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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胜利前后
,

中国处于两种前途
、

两个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
。

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

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
,

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国家 ? 这是整个斗争的中心问题
。

当时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面积 已发展到一百多

万平方公里
,

并且在各解放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

.

还在抗 战后期
,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多次表示要
“

还政于民
” ,

因此
,

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

国家已成为人心所 向
,

大势所趋
。

虽然蒋介石是不肯兑现其
“

还政于民
”

的空头支票的
,

但

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法西斯统治
,

也必须变换 方式
,

必须借民主宪政之名来实

现 其法西斯专政
。

本文拟就解放战争时期
,

南京国 民政府是如何一面
“

制宪
”

与
“

行宪
” ,

一面又加 强其法西斯统治的情况作一概括的阐述
。

一
、

抗 日战争胜利前夕
,

国共两党关于战后中国政治制度的两个截然不 同的方案

一九 四五年五月
,

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德国法西斯统治灭亡了
; 在

东方
,

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也败局已定
,

行将灭亡
。

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抗 日战争胜利在

望
。

全 国人民都在盼望战后的中国能成为一个独立
、

统一
、

自由
、

富强的国家
,

强烈要求国

民党实现其口q嚣已久的
“

还政于民
”

的许诺
,

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
。

就在这时
,

国民党

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确定了一条违背全 国人民意愿 的独裁内战路线
。

这次大会的中

心议题有两个
,

一是决定坚持独裁内战
、

拒绝联合政府
; 二是动员国民党全党的力量

,

准备

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

为了继续维护其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
,

迫于当时全国民主运动高涨

的形 势
,

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摆出一幅
“

还政于民
”

的姿态
,

在会上通过 了一个 《关于国民大

会召集 日期案 》
,

宣称要在当年十一月十二 日召集国民大会
,

②制定与颁布宪法
。

但这个所

谓的国民大会
,

其代表仍是抗战 以前 由国民党包办
“

选举
”

和
“

圈定
”

的 ; 它所要讨论通过

的宪法
,

也是一九三六年 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南京政府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 阶 级 利 益

的
“

五五宪草
” ;

国民大会的职权
,

也得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授予
。

显然
,

这次的所

谓
“

还政于民
”

仍然是自欺欺人的空话
,

是抗战后期 以来国民党政府
“

宪政
”

骗局的继续
.

在国民党六大召开之前
,

中国共产党于同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与国

民党六大相反
,

中国共产党七大制定的是一 条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
,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路

线
,

提出
一

f
“

打败侵略者
,

建设新中国
”

的政治 目标
,

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

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
。

毛泽东同志在题为 《两个中国之命运》 的开幕词 中指出
:

目前中国面临着独立
、

目 山
、

民主
、

统一
、

富强的新 中国与半殖民地
、

半封建
、

分裂
、

贫弱的旧中国这两种前途
、

两个命运的斗争
,

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
“

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

反对另外

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 .

自卜共七 大制定的路线表明
,

中国共产党要领 导 全 国人
-



民
,

建立一个和平民主
、

独立统一
、

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

这是与国民党六大所制定的截然不

同的建国方案
。

二
、

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

发动全面内战
,

.

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

内战独裁
,

是国民党早 已确定的方针
,

但抗战胜利初始
,

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的压

力
,

蒋介石国民党不 敢马上公然发动内战
。

当时
,

饱经峰争灾难的世界人民渴望 战后和平
,

反对再战
;
中国人民也坚决反对在民族战争胜利后重新陷入内战的深渊

,

掀起了反内战的和

平民主运动
;
而且

,

更重要的是
,

当时的军事形势不利于蒋介石
, “

蒋介石的权力只及西南

一隅
” , “

长江 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 。

④

在这种形势下发动内战
,

对国民党蒋介石显然是不利的
,

于是
,

蒋介石打出了
“

和平建

国
”

的旗号
,

摆出了要求和平的姿态
,

三次 电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
”

共商国家大计
” ,

意在

政治上争取主动
,

并利 用谈判时间做发动内战的准备
。

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和在谈判中

捍卫人民的利益
,

也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的过程中揭露反动派的真面目和教育人 民
,

团结和

争取对美蒋尚抱幻想的人们
,

毛泽东毅然赴渝
,

开始 了国共重庆谈判
。

谈判中
,

国民党被迫

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

并且决定
“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

国是
,

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 ” 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 日
,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

参加 会议的有国民党
、

共产党
、

中国民主

同盟
、

中国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五方面共三十八名代表
。

会议通过 了《军事问题案》
、

《政府

组织案 》
、

《国民大会案》
、

《宪法草案案》 及 《和平建国纲领》 五个协议 案
。

在 政 协 会

议上
,

中国共产党代表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
,

团结 中间力量
,

孤立反动势力
,

对国 民党反动

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

使会议通过的协议案尽可能有利于和平 民主
,

有利于人 民
。

会议

再次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
,

在 《和平建国纲领》 前言部分明确规定本纲领为
“

宪政实施前施

政之准绳
, ” ⑥用 和平建国纲领代替了国民党的训政纲领

,

并规定
“

确保人民享有身体
、 、

思

想
、

、

宗教
、

信仰
、

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
、

居住
、

迁徙
、

通讯 之自由
,

现行法令有与以上

原则抵触者
,

应 分别予 以修正或废止之
。 ”

⑦这 就否定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
.

政治协商会议及其所通过的协议案
,

使国民党在
`

国家统一
、

民主政治
”
口号下坚持独

裁内战方针
,

在全国范 围内加强和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企图遭到了严重挫折
。

因此
,

政协刚刚闭幕
,

国民党反动派就着手破坏政协协议案
。

一九四六年三月
,

国民党召开

了六届二 中全会
,

会上
,

蒋介石宣称政协会议上通过的修改宪草原则
, “

有若干点实在 与五权

宪法的精神相违背
; ”

会议通过了 《对于在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 等反动决议
,

在
“

权

能分职
,

五权分立
”

的政治理论下
,

提出了关于制定宪法的五项原则
: “

(一 ) 制定宪法
,

应 以建国大纲为基本之依据
。

(二 ) 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
,

用集中开会的方式
,

行使建

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
,

其召集次数
,

应酌予增加
。

(三 ) 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 有同意权及不

信任权
,

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
.

(四 ) 监 察院不应有同意权
。

(五 ) 省无须

制定省宪
。 ”

⑧这些
“

原则
” ,

否定了国会制
、

内阁制和省自治制
。

这样
,

政协协议被破坏

无 遗了
。

国民党六届二 中全会还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必须提交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选

任
,

提出由国民政府主席来指导国民大会的荒谬主张
。

此外
:

国民政府还接着召开了御用的

国民参政会四届二 中全会
,

会上
,

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协议
,

借
、

口
“

国家法令不容中断
”

来



拒绝改组改府
,

并扬言
“

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
J

沈会议
,

政治协商会议关子政府组织

的协议案
,

在本质上更不能代替约法
, ”

⑨为 继续推行国民党
.

一党
“

训政
”

的独裁统治制造

借 口
。 -

一

在残踏破坏政协协议的同时
,

国民党蒋介石加紧准备全面内战
。

在关内调兵遣将
,

攻占

解放区城市和村镇
;
在关外不顾中共和民盟提出的接收主权与内政建 设分开的建议

,

坚持武

力接收的政策
,

肆意扩大内战
,

全国形成了
.

“

关内小打
,

关外大打
”

的内战局面
,

到六月
,

当蒋介石认为内战部署已经完成
,

并确信三至六个月即可 消灭人民解放军时
,

就于二十六日

命令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
,

发动了全面内战
,

其和平建国的谎言被 自己 揭 穿

了
。 _

三
、 “

制宪
”

国民大会的召开及其实质

解放战争初期
,

由于解放军主动放弃大城市
,

国民党军队迅速
“

占领
”

了一百 多 座 城

市
。

蒋介石国民党被 这种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

想进一步在政治上为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

衣
。

于是
,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 日下午
,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张家 口的消息后
,

蒋

介石得意忘形
,

正式发布 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

决定第二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
。

召开国民大会
,

实行民主宪政
,

本是全 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主张
,

但在蒋介石手

中
,

却变成了维护一党专政
、

镇压民主运动的护符
。

按 《训政时期约法》 规定
、
国民党训政

应于一九三五年结束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适应形势
,

曾作 出决议
,

决定于一九三六年

十一月十二 日召开国民大会
,

并 由立法院抛出了一部 《五五宪草》
,

随后就 以代表未能全部

选出
、 “

抗战军兴
”

等为籍 口
,

多次延期国民大会的召集
,

以阻止 民主宪政的实现
,

坚持国民

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
。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
,

蒋介石担任了

国民党总裁
、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二要职
,

一九四三年又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
,

成

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
,

蒋介石的侍从室
,

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中央政府
J

蒋介石

专凭
“

手令
” “

手谕
”

行事
, “

手令
” , “

手谕
”

就是圣旨
,

是法律
。

由于抗日民主运动不

断高涨
,

同年九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 中全会又假意宣称
“

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

内
,

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 之
” 。

L第
、

二年召开的十二 中全会仍宣称战后一年以内制

定颁布宪法
,

竭力拖延宪政的实施
。

但 当我党提出召开党派会议
,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后
,

蒋介石急忙于一九四五年元旦在广播中声称
“

国大召集
,

不必再待 之战争结束粼后
. ”

蒋介石国民党就是这样任意延期或改变国民大会的召集日期
,

以加 强与维护其法西斯专制统

治的
.

一 九四六年一月
,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斗争与争取
,

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

协议案
。

依据政协协议
,

国民大会的召集应在和平的环境中
,

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负责
,

各

党派共同参加
; 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

,

应是政协审议完成的草案
,

召集 日期亦由各方协商确

定
,

但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规定置 之不顾
,

七月
,

南京政府公布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
,

擅 自决定于当年十一月十二 日召开国民大会
,

制定宪法
。

十一 月十五日
, “

制宪 ” 国民大会正式在南京国 民大会堂召开
,

到会代表一千六百多人
,

国民党员 占百分之八十五
,

青年党和 民社党也出席了大会
,

成为追随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

民的走狗
。

.

这次大会通过了所谓的 《中华民国宪法》
_
一

,

并决定第二年元旦颁布 ; 十二月二十

五 日正式实施
。

大会共开了四十一天
,

于十二月二
.

十五日闭幕 孟

3 3 户



一

对子国民党一党包办
、

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
,

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民主 同盟进行了坚决的

抵制
,

拒绝承认与出席这个大会
。

十一月十九日
,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

民盟中央于十二 日作出决议
,

坚决维护政协决议
,

宣布一切行动都以政协协议为唯一的依据
,

为此
,

民盟中央决定
,

将参加 了伪国民大会的民社党清除出盟
,

以维护民盟的立场
.

许多无

党派人士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也拒绝出席国民党的非法国大
,

国内外进步团体一致通 电斥责

这个一党国大
。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
,

发表 《对国民党召开
`

国大
’

的 严 正 声

明 》
,

对一党国大予 以揭露
。

他指出
: “

现在开幕的一党
`

国大
’ ,

不但使中共及 第三方面最

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
,

而且最后破坏了政协 以来的一切决议
,

停战协定 及 整 军 方

案
,

隔断了政协 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
,

同时也很快地揭露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
`

停战令
’

的

欺骗性
。

这一党
`

国大
’

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
,

把独裁
`

合法
’

化
,

把内战
`

合法
’

化
,

把分裂
`

合法
’

化
,

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
`

合法
’

化
” ⑧

“

这 还是八年 以前 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

会
。

他名义上要还政于 民
,

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

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

来承认 国民党专制的合法
” 。

L这 次国民大会
,

是一次反共反人民的
、

非法 的
、

分 裂 的 大

会
,

是为国民党内战独裁路线服务的
。

大会制定和通过的宪法
,

与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颁布

的 《五五宪草 》 相比
,

由于政协协议的影响
,

因此从条文上看
,

它多了一些
“

民主
” 、 “

自

治
”

的内容
,

取消了对人民基本权利 的法律限制
,

规定了行政院对立 法院负责
、

省为最高 自

治单位等内容
,

但实质上
,

它仍然是 《五五宪草》 的翻版
,

两者都要借 竺民主宪政
”

之名
,

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之实
,

再加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破坏宪法
、

限制人民权利和 自由的法令和

条例
, “

行宪
”

后的中央集权与独裁专制比
“

行宪
”

前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

伪国大闭幕不久
,

蒋介石又导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
。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 日
,

蒋介石在

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 院院长
,

第二天 由国

民政府公布了这份名单
。

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为副主席
。

五院院长分别为行政院长

张群
、

立法院长孙科
、

司法院长居正
、

监 察院长于右任和考试院长戴传贤
,

他们全 是清一色

的国民党党魁
。

为了制造民主宪政
、

多党联合执政的假象
,

国民党拉来民社党和青年党作点

缀
,

分别
“

赐给
”

民青两党及所谓
“

社会贤达
”

各四个国府委员会的名额
,

并装模作样地为

共产党和 民盟保留了空缺
。

就是这么一个
“

新筹安全
” ,

却被蒋介石国民党厚颜无耻地吹捧

为
“

多党派联合的政府
” 、 “

自由主义的政府
” , “

介于训政与宪政 之间的政府
” 。

但无论是召开国民大会
,

还是改组政府
,

都掩盖不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实质
。

所谓的多

党政府
、

民主政治全是 自欺欺人的谎言
,

国民大会制定的的专制独裁的宪法还没有实行
,

却

已被反动政府 自己破坏
,

被它用更加专制独裁的法令
、

条例所代替
。

民主
、

宪政的外衣已被

国民党自己一件件的撕破
,

但它却仍要坚持演完上演已久的民主宪政骗局的最后一幕
,

于是

又有一九四八年行宪国 民大会的丑剧
。

四
、 “

行宪
”

国民大会的召开

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
,

制定和颁布伪宪法
,

不但未能起到巩固其法西斯专政的作用
,

反而

准其独裁专制的面 目暴露得更加清楚
。

一九四八年
,

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已取得重大的胜

利
,

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
,

但它仍继续玩弄
“

还政于 民
”

的骗局
.

宣布召

开
“

行宪
”

国民大会
,

实质上是要让蒋介石登上总统的宝座
,

把 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的法西斯

独裁变成中华民国总统名义的法西斯独 裁
,

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
,

以挽救其

3 4



垂危的命运
。

在这种情况下
,

蒋介右政府子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 日
,

在南京召开了以选举

总统和副总统为中心议题的
“

行宪
”

国民大会
。

当时
,

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
,

各派系争权夺

利
,

明争暗斗
,

整个
“

行宪
”

国民大会成了一出丑闻百出的闹剧
,

其中又以蒋介石
, “

当选
”

总统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最为精彩热闹
。

1
.

蒋介石
“

当选
”

总统

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是这次国民大会的主要议题
。

四八年四月四 日
“

国大召开前
,

国民党

第六届中央执委会在南京召开了临时全体会议
,

讨论总统
、

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

虽然会议作

出决定
“

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
,

本党不决定候选人
,

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

参加 竟选
” ,

L但 最后还是由全会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决定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

在这次会

议上
,

蒋介石故意表示不愿参加总统竞选
,

宁愿作行政院长
,

并且提议
“

总统一职
,

最好 由本

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
。

此一候选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

( 甲 ) 富 有 民 主 精神及 民

主思想
,

( 乙 ) 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
,

(丙 ) 对宪 法 能 全 力 拥 护
,

并 忠实执

行
,

(丁 ) 对国际问题
,

国际大势
,

有深切 之了解及 研 究
,

(戊 ) 忠 于 国家 富 于 民 主思

想
。 ”

蒋 同时还标榜
”

今 日宜 以党 国为重
,

而不应计较个人得失
,

以达成中国国民党数十年

来为民主宪政奋斗之本 昌
” 。

L 其实
,

蒋介石是铁心要做总统的
,

同是在这次会上
,

蒋介石

宣布
: “

我是国民党党员
,

以身许国
,

不 计生 死
。

我要完成总理遗志
,

对国民革 命 负 责 到

底
。

我不做总统
,

谁做总统 !
” ⑥ 他之所 以故作姿态地表示引退

,

是因为嫌总统权力受到了限

制
.

的确
,

为了造成民主宪政的形象
,

宪法在一些条款上还是按照政治协商会议 关 于 修 改

宪法草案的十二条原则
,

对总统的权力进行 了一些限制
。

在 由于蒋介石 表 态
“

不 愿
”

作 总

统
,

因而盛传 胡适将当总统的时候
,

胡适还曾煞有介事地查阅了 《中华民国宪法》 中关于总

统职权的条款
,

并说道
: “

照这样 当总统不算太忙
,

我还有写文章的时间
” 。

L 这件事在当

时虽为笑谈
,

但也从侧面说明只照宪法看 来
,

总统的权力实在不能满足蒋介石的独裁欲望
.

对于蒋介石的用意
,

其党徒心领神会
。

他们一面对蒋劝进
,

一面着手扩大总统的权力
.

四月五日
,

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 《赋予总统 以紧急处置权》 的建议
,

经过这番安排
,

蒋

介石才表示
“

尊重
”

和
“

接受
”

全会决定
,

参加 总统竞选
。

四月十八日
,

国民大会又通过了

《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

规定
“

总统在动员勘乱时期
,

为避免国家或人 民遭遇紧急危难

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
,

得经行政院会议 之决议为紧急处分
,

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四

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
” ,

⑥ 并且还规定
“

运员勘乱时期之终止
,

由总统宣告
,

或 由立法院

咨请总统宣告之
” 。

L 这样
,

总统就可 以借 口
“

动员勘乱时期
”

未终而随心所欲地行使
`

紧

急处分
”

之权
一 ,

独揽国家大权
,

不受宪法的限制
。

四月十九 日
,

国民大会举行了总统
“

选举
” ,

这完全是一个形式
.

由于国大代表是由国

民党中央圈定的
,

因此
,

在投票前签署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就已达两千多人
,

蒋介石
“

不竞
”

而
“

当选
”

为总统
,

得票二千四百三十张
,

而陪选的居正只得二百六十九票
.

2
.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如果说总统的选举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按部就班地进行的
,

副总统的选举则是太不如蒋

总统的意图了
。

虽说是副总统
,

竞选者竟多达六人
,

他们是孙科
、

于右 任
、

李 宗 仁
、

莫德

惠
、

程潜和徐传霖
。

蒋介石原来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
,

压迫李宗仁 以顾全大局的名义退

出竞选
。

但与蒋介石矛盾已深的李宗仁一意要争当副总统
,

正如蒋介石铁心要 当总统一样
。

由

于李宗仁代表着国民党内另一个实力强大的派系— 新桂系
,

又接过了蒋介右
“

民主宪政
”



.

的旗号
, ;

困此蒋介石被迫同意李宗仁参加竞选
。

于 是
,

六位候选人围绕一 个副总统的职位展

开 了激烈的角逐
,

当然
.

唱主角的还是李宗仁
、

孙科二位
。

四月二十三 日
,

副总统选举开始
。

第一天无人过半数
,

第二天大会就得票前三名进行 第

二 次投票
,

仍无人过半数
。

这时
,

蒋介石示意程潜放弃竞选
,

目的在于支孙压李
,

二十五 日

程潜
“

奉命放弃竞选
” :

李宗仁接受其竞选班子的建议
,

采取 以退为守的战略
,

声称这次竞

选存在某种压力
,

使各代表不能自由投票
,

选举难有民主结果
,

也宣布放弃竞选
,

以此对蒋

进行要挟
; 这使孙科处境尴尬

,

也被迫放弃竞选
。

三位候选人都
“

放弃
”

竞选
,

国 大 只 得 停

会
。

经蒋介石多方疏通
,

国大才于二十八 日重新开会
。

第二 天国大举行了第 四 次 投 票
,

结

果
,

李宗仁 以一千四百三十票当选
,

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

副总统选举 以李 胜 孙 而 告

终
,

与蒋的初衷相违
,

无怪乎 当时的报刊称这次副总统竞选为
“

国大好戏连台中最精新的一

幕
。

选出总统
、

副总统后
,

行宪国民大会于五月一 日收场结束
。

.

五
、 “

行宪
”

国民大会以后南京政府的政治制度

五月二十 日
,

蒋介石
、

李宗仁就任总统和副总统
,

南京政府正式进入所谓的
“

行宪
”

时

期
。

接着又选任了行宪后的五院正副院长
,

他们分别 是行政院的翁文颧
、

顾 孟余 (后改为张

厉生 )
:

立法院的孙科
、

陈立夫 ; 监察院的于右任
、

刘哲
; 司法院的王宠惠

、

石志泉 以及考

试院的张伯菩
、

贾景德
。

但南京政府的所谓行宪
,

推行 的是一部封建买办法西斯性质的宪法
,

这部宪法的基本特

点 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
。 “

蒋记伪宪法的 精 髓 和 实

质
,

可 以八个字概括之
:

人民无权
,

独夫集权
” 。

L特 别 是后 来又通过的 《动员勘乱时期临

时条款》
、

扩大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力
,

使他成为中华民国合法的也是终身 的甚至 世袭的独裁

者
,

而所谓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成了官样文章
,

总统可 以宣布戒严
,

使人民处于 无 权 的 地

位
,

蒋介石实际上成了
“

民主共和国
”

的君主
。

1
.

有名无实的国民大会

国民党政府制定宪法时所标榜 的是
“

权能分立
” 。

所谓
“

权能分立
” ,

是孙中山民权主

义思想的一 部分
,

目的在于实现主权在民
,

使国民大会成为代表人民行使政权的机构
,

让人

民能充分管理政府
,

防止政府权力扩大
,

人民无法驾驶的现象
。

但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宪法

中
,

国民大会却成了掩盖其政府万能
、

人民无 权实质的工具
。

国民大会选举或罢免总统
、

副总统
,

修改宪法
,

创制与复决法律案并且审理监 察院对总

统
、

副总统的弹劫案
。

从表面看起来
,

国大的权力似乎不小
,

实际上并非如此
。

国大唯一的

常设机构为秘书处
,

其职责为处理会务
,

因此
,

国大没有行使职权的常设机构
,

根本不可能

有效地代表人民行使政权
。

并且
,

虽然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

现任官吏不得 于其任所在地选

举区当选为国大代表
” 。

L但 他到别的选举区也一样能舞弊
,

能 当选
,

能照旧作官
,

这样
,

往往一人兼有国大代表与政府官员双重身份
,

国大监督政府也就无从谈起
。

因此
,

国大事实

上成了一个还政于民的摆设
,

是选举总统
、

副总统的投票机器
,

南京政府的御用工具
。

2
.

大权在握的总统府

蒋介石
、

李宗仁就任正
、

副总统后
,

国民政府就宣告结束
, _

改组为总统府
,

国民政府主

席蒋介石变成了中华 民国尝
、

统蒋中正
。



依宪法规 定
,

中华民国总统为中华民国元首
; 总统统帅陆海空军

: 总统依法缔结条约
、

宣战烤和
、

颁布法律
、

发布命令
、

宣布戒严
、

发布紧急命令及任命文武官员
,

授 予 国 家 荣

典
; 总统 还依法行使大赦

、

特赦
、

减刑及复权的权力
。

但这些
,

都还只是形式上的权力
,

一

方面
,

其行使受
“

依法
”

二字的限制
,

另一方面颁布法律与发布命令均须经行政院院长或行

政院院长与有关各部会首长的副署
,

行政院因此对立法院负责而非对总统负责
。

这些表面的权

力当然满足不了蒋介石独裁的需要与欲望
,

他还拥有更大的实际权力
,

它们大致有 以下几点
:

( l) 提 名任命权一
一总统提名行政院院长

,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之 ; 提 名 司 法 院 及考

试院院长
、

副院长及大法官
,

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
。

由于总统无疑是国民党领袖
,

所 以总统

提名总是被通过
,

实际上提名权等于任命权
。

( 2 ) 核可权—
宪法规定

“

立法院对于行改院之重要政策不赞 同 时
,

得 以 决 议 移请

行政院变更之
。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
,

得经总统之核可
,

移请立法院复议
。

复议时
,

如

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 维持原决议
,

行政院院长应 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 。

@
“

行 政院对

于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案
、

预算案
、

条约案
,

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
,

得经总统之核可
,

于该决

议案送达行政院十 日内
,

移请立法院复议
。

复议时
,

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
,

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 辞职
” 。

@ 这样
,

总统若支持行政院就予以
“

核可
” ”

否则就

不予
“

核可
” ,

行改院院长既得不到立法院的赞同
,

又得不到总统 的支持
,

必然辞职
。

( 3 ) 总统还可 以召开 与争执有关的各院院长会议
,

以五院调停人的身份出现
。

由 于 五

院院长中有三人是 由总统提请任命的
,

所以总统在院长会议上
,

能得心应手地按自己的意志

调解院与院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

( 4 ) 紧急处分权一
这是由宪法以外的 《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赋予总统的特 殊权

力
,

也是总统各种权力中最有用 的一项
。

(其详前面已提及
,

故不再重复
。

) 这个条款
,

使

总统可以发布各种命令而不受立法院限制
,

实际上等于恢复 了
“

行 宪
”

前 的
“

手 令
”

制
、

“

手谕
”

制
,

总统命令成了不受宪法控制的法令
,

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
。

3
.

行政院

宪法规 定行政院是中华 民国最高行政机关
,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 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

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
、

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
。

一 九 四 八 年
’

行

宪
”

后 第一届正副院长为翁文颧
、

顾 孟余
,

并设有内政
、

外交
、

国防
、

社会
、

水利
、

地政
、

卫生
、

财政
、

教育
、

司法行政
、

农村
、

工商
、

交通
、

粮食
、

主计等十五个部 以 及 资 源
、

蒙

藏
、

侨务三个委员会
,

并设有政务委员 (属于不管部会 ) 五人
。 `

行政院设行政院会议
,

由院长
、

副院长
、

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组织之
。

会 议 每周一
次

,

必要时可
.

以召集临时会议
。

行政院会议议决行政院提出于立法院的法律案
、

预算案
、

戒

严案
、

大赦案
、

宣战案
、

婕和案
、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的事项 ;
一

其

决议出席人数过半数 同意才能通过
,

另外
,

行政院内设秘书长
、

副秘书长各一人
,

】

并设下秘

书处
、

编审
、

参事
、

会计处
,

统计室及人事室机构
,

处理院内事务
。

宪法条文中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政协提出的宪草原则
,

规 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贵的事项

为
:

( l )
“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
,

立法委员子开会时
,

有向行政

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 ,

( 2 ) 立法院对于行政院的重要政策木赞同时
,

得以决

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
,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
,

复议时
, ` 、

如经出席立祛委员三分之二维持

原决议
,

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

( 3 )
“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
、

预算



案
、

条约案
、

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
,

得经总统之核可
,

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 日内
,

移请

立法院复议
。

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 。

L ( 4 )
“

行 政院于会计年度开始 三个

月前
,

应将下年度预算案提出于立法院
” ,

⑧
“

于 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
,

应提出决算案

于监察院
” 。

⑧这 些规 定
,

颇有内阁制的特点
,

但由于行政院院长的提任权在总
.

统手 中
,

并

且总统还拥有
.

“

核可权
” ,

所 以
,

行政院实际上仍在总统控制之下
,

对总统负责
。

4
.

立法院
“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

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
” ,

L立 法委员由各省
、

各

直辖市
、

蒙古各盟旗
、

西藏
、

边疆地区各民族
、

华侨及职业团体选出
、

任期三年
、

可 以连选

连任
、

立法院设院长
、

副院长各一人
、

由立法委员互选
。 ” “

行宪
”

后第一任正副院长分别

为孙科与陈立夫
,

立法院的立法工作
,

以会议方式进行
,

包括各种委员会会议
、

委员会联席会议及立法院

院会三种会议
.

立法院的职权包括
:

( l) 立法权
。

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
、

戒严案
、

大赦案
、

宣 战 案
、

烤和案
、

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
;

( 2 ) 质询权
。

立法院听取行政院提出的 施 政方

针与施政报告
,

变更行政院重要政策以及对行政院院长
、

各部会首长提出质询
:

( 3 ) 总统任

命行政院院长
,

必须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

( 4 ) 立法院经四分之一立法委员的提议
、

四 分之

三委员 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的议决
,

可 以拟定宪法修正案
,

但必须交国民大会 复 决 ;

( 5 )按 《中华民国宪法》 规定
,

总统发布的紧急命令
,

必须于一个月内获得立法院的追认
,

否则
,

立法院不同意
,

则该紧急命令撤销
; 总统宣布戒严也须经立法院的同意或追认

,

立法

院认为必要时
,

还可 以议决移请总统解严
。

这些本是立法院限制总统滥用职权的两项重要权

力
,

但 《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 把立法院这两项权力剥夺了
。

因此
,

立法院实际上成了为

政府反共反人民的行为制造法律依据的工具
。

5
·

司法院
、

监察院与考试院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

掌理民事
、

刑事
、

行政诉讼的审判以及公务员 的惩戒
,

并有解

释宪法以及统一解释法律 与命令的权力
.

司法院设正副院长各一人
,

由总统提名
、

经监 察院同

意而任命
; 司法院还设有大法官会议

、

最高法院
、

行政法院和公务院惩戒委员会
。

大法官会议

以十七名大法官组成
,

大法官由总统提名
,

经监察院同意而任命
;
大法官会议行使解释宪法并

统一解释法律命令的职权
。

为点缀 其行宪与民主
,

第一届大法官会议规定十七名大法官 中
,

由民青两党各推两人参加
。

最高法院负责审理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第一审判决而上诉的刑

事诉讼案件
,

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 第二审判决而上诉的民事
、

刑事案件
,

不服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裁定而抗告的案件以及非常上诉案件
。

行政法院掌理全国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

公务员

惩戒委员会则负责掌理全国公务员惩戒事宜
。

为标榜司法公正
,

宪法规定
:

法官须超出党派以

外
,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

不受任何干涉
,

L但 四八年三月
,

司法院却决定设立特种 刑 事 法

庭
,

分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和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两种
,

基
“

特
”

在于专为处理
“

勘乱时期危害

国家案件
” ,

这无疑是专门对付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活动的
,

尤其是党的 地 下 工 作

者
.

所以
“

超党派
”

也就成了谎言
,

实质上还是属于国民党
,

是为其一党专政服务的
。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

由监察委员组成
。

监察委员 由各省市议会
、

蒙藏地方议会

及华侨团体选出
,

任期六年
,

可连选连任
.

监察院设正副院长各一人
,

由监察委员互相推选
。

监察院
“

使行同意
、

弹劫
、

纠举及审计权
” ,

L 其具体职权大致如卞 ;
( l) 同 意 权

, 总



统提请任命考试司法两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
、

考试委员
,

须经监察院同意
:

( 2 ) 弹 劲 权
。

弹勤的对象包括正副总统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
;

( 3) 纠举与纠正权
。

监察委员对 于中央或地

方公务人员认为有失职或违法行为
,

可以提出纠举案
,

对于行政院及其各部会违法或失职的

工作及设施
,

可以提出纠正案
,

并移送行政院及 其有关部会
,

促其注意改善
;

( 4 )审计 权
。

监察院设审计部
,

监督政府所属各机关预算的执行情况
,

核定其收入与支付命令
,

审核其计

算与决算
,

稽察其不法或不忠于职务的行为
.

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

此外
、

监

察院还派员监督典试委员会及考试院派员或委托有关机关办理的考试
.

监察院是国民党用来

控制与监督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机构
,

目地在于不使各级官员有
“

违法或失职行为
” ,

也就是

要保证他们忠实地为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服务 的
。

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
,

掌理考试
、

任用
、

锉效
、

考绩
、

级傣
、

升迁
、

保 障
、

褒

奖
、

抚邮
、

退休
、

养老等事项
。

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都由总统提名监察院 同 意 而 任

命
。

考试院设考选部掌理全国考选事宜
、

设锉数部掌理全国文职公务员的栓教及各机关人事

机构的管理等事项
。

宪法规 定
、

选拔公务员
、

应实行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
、

非经考试合格不

得任用
、

并规定公务人员
、

专门职业人员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
、

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拴定
、

对于不合法定资格者
、

考试院可 以不经惩戒委员会程序而直接提请降职或免职
.

考试制度完

是为保证反动政府取得合乎需要的公务员服务的
。

从
”

制宪
”

到
”

行宪
” 、

国民党南京政府上演了一出完整的
”

还政于民
”

的 丑 剧 与
一

骗

局
,

其中还穿插有和平谈判
、

停战等花招
,

但终未能挽回其早已腐败不堪的统治
.

一九四 九

年四月二十三日
,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

解放了这个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中心
,

宣告了蒋家

王朝二十二年统治的覆灭
,

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从此开始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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