位
;
宋教仁等

部分革命党人则以稳健派 自居
,

希望暂时与

袁合作
,

取得廉价革命的胜利
,

然后再进行

议会斗争
。

此外
,

财政上的困难尤使南京临

时政府难以维持
。

南京临时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
、

刁难
,

在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
、

包围以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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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派内部妥协倾向的影响下
,

很快陷入困

境
。

相比之下
,

在清末迅速膨胀起来的拥有

北洋六镇新军的袁世凯集团不仅得到帝国

主义
、

封建势力的支持
,

而且还得到立宪派

的拥戴
,

以致于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上反而较

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明显的优势
。

在如此严峻

的形势下
,

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与袁世凯和

谈
,

最后
,

以袁世凯赞成共和为条件
,

孙中山

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
。

1 9 12 年 2 月
,

清

廷宣布退位
,

袁世凯声 明赞成
“

共和
” ,

表示
“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 中国

’ ,
②

,

孙中山即

宣布辞职
,

并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

继任临时大总统
。

至此
,

革命政权将为袁世

凯所纂夺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派在被迫
“

尽让政权于袁氏
”

的情况下
,

作出

了力所能及的斗争
,

3 月 n 日公布了由临

时参议院起草的《临时约法 》
,

规定中央政府
·

的组织形式采用 内阁制
, “
国务员辅佐临时

大 总统
,

负其责任
” `

第四十 四条 )
, “
国务员

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
、

公布法律及发布

命令时
,

须副署之
” `

第 四十五条 )
。

依据 《临

时约法 》的规定
,

产生 了民初第一届内阁唐

绍仪内阁
。

唐内阁之所以在暂短时间内得以

顺利产生
,

这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特殊

的政治环境十分吻合
。

就当时能对政局产生

影响的三种政治力量来说
,

以孙中山为首的

革命派制订 《临时约法 》确立 内阁制是出于

钳制袁世凯
,

掌握实际权力
,

保卫共和成果

的 目的
; 而立宪派之所以赞成 内阁制

,

则是

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

以便将来大

显身手
,

分享政治权力
; 至于袁世凯集团之

所以同意内阁制
,

很明显是出于尽快夺取政

权的需要
。

在他们看来
,

只要革命派交出政

权
,

任何制度
、

约法都不妨暂时接受
,

正是这

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唐绍仪内阁得以顺利

产生
。

唐绍仪 内阁的产生
,

还与唐绍仪本人特

殊的地位有关
。

南北议和告成后
,

如何组织民初第一届

内阁
,

在讨论内阁总理人选时
,

革命派 同盟

会认为
: “
必须提出同盟会员为总理

,

再 由总

理提 出阁员名单
,

请参议院投票
’ ,

气
,

按理

说
,

同盟会的理 由是很充分的
,

同盟会是 国

会第一大党
,

理应取得对内阁的支配权
。

然

而
,

袁世凯从个人集权的目的出发
,

不 可能

接受同盟会的要求
,

双方发生争执
。

在相持

不下的情况下
,

由立宪派人士赵凤昌等人疏

通
,

用折衷的方法
,

提议唐绍仪组织
“
南北内

阁
” ,

但唐必须加入同盟会
。

唐的组阁并为双

方所接受
,

还反映了双方的实力一度较为平

衡
。

袁世凯虽然逐步控制中央政权
,

但并未

控制全国
。

就全国范围而言
,

除同盟会控制

的地区外
,

其它如广西
、

云南
、

贵州等省份亦

不在袁的势力范围内
。

同盟会虽让 出了中央

政权
,

但仍控制着南方数省地盘和一定数量

的军队
,

且同盟会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
,

有

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

并在参议院居多数席

位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双方展开对中央政权

的再次争夺是很 自然的
,

由谁组阁便成了双

方斗争的焦点
。

唐绍仪的特殊地位引起双方

的注 目
。

唐曾作为袁世凯亲信下属
,

自 1 8 85

年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始即追随袁世凯 20

余年
,

深为袁所信任
,

但唐留学海外
,

思想开

明
,

民主意识浓厚
,

南北议和作为袁的代表

与同盟领导人达成了不少共识
,

也建立了良

好的私人情谊
。

这样
,

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情

况下
,

需要一个与双方关 系较好
,

并为双方

都能接受的人出任总理
。

正是因为唐这种国

内无人能够替代的身份及其与双方的特殊

关系
,

便成了总理的最佳人选
。

就唐本人的

意愿来看
: “

其最大之宗旨即为图孙袁之合

作
’ ,
④

,

也可见唐对双方的感情
。

故当时的国

内舆论普遍认为
: “

今组织内阁
,

南北交推唐

为总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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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唐个人的才能和机遇也是他得以

组织首届 内阁的重要条件
。

唐早年留学美

国
,

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

回国后
,

曾在天津等地办理税务
,

历任天津海关道
、

外务部右侍郎
、

沪宁
、

京汉铁路总办
、

奉天巡

抚
、

邮传部尚书等职
,

并于 1 9 0 4 年以全权代

表资格两次与英国代表交涉西藏问题
,

签署

《续订藏印条约 》
,

维护了我国西藏地区的领

土主权
。

唐在清末的政治活动中已显示 了他

具有相当的内政和外交才能
,

是当时国内不

可多得的人才
。

议和时唐充任北方全权代

表
,

对他进一步了解时局倾向共和提供 了机

会
。

唐在议和中广泛接触各方人士
,

并与革

命党人增进了相互了解
,

这对唐出组内阁亦

创造了一定的人际关系
。

综上所述
,

从唐绍仪内阁产生的历史背

景不难看出
,

唐内阁是依据《临时约法 》而产

生
,

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政权丧失的情况

下
,

用以钳制袁世凯
,

防范袁世凯独裁
,

保卫

共和制度的有力武器
,

也是革命党人在特定

形势下
,

试图重新夺回政权的重要途径
。

在

众多革命党人看来
,

只要
“

改总统制为内阁

制
,

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
,

虽有野心者
,

亦不得不就范
’ ,
⑥

。

的确
,

唐内阁的产生
, “

与

其谓制度上 的选择
,

无宁认识基于人事考

虑
’ ,
⑦

,

是切切实实的
“

对人立法崛
,

难怪一

些对革命派有陈见的人认为
。

吾国责任时阁

之制
,

取之于法
,

… …盖以制袁世凯也
’ ,⑨ 。

至于 由唐绍仪来组阁
,

则基本反映当时

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激烈斗争
,

也与唐本

人的特殊地位
、

才能及机遇分不开
。

二
、

唐绍仪内阁的产生及瓦解

唐 内阁于 1 9 1 2 年 3 月酝酿
,

袁世凯最

初 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内阁各部有外

交
、

内务
、

财政
、

教育
、

海 军
、

陆军
、

司法
、

农

林
、

工业
、

商业
、

交通
、

邮电十二部
。 L 3 月 25

日唐绍仪着手组阁时
,

将工业和商业合并为

工商
,

邮电并入交通
,

这样共计外交
、

内务
、

财政
、

教育
、

陆军
、

海军
、

司法
、

农林
、

工商
、

交

通十部
。

3 月 29 日
,

唐绍仪出席临时参议院

发表政见
,

提出裁兵
、

整顿财政等问题
,

并提

出阁员名单
,

经参议院表决除交通总长梁如

浩外均获通过
。
。 3 月 30 日任命各部总长

:

外交陆征祥 (未到任前由胡惟德署 )
、

内务赵

秉钧
、

财政熊希龄
、

教育蔡元培
、

陆军段棋

瑞
、

海军刘冠雄
、

司法王宠惠
、

农林宋教仁
、

工商陈其美
、

交通唐绍仪 (暂兼后改为施肇

基 )
。
。

唐内阁包括了各派人物
,

唐绍仪
、

蔡元

培
、

王宠惠
、

宋教仁
、

陈其美属同盟会员
;
袁

派势力有赵秉钧
、

段棋瑞
、

刘冠雄
,

共和党有

熊希龄
;
陆征祥则属超然无党派人士

。

从内

阁组织形式看是混合内阁或联合内阁
,

由于

同盟会员占据半数阁位
,

具有表决上的支配

地位
,

故又有
“
同盟会中心内阁

”

之称
。

唐内阁成立后
,

与袁世凯的矛盾和斗争

立刻显露出来
。

总理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就

比较倾向同盟会
,

据柏文蔚记载他在南京见

唐情形说
: “
唐 自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

会后
,

对同盟会非常忠实
,

与吾晤谈之下
,

知

其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
,

用政治手法来对付

袁世凯
’ ,。

。

唐组阁后与同盟会的关系更加

密切
,

唐绍仪对西方 民主政治比较推崇
,

观

点与同盟会十分接近
。

希望依靠同盟会的力

量
,

摆脱袁世凯的控制
,

独立行使内阁权
,

在

重大问题上
,

唐处处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

经内阁副署才能生效
,

并积极联络蔡元培
,

宋教仁等同盟会员
,

力图对 袁世凯有所牵

制
,

唐
“

事事咸格遵约法
’ ,
@

, “

每有要议 必就

商于蔡
、

宋二君
’ ,L

。

唐绍仪不仅强调内阁副

署权
,

对袁世凯的行动还处处加以限制
,

袁

世凯第一次向参议院发布的宣言书稿
,

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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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修改后发表
,

有时还对 袁世凯 发下的公

文
,

唐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 回
,

甚至在总统

府与袁面 争不屈
。
L 以致 袁世凯 的侍从武

官
,

每见唐就私下议论
: “

今日唐总理又来欺

侮我总统耶
’ ,
@

。

凡此种种对于惯于专制的

袁世凯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

当袁世凯无法操

纵唐 内阁
,

反而受唐内阁控制时
,

便干方百

计搞垮内阁
。

袁世凯首先利用借款事件支持

共和党人攻击唐绍仪
,

然后又借王芝祥督直

问题
,

压迫唐绍仪
,

破坏内阁副署制
。

唐组阁

时
,

因财政危机
,

被迫借款度 日
,

因六国银行

团条件苛刻
,

为摆脱其控制
,

于 1 9 12 年 3 月

1 6 日拟 向比利时借款一百万镑
,

银行 团表

示抗议
,

并向袁世凯施加压力
,

在借款问题

上唐与共和党人财政总长熊希龄意见不合
,

袁世凯便指派熊与银 行团谈判
,

因此 引起

唐
、

熊之间的矛盾
,

共和党的舆论机关借此

不断攻击唐绍仪
,

共和党议员在 5 月 20 日

参议院会上对唐大加抨击
,

谓唐此举
“

实陷

吾国外交之地位于一败涂地… …
,

实致吾民

国将为埃及之恶 因
’ ,L 。

共和党的 目的是希

望唐绍仪倒台
,

由共和党人出而组阁
。

唐绍

仪的借款政策不仅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
,

就

连 同盟会中某些不明真相的领导人亦 以提

倡国民捐加以抵制
。

至此
,

唐内阁已出现动

摇的征兆
。

6 月间
,

又 发生了王芝祥督直问

题
,

王芝祥督直早在唐组阁时已经报袁世凯

同意
,

后又经直隶省议会正式公举
。
L 王芝

祥是依附于同盟会的主要将领
,

在袁世凯看

来
,

王芝祥督直这岂不是把他置于革命党人

的军事控制下
,

无论如何
,

也不能接受
。

当唐

要任命王为直隶都督时
,

袁世凯便指使军界

通电反对
,

并以此为借 口
,

改派王为南方军

宣慰使
。

唐绍仪以政府不应失信于人民
,

拒

绝副署
,

袁世凯将不经内阁副署的委任状交

给王芝祥
,

破坏 内阁副署制
。

至此
,

唐不能行

使内阁权
,

更无法忍受袁世凯蔑视约法的举

动
,

愤而弃职离京
,

唐的去职
,

导致同盟会阁

员集体辞职
,

唐内阁迅速瓦解
。

唐内阁从产生到瓦解
,

在历史上仅存三

个月
,

但其历史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

它有力

的推动 了民初的宪政运动
,

是袁世凯实现独

裁统治的一大障碍
。

三
、

唐绍仪内阁的施政方针与重大活动

唐内阁存在的三个月内
,

其施政方针与

主要活动向为人们所忽略
,

这恰恰是判明唐

内阁的性质及其作用所必要的
。

唐绍仪 及主要 阁员曾于 1 9 1 2 年 5 月

13 日在参议 院发表政见
,

制定施政方针
,

得到参议院的同意
。

唐内阁的施政方 针如

下
:

政治上
,

加强中央集权
,

实行军民分治
,

以期行政统一
;早开国会

,

速定国会组织法

及选举法
。

经济 上
,

振兴实业
,

发达农业
,

开垦荒

地
,

注重森林之护养及水利的兴修
; 整顿工

商
、

驱除工商之障碍
,

保护现有之工商
,

制定

商律
、

工律
、

矿律 ;
便利交通

,

多筑铁路
、

推广

邮电
,

发达电政
。

军 事上
,

振兴军备
,

淘汰冗军
、

征练新

兵
、

实行军官终身制
,

采用并统一新式军械
,

设立制造厂及被服厂以便军械的给养及修

理
,

改 良马政
,

广设军事学校
,

培养军事人

才
。

外交上
,

维护国际和平
,

增重邦交
,

寻求

各国的承认
,

前清政府与各国所订的一切条

约继续有效
。

财政上
,

节减军费
,

编订预算案
,

商借外

债
,

其条件于国家前途无损
,

改良盐课
,

设立

烟草专卖局
,

发行爱国公债
,

酌办国民捐
,

整

理公债
,

设立国家银行
,

改革币制
,

实行会计

检察制 度
,

区分税 目
,

改 良税制
,

实行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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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

划分国家税及地方税
。

司法上
,

改 良法律
、

监狱
;
司法独立 ; 划

分行政与司法之权限
,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

培养司法人才
,

励行辩护制度
,

采取陪审制

度
。

教育上
,

普及教育
,

注意道德教育
,

养成

健全之共和国民
;
制定教育政纲

,

举办高等

教育及普通教育
;
设立专门学校

,

聘请外人

任教。
。

依约法唐内阁作 为民初国家最高行政

机关
,

其活动涉及到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

等诸多方面
,

重大的活动主要有如下数端
:

(一 )
、

对外借款
。

辛亥军兴以来
,

由于庞

大的军费开支
,

造成财政历年亏损
,

入不敷

出
。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

中央财政就极为困

难
,

唐绍仪 内阁成立后
,

这一问题非旦没有

缓和
,

反而更加严重
,

预算亏损已达二亿元
,

以至造成
“
民国今 日现状最困难者

,

莫 如财

政
’ ,
⑧

。

解决财政困难成了唐内阁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
。

唐绍仪在参议院的演说中说
, “
月

下 尤为紧急者厥 为财政
’ ,
@

,

如此严重的财

政危机
, “

舍取外债并无别法
’ ,
@

。

因此
,

举借

外债成了唐内阁谋求解决财政危机稳定国

内政局的重要手段
。

唐 内阁举借外债主要以

西方六国 (英
、

美
、

德
、

法
、

日
、

俄 )为对象
。

自

1 9 1 2 年 3 月以来
,

多次与六国银 行团磋商

借款
,

要求借款 以无损国家前途为前提
,

但

六国银行团旨在控制中国财政
,

提出以监督

中国财政和遣散军队为条件
,

以致谈判陷于

僵局
。

为了摆脱困境
,

唐内阁转而向比利时

银行借款一百万镑
,

因而引起六国银行团的

抗议
,

银行团不仅坚持以上借款条件
,

而且

还提出取消华 比借款合同
。

为此
,

唐绍仪于

4 月 2 3 日与各国公使会晤
,

说明借比款之

理由
,

表示
: “

中国政府并未以不诚之意对待

各国
,

今中国必须大宗款项才能恢复
,

望各

公使竭力襄助
’ ,
@

。

银行团并未作出让步
,

再

次提 出监督借款用途
,

退还续借比款
,

聘请

外国财政顾问等条件
,
⑥被唐绍仪拒绝

。

唐

绍仪要求银行团先付银三千五百万两并不

得监督借款用途
,

银行团以不达到监督用途

之 目的
,

决不承认借款
,

谈判破裂
。

自 5 月 6

日起
,

借款由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
。

在此期

间
,

唐绍仪曾拟 向犹太商人
、

奥 国财政家商

借款项
,

也无进展
。

熊希龄于 5 月 7 日
,

再次

与银行团谈判
,

表示监督一事不能承认
,

建

议在大宗款项未谈成以前
, “

先请垫付小款

以济眉急
’ ,
⑧

,

5 月 13 日
,

银行团提出监督借

款用途办法七条致函唐内阁
。

唐内阁在财政

十分危机的情况下
,

被迫允许外人监督借款

用途
,

于 5 月 17 日
,

与银行团签订《监视开

支垫款章程 》借款三百万镑
。

唐内阁此次借

款遭到各界舆论的反对
,

被参议院所责问
,

以致熊希龄不得不表示
: “
目前救 中国财政

上之困难者惟有借可靠之外债
’ ,
L

。

(二 )
、

寻求各国的承认
。

民国虽告成立
,

但一直未能得到各国的正式承认
。

因此
,

要

求各国承认 民国
,

是唐绍仪 内阁展拓外交关

系 ;巩固新生政权的必要途径
。

唐内阁在 1 9 12 年 4 月 3 0 日的内阁会

议 上
,

首先把
“
要求 各国正式承 认 中国共

和
’ ,
⑧列为头等大 事

,

认为能否得到各国的

承认
,

关系到 民国的兴衰和前途
。

唐内阁多

次致函各国政府和各国驻华公使
,

希望及早

承认民国
,

并由唐绍仪偕同署外交总长胡惟

德向驻京各公使磋商办法
,

后经多方活动
,

美国首先对 中国共和持肯定态度并表示
:

“
不 日承认中华 民国

’ ,L ,

英国
、

德国也与他

国商议承认中国事宜
。

(三 )
、

蒙藏交涉问题飞英
、

俄帝国主义趁

辛亥革命爆发之机
,

策动蒙
、

藏封建主独立
,

甚至武装侵入我国领土
,

造成严重的边疆危

机
。

唐内阁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出发
,

对

此进行了多次交涉
。



姚 琦
:

唐绍仪内阁述评

内外蒙古及西藏历来为中国领土
,

武昌

起义爆发后
,

蒙古封建王公在沙俄的策动

下
,

于 1 9 1 1 年 1 0 月 1 8 日 宣布
“
独立

” ,

1 2

月 1 日发表
“
独立宣言

” ,

成立以活佛哲布尊

丹 巴为皇帝的
“

大蒙古国
” ,

沙俄即表示
“
承

认
” 。

英国为了达到侵略西藏的目的
,

武装护

送逃 亡印度的达赖返 回西藏
,

策 动武 装叛

乱
,

并派军队侵入拉萨
。

蒙
、

藏边地的严重危

机
,

引起 了唐内阁的深切关注
,

唐绍仪 向俄

国公使提 出抗议
,

要求取消蒙古
“
独立

’ ,
@

,

并于 1 9 12 年 5 月 5 日
,

召开内阁会议
,

决议

由外交次长颜惠庆与俄国公使交涉
,

并派张

绍曾为蒙古宣抚使
; 由唐总理与英公使磋商

西藏退兵事宜
,

拟派温宗尧入藏安抚
。

6 月
,

沙俄提出中国承认外蒙
“

自治
” ,

中国不在外

蒙设治
,

驻军和移 民为条件
,

被唐内阁断然

拒绝
。

沙俄便暗中与日本
、

英国达成瓜分我

国东北
、

蒙古及西藏的协议
,

针对俄
、

英的这

一阴谋
,

唐内阁立即敦促四川都督尹 昌衡出

兵西藏平叛
,

并 由外交部对英
、

俄
、

日发表

《关于满
、

蒙
、

藏之主权五事 》
,

分电各驻外使

节
,

指出满
、

蒙及西藏皆为中国领土
,

外人不

得干涉
,

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声明
。

唐内阁的施政方 针和具体的重大活动

大体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
:

即辛亥茧命后资

产阶级各派在政治上要求民主
,

强调以法治

国
,

希望走上 民主宪政道路 的向往
; 经济上

要求改善财政
,

繁荣经济
,

发展资本主义的

愿望 ; 对外政策上
,

维护 国家主 权
,

实行 开

放
,

希望与各国加强联系
。

总之
,

集中地体现

了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各派对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探索和追求
。

四
、

结论

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
,

在中国

建立共和体制
,

实行 民主宪政
,

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
,

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先进人物梦

寐以求的理想
。

民国初年
,

唐绍仪内阁的产

生和活动即是追求这一理想的尝试之一
。

从

这一点出发
,

唐内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

首 先
,

唐 内阁作 为辛 亥革命的积极成

果
,

作为民初宪政运动的一次尝试
,

这在当

时对于开阔国民眼界
,

激发参政热情
,

推动

参政热潮
,

使共和国的思想
、

观念深入人心
,

起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其次
,

唐内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

级革命派在民国初年借以保卫革命成果
,

维

护共和制度与袁世凯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

有力武器
。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被迫让 出中央

政权后
,

把内阁
、

国会
、

《临时约法 》视作保卫

共和
,

限制袁世凯独裁的三件法宝
,

其中内

阁又是最直接最现实的手段
。

因此
,

唐内阁

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达到架空袁世凯

进而夺回政权的手段
,

又是在新的形势下
,

建立民主国家
,

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

体现
。

再次
,

唐内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

维护资产阶级法制
,

抵制袁世凯封建专制的

作用
。

在唐内阁实际存在的三个月中
,

与袁

世凯的斗争始终存在
,

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

唐内阁处处强调 内阁副

署权
,

使
“

袁世凯以每有设施
,

辄为国务总理

依据约法拒绝 副署
,

致不能为所欲为
,

深滋

不 悦
’ ,
@

。

唐 内阁的存在
,

令袁世凯极 为不

满
: “
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

,

颇有意举责任内

阁之实
,

… … 独树一帜之意
’ ,
@

。

以致
“
国务

院与总统府冲突尤甚
” ,

袁世凯的权力受到

了不少的限制
。

最后
,

唐内阁在对外交涉上
,

面对英
、

俄

帝国主义策动蒙古
、

西藏
“

独立
”

的侵略行

径
,

不畏强暴
,

态度鲜明
,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

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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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唐内阁的迅速瓦解
,

这是 民初政治

斗争尖锐和复杂的表现
,

也是辛亥革命成败

和结局的体现
,

并不影响对唐内阁的重视和

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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