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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从
“

太子
”
到立法院长

在中国现代史和民国政治史中
,

孙科是一个有

着特殊影响的人物
。

这不仅因为他在国民政府和
“

行

夫
”

政府中
,

先后五次出任立法
、

行政
、

考试院院长
,

时间长达 40 余年
,

而且还有其他几方面原因
:

第一
,

他是孙中山唯一的公子
,

这在国民党内

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特殊地位
,

尤其在孙中山去

世后
,

有人
“

爱屋及乌
” ,

难免过分推崇 , 有人则把

他当作民国的一个
“

符号
” ,

使他处身在政治旋涡之

中
,

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人物
。

蒋介石集团中人 曾

有意把孙
、

蒋两家联系在一起
, ·

说早年孙中山提携

蒋介石
,

是孙— 蒋体系
,

蒋介石提名孙科为国民

政府副主席
,

是蒋— 孙体系
,

蒋介石年老以后孙

科再扶植蒋经国主政
,

又是孙— 蒋体系
。

第二
,

孙科 的文化背景造成的特殊影响
。

他长

期接受西方教育
,

虽然孙中山曾特地从国内寄《资治

通鉴 》等古籍给他
,

但他所热衷的仍是西方 人文典

籍
。

胡汉民曾这样评论孙科
: “

因为他是开国总统孙

先生的儿子
,

他有少爷脾气 , 因为他是革命党人
,

所以他有革命脾气 , 因为他是 留学生
,

受很深的外

国教育
,

所以他有洋人脾气
。 ”

这话有一些挪偷的成

分
,

但国民党内确实有
“
顾孟余不吃中国饭

,

孙科不

写中国字
”

的说法
。

孙科在 1 9 3 2年当选立法院长后
,

才开始用毛笔写字
,

临摹孙中山 的笔迹
。

他的立法

思想
,

主要是西方的
,

不同于孙中山的既有西方政

治文化的影响
,

又继承东方权力政治的传统
。

在孙

科的政治生涯中
,

曾多次在蒋介石的权力政治的主

旋律 中注入几个民主色彩的音符
。

加上他几次以
`
我

不跳火坑谁跳火坑
”
的态度接受蒋介石给他 的尴尬

职务
,

使他成为被人 同愉的官员
。

第三
,

他对易国政局最突出的影响
,

要数对国

民政府立法所投人的工夫
,

在民国立法史上有一定

地位的人虽有儿个
,

诸如胡汉辱
、

傅秉常
、

张知本
、

吴经熊
、

张君勘等
,

但都不像孙科那样生持立法院

16 年
.

领导了训政立法
、

战时立法
、

行宪立法等全

部过程
。

他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衍

法律
、

经济
,

曾对
“

各国政府
” 、 “

地方政府代
’

懊美
法

” 、 “

罗马法
”

等作过深入研究
,

这使他在立 法
’

院

的从政活动与早年学识相一致
。

他认定了运用立法

来巩固民国是最适宜他本人 的选择
。

他两度担任行

政院长
,

都是迅即辞职 (第一 次仅一个月
,

第二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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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01 0天 )
,

而立法院长却吮当便基10 余年
,
原因可

能即在于此
。

孙科不基立法院的开创者
。

在他以前担任过立

法院长的有
:

首任立法院长胡汉民
, 1马2母年 1。月就职

。

胡汉

民对于立法制度的创立有他的特殊作用` 1 9 3 1年 2

月因不容于蒋介石而被软禁
,

被迫辞去
。

第二任立法院长林森
,

原为副院长
。

胡汉民被

逐走后
,

林森 于 1 9 31 年 2 月继任
。

风年 12 月被推选

为国民政府主席而辞立法院长职
。

第三任立铸肺长张继
,
于 1 9 31 年 12 月 2召日被国

民党中央选任
,

拒不就职
。

一个月后
,

国民党中央

决定孙科继任
。

`

因此
,

孙科是第四任立法院长
,

但他不愿接受
,

院长职务先后由副院长军振
、

邵元冲代理
。

草振从

1 9 3 1年 1 2月代理 至次年 5 月
,

邵元冲则从 5 月代理

至年底
,

’

孙科正式就任立法除长职务是在 1 9 3 2年 12 月
。

当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四届三中余会 、 孙科等 27 名中

央执行委员向会议提出了一项为挽救危亡
,

作宪政

开始之准备的提案
,

获得通过
,

会议决定由文法院

起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

以供研讨
。

孙科 这 才 于

王. 3 3年 1月赴南京就立法院长职
。

多年后他在回顾

这一经历时说
,

他是从这时起结束了他的政治
“

漂

泊
” ,

一心致力于立法建设
。

二
、

立法院与议会的区别

常有人提问
:
国民政府立法院是否即西方国会?

孙中山曾说
: “

立法院即国会
。 ”

按服孙中山 的政

制设夙 立法院应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

立法院与

行政院的关系
,

柏当于西方的国会与内盼的关系
。

但 19 2 8年 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实行的五院制度却与

孙中山的主张不同
,

它规定
“

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

高立法机关
” 。

应当仔细区分
“
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

与
“
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

”

两个提法之间的重要不

同
。 `

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
“

最高
,

是真正的
件

最高
” ,

再没有比它更高的立铸机构了
。

而
“

国民政府垠高

立法机关
.

是仅仅就政府机关以内而言
“

最高
” ,

在政

府机关以外 , 还有更高的立法机关雄踞于上
。

请看
:

在制订一项铸律呱 先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所属的政怡委员会 (筒称
“
中政会

”
)提出制订法律的

原则
,

交立法偏作为裸草法律条文的依据
,

立法院

对于
“

中政会
”

姗决定的法称尾川不得交更
。

立法院

依据
“

中政会
”

提出的法律原则起草法律条文并按照

立法程序完成了 刘
一

法律案的议决后
, “

中政会
”

如对

法律有异议
,

有权令立法院复议并修正
`

法律案正

式通过后
,

立法院应呈报国民政府委员会
,

经议决

通过
,

始可公布
。

公布时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
,

立

法院长副署
。

立法院无权公布法律
。

抗战时期
,

国

防最高委员会成为党政军无所不篆的决策机杀
,

它

有权自行制订法规
,

直接交国民魂府公布
,

立法院

不得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

从上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到
,

在立法院这一个被称为
“

最高
”

立法机关的头上
,

还

有
“
中政会

” 、

国民政府季员会和国肺最高委员会三

个机构在焉
,

何来
“

最高
”

之有”

国民政府立法院与酉方国会还 有一个 重 大区

别
。

国会是民意机构
,

国会议员系由人 民选举产生
`

而立法院的委员系由立法院长提名
,

经
“

中政会
”

议

决
,

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任命
。

所以立法委员是政

府官吏
,

而不是民意代表
,

他们和 人民
“

混身不措

界
” 。

当然立法委员也有与一般政府官吏不 同之处
,

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官职
,

也木褥做律师
,

似平

带有一
`

钾议员的
“

超然
”

色彩
。

自然
,
立法委员往在是有背景的

,
立法院长在

向
“

中政会
”

提出立法委员人选时 , 通常被国民觉各

派系所包围
。

各方都力争把自己的人物送到立法院
.

许多人利用乡谊
、

旧识等关系进行钻营
。

胡汉民组

织立法院时
,

政府某权贵介绍一个同乡到立法院
,

原只想谋一个小吏的位置
。

恰巧立法院缺这个省的

立法委员
,

胡汉民便提名他当上了立法委员
。

胡汉
·

民是广东人
,

第一届立法委员中广东籍的委员就比

较多
。

国民党中央规定立法委员人 选标准是
: “

其人

曾为党国效忠
,

在革命过程中未尝有违背党义言论

行动
,

而对法椒 政治
、

经济有相当之学识经验者

为合格
。 ”

实际并非如此
,

纵使较多的立法委负是老

资格的国民党员
,

却也有的并非国民党员
,

吴经熊

自己说他是在当上立法委员前半年才对三民丰义有

认识
。

在立法院中有重大影响的王昆仑
,

在进入立

法院以前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

不管国民党规

定汁么样的人逸标准
,

立法委员不是铁板一抉
。

杭

曲时翎一部
,

分立法委员积极支持宪政运动
,

解放战

争日捕】一部分立法委员所组织的
“

民主 自由社
”

发起

和平运动
,

以及 1 9 4 9年有 44 名国民党立法委员与高

级将领在香港起义
,

`

都是证明
。



` 一

国民政府立法院与西方国会还 有一个 很 大 区
一

别
。

国会采用会 期制一 年中只 有儿个月是 国会开

抖会期间
.

其余 大汉 分月份均沐会
。

这怂 因为 国会议

; 员来 自全国
,

人数又多
,

不可能终年留在首都开会 ;

价而国民政府立法院人数很少 (他们不是民意代表
,

只

一

需人数不多 的专家即可 )
,

他们既已被政府 任命成
` 为官吏

,

理应长年服务
。

所以立法院采用常会制
,

规定全院会议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

各委员会会议由

委员长随时召集
。

立法院没有休会期
。

、

但是
,

立法委员是有任期的
。

每届任期两年
.

期满由立法院长重新提名
,

报请国民政府主席任 命

实际
_

匕 大部分立 法委员都会被重新提名
.

请看
:

第一 届立法委员 (玛 28 年 n 月任命 )共 49 人
。

第二届立 法委员 ( 1 9 3 0年 12 月任命 )共拍人
,

其

中3 9人是连任
。

连任者占上届立法 委员 总
.

人数的

7 ,
.

5%
。

从 1 9 5 1年 1 0月到 2 9 3 2年 9 月
,

又补充任命

了一批立法委员
,

使第二届立法委员总人数达到 63

人
。

第三届立法委员 ( 1 9 3 3年 1 月任命 )共90 人
,

其

中准l 人为连任
。

连任者占上届立法委员 总人 数的

8 3
.

6 %
。

第四届立法委员 ( ] 9 3 5年 l 月任命 )共86 人
,

其

中由上届立法委员连任者 67 人
,

占上届立法委员总

人数的7 4
.

4%
。

这一届原应于 1 9 3 7年 1 月任满
。

但

因国民党中央预定于 1 0 3 7年 11 月召集国 民大会
,

故

议决将这一届立法委员任期延至 国民大会举行前为

止
。

不久
,

发生卢沟桥事变
,

立法委员的任期便一

延再延
,

仅对死亡
、

另有
.

任用或因其他原因不再担

任立法委员者另 以新委员递补
,

井增加子
,

一
些委员

名额
,

到抗战胜利时
,

委 员总人数达到 97 人
。

上一届立法委员的大多数
,

连任为
一

l; 一 届立法

委员
,

是出于法律的连续性和政治的稳定性 的考虑
,

有一批最老 的立法委员
,

如刘盟训
、

彭养光
、

卢仲

林
、

马寅初
、

陈长荷
、

卫挺生
、

楼桐荪
、

罗鼎
、

林

彬
、

刘克禽等
,

从第一届当到第四届
。

许多立法委

员连任 10 余年
。

如此
,

才满足了国民政府立法 的需

要
。

三
、

弱国立法
, 做给强国看

制订法律
,

是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基本职权
。

为

什么制订法律 ? 不 言而喻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
。

但国民政府立法院一成立
,

便急急制订民
、

刑各法
,

还有另一个紧迫 的原因
,

这就是为了从外国手中收

回治外法权
。

这是弱国立法 的苦衷
。

一 “

在百年史中
,

有 0] 多个国家借口 中国沾制不完

全
,

强迫中国政 府承认各 国享有在华领事 裁判权
,

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可 以不受 中国政府制裁
,

而由各

国领事处置
。

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向题
.

旱在 1 9 2 1年的华盛顿会

议上中国代表团便 已正式提出
:

但未获解决
。

1 9 2 6

年英
、

美
、

日
、

法
、

意
、

比
、

葡
、

荷等国在中国人民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冲击下
,

被迫考虑这一问题
,

但提出要对中国司法状况进行调查
。

他们在北京
、

汉口
、

南京
、

上海等地考察了法院
、

监狱后蛮横表

示只有在中国政府改良现有法律
、

司法制度与监狱

制度
,

完成 民法
、

商法
、

刑法
、

土地法等各种法律
,

各国才
一

可逐 步取消领事裁判权
。

1 9 2 8年
,

国民党完成北伐实现统一后
,

便向在

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 16 国提出取消各国的这项特

权
。

但到 1 9 2 9年
,

只有墨西哥一 国表示同意
。

其余

1 5国仍以原来 的借口拒绝放弃这一殖民化的权益
。

为此
,

胡汉 民就任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后
,

便抓紧制订民
、

刑各法
。

他在全体立法委员宣誓就

职典礼上说
: “

目前所亚须研究者
,

为民法
、

商法
、

土地法
、

经济法
、

劳工法等
。

对外为取消领事裁判

权
,

收回治外法权及废除不 平等条约之准备
,

对内

使全 国人民生命财产及平等 自由得有充分保障
。 ”

为审议起草各项法律
,

立法院设立各种委员会
:

(一 )常设委员会

法制委员会— 委员长先后为焦易堂
、

吴经

熊
、

史尚宽
、

林彬

外交委员会— 委员长先后为傅秉常
、

楼桐

荪
、

昊经熊

财政委员会— 委员长先后为邓召荫
、

马寅初
、

陈长衡
。

经济委员会— 委员长先后为邵元冲
、

吴尚鹰
、

梅恕曾
、

楼桐荪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先后为钮永建 、陈肇英
、

何遂
、

朱和中

(二 )特设萎员会

为起章某一法律而特别设立
,

共设民法
、

形法
、

商法
、

劳工法
、

自治法
,

土地法等委员会
。

特设委

员会 的负责人不称委员长
,

而称
“

召集委员 “ 。

照理

说
,

特设委员在其特定任务完成后便应解散
。

事实



仁
,

在民法、 刑法
、

商法
、

劳工法
、

自治法
、

土地

法颁布后
,

上述委员会都继续存在
,

直到 1 9 48年 5

月国民政府立法院结束为止
。

这是因为它们又被赋

予起草其他相关法律的任务
,

如民法委员会接着又

制订印花税法
、

破产法
、

强制执行法等 , 刑法委员

会又奉命先后制订了刑事诉讼法
、

刑事简易程序暂

行条例等 , 商法委员会负责制订公司法
、

海商法
、

银行法等 , 劳工法委员会又继而起草劳动保险法
、

劳动契约法
、

职业介绍法
、

女工生产前 后 雇 佣 公

约
、

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关于灾害赔偿应受同等待

遇公约等
。

一年后
,

立法院的法律制订工作已见成效
。

胡

汉民在 1 9 2 9年 12 月立法院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说
,

一年来
,

为加紧立法
,

每 日开会
,

迄未间断
,

虽在

盛暑
,

也照常开会
,

有时一 日通过法律 2 5。余条
,

通

常也在 1 00 条左右
。

胡汉 民本人亦十分辛 勤
,

有一

段时间
,

他每 日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各

种会议
, 一

il’ 午便回到立法院参加制订法律的工作
,

从下午 3 时起至晚上 10 时止
,

每日工作 6 小时以上
,

参加各委 员会 审议法律
。

至 1 9 3。年 12 月
,

立法院成

立两周年时
,

已完成 J’ 民法
、

民事诉讼法
、

公司法
、

海商法
、

保险法
、

刑法
.

、

刑事诉讼法
、

土地法
、

自治法
、

工厂法
、

工商法
、

商会法
、

劳动法
、

出版法等等一

批法律
,

其中某些法律与旧的法律相比似有一点新

意
,

如将民法中的
“

债权编
”

改为
“

债编
” ,

立法委员

们认为
“

债权编
”

三字专为保护债权人
,

而孙中山民

生主义 注重对弱者的保护
,

改为
“

债编
”

以表 明该编

同样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

又如
“

亲属编
”

中规定

家长不论性别
,

革除以往限于男子为家长的陋习
。

再如刑法中规定夫妻应守 同等之贞操
,

夫妻任何一

方与人通奸同样受罚
,

不同于以往只处罚妻子与人

私通者
。

孙科接任立法院长职务后
,

肯定了胡汉民在立

法方面的成鸽 但认为还很不够
。

他说
,

前任院长

胡汉 民先生所领导的立法院
,

已经做了不少的事
,

立了不少的法
,

但由于 当时立法技术未臻完善 , 或

因当时情势
,

所立之法 已不能全部适用
,

故我接长

立法院后
,

即将以前已立之法积极整理修正
,

待立

而未立之法亦积极研究制订
,

经过十余年努力
,

凡

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法律已完全具备
,

内容也很

进步很合理
,

不但我们自己觉得满意
,

就是外 国法

学家也有 良好的批评
。

孙科这一段话
,

如果撤开他

的评价尺度的主观成分
,

仅从国民政府立法工作的

过程看
,

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

在孙科主持下
,

国民政府法律系统得到进一步 牟

建设
。

1 9 3 9年
,

考试院长戴季陶曾手订了一份 《公 等

法私法分类简表》
,

列出了当时已完成的一个庞大的

法律体系
,

择其要者有
: 介

公法类
: :

(一 )组织法方面
,

制订了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机

关的各种组织法和议事规程等 ,

(二 )行政方面

关于对外事务的
,

有护照条例
、

领事签证章程
、

领馆人员服务条例
、

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规程等 ,关于

军事的
,

有戒严法
、

兵役法
、

军事征用法
、

要塞堡

垒地带法
、

防空法
、

违犯兵役治罪条例
、

违替罚法等
。

关于经挤的
,

有预算法
、

会计法
、

统计法
、

一

暂

行决算章程
、

银行法
、

辅币条例
、

国防公债条例
、

盐税条例
、

海关进 口税则
、

所得税暂行条例
、

遗产税

暂行条例
、

营业税法
、

印花税法
、

契税条例
、

烟酒

公卖暂行条例
、

战时过分利得税条例
、

工厂
`

法
、

矿

产法
、

商标法
、

保险业法
、

合作社法
、

工业奖励法
、

商业登记法等 ;

关于教育的
,

有大学组织法
、

学征授与法
、

中

学法
、

师范学校法
、

小学法
、 一

职业学校法
、

私立学

校规程等 ,
` 几

关于交通的
,

有邮政法
、

铁道条例
、

陆上交通
,

管理规则
、

船舶法
、

船舶登记法
、

商港章程
、

内河

航行章程
、

临时特许外国航空器飞航国境暂行条例

等 ;
`

关于司法 的
,

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

惩治盗

匪暂行条例
、

刑法
、

刑事诉讼法
、

行政诉讼法
、

法院

编制法
、

律师章程
、

监狱规则
、

法人登记规则
、

公

证暂行规则
、

诉愿法
、

破产法等扩

关于监察的
,

有弹勤法
、

审计法
、

非常时期监

察权行使法
、

监察院收受人民诉状办法等
。

私法类
:

主要有民法
、

商法
、

公司法
、

票据法
、

海商法
、

保险法
、

民商特别法规
、

劳动契约法
、

团体契约法
、

商业登记法等
。

前面提到
,

立法院抓紧立法的 目的之一
,

是破

除外国借口 ,

从外国人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
。
当中

国法律一一制订出来以后
,

国民政府便一 面与外国

交涉
,

一面于 1 9 31年 5 月须布了 《管辖在华外国人

乓



实施条例 》
,

规定在上海
、

汉 口
、

广州等10 余座大

城市的法院中设立专门法庭
,

受理外国人为被告的

案件
,

并决定从 1 9 32 年元旦起正式实行
。

但英美法

等继续借故阻挠
,

外国人仍藐视中国法律
。

以上都是说的立法院职权之一
:
议决法律案

。

它的另一项重要职权
,

是议决条约案
,

这里面包含

了极微妙的关系
。

四
、

条约案
:

立法院成了徐皮圈章

如前所述
, 1 9 2 8年 1。月公布的 《国民政府组织

法》规定
: “

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
、

预算案
、

大赦案
、

宣战案
、

蜷和案
、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之职

权
。 ”

这一条文到 1 9 3 3年 2月被修正为
: “

立法院有议

决法律案
、

预算案
、

大赦案
、

宣战案
、

堆和案及其

他重要国际事项 之职权
。 ”

把修正前后的条文比 咬
`

一

下
,

发现
“

条约案
”
三字不见

一

J
`

民国的某些法制专

家一 厢情愿地解释说条约案 已包括在
“

其他重要国

际事项
”

中飞
’ 。

事实升
二

!哪月
J

比
。

国民党最高决策者

之所以要把审议条约采的 职权从又法院删去
,

是因

为当时国民党一再与外国 (三亡要是与咄咄逼人 的 日

本 )签订损害国家权益的条约
,

他们害怕把它文立法

院审议时会泄漏出去而在人民中掀起反对的浪潮
。

其实
,

早在立法院职权被修改以前
,

国民党中央

已经将立法院对条约的审议权收回而交给了
“

中政

会
” 二 “

中政会
”

对条约审议通过后便交行政院执行
。

1 9艺9年 甲东路战争后 的中苏 《伯力会议议定书》 和

1 9 3。年的 《中 日关税协定》
,

都是这样做的
。

当时的立

法院长胡汉 民在得知中日关税协定已批准后很有意

见
,

认为行政院的做法与中东贴事件交涉如出一 徽
,

便行使立法院的质间权
,

对行政院提出严厉质问
,

但无济于事
。
谊洲乞年 5 月又产生 了严重丧权辱国的

《淞沪停战协定》
。

这时胡汉民 已被蒋介石逐走
,

孙

科虽已被选任为立法院长
,

但迄未肯就任
,

副院长

覃振代理院长职务
。

行政院长汪精卫重施故伎
,

绕

开立法院
,

径行与 日本鉴约
。

为此
,

监察院长于右

任对汪精卫提出弹劫
,

汪猜卫即 以辞职相抵抗
,

于

右任亦以辞职表示不满
。

最后
,

两人均被蒋介石挽

留
,

而立法权的被侵害和监察机关的制裁无力
,

鼓

励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意孤行
,

1 9 3 3年 2 月便索性

将条约案的审议权从立法院职权中删去 同年 5 月
,

中日又签订了更可耻的 《塘沽协定 》
。

这一次
,

无论

是立法院还是监察院都无话可说了
。

6 月
,

行政院

长汪精卫将《塘沽协定》提交以蒋介石为主席的
·
“
中

政会
”

审议通过
,

予以追认
。

4

从此以后
,

条约案的成立
,

经过以下程序
:
夕卜

交部与外国就条约文本达成一致意见后
,

经行政院

会议议决
,

由行政院单独对国民党
“

中政会
”

负责
,

经
“

中政会
”

通过后
,

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行使
,

立

法院仅有事后的同意权
,

成了一颗
“

橡皮图章
” 。

下

面举中国与利比里亚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例说明立法

院与条约案的关系
:

1 9 37年 12 月 1 1日
,

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与利

比里亚驻法国大使 卜日德
,

代表双方政府在 巴黎签

署了《中国利比里亚友好条约》
,

两人均在条约上正

式签字
,

然后分别报请本国政府批准
。

19 38 年 1 月

4 日
,

外交部长王宠惠将条约的中英文本各一份报

行政院
,

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后
,

呈报国民政府
。

行政

院在呈文 中说
: “

本条约应由两缔约国按照各本国法

定手续
,

于最短期内批准
,

现呈国民政府
,

将批准

书盖用 国玺
,

发还行政院
,

定期互换
,

以资遵守
。 ”

从 呈文看
,

行政院只耍求
“

养用国玺
” ,

并无
“

咨请立

法院审议
”

宇样
。

国民政府收到行政院呈文后
,

由国

防最高会议 (此时 的国防最高会议 已代行
“
中政会

”

职权 ) 议决通过
,

然后交立法院审议
。

这表明
,

立

法院的审议是在事后
,

仅具有程序性的意义
。

五
、 “

创造
”

了一项世界之最

从本文前面所列举的国民党的部分法律
一

名称
,

大致可 以看出 国民党的法律种类萦
`

多
,

体系庞 杂
,

匕们曾被囊括在一本《六法全书》中
。

所谓
“

六法
’

、

一般指宪法
、

民法
、

商法
、

肘法
、 ,

诉讼 法 与行 政

法 (一说民商二法合称
“

民商法
” ,

另加法院组织法
,

是为
“

六法
”
)
。

《六法全书》是国民党成文法的总称
。

对成文法尚且不能明确地统一地分类
,

可见国民党

的法律体系是如何庞大与杂琐
,

’

如再加上大量的非

成文法 (包括各种判例
、

解释
、

习惯法等等 )和单行

法规
,

以及林林总总的章程
、

规则
、

细则
、

通则
、

办法
、

注意事项等等
,

罩在老百姓头上的是一张多

么巨大的铁网 !

六法之首
,

是宪法
,

一切法律都由它而出
,

所

以称为根本法
。

宪法 的制订
,

一般应由国会 进 行
,

或成立特设的宪法会议
。

国民党是在训政条件下由

国民党一党包办制订宪法
,

既无 国会亦无特设的宪

法会议
,

而由立法院负责起草工作
。



国民党制宪是在
“

九
·

一八
”

事变后的特定环境

下被迫进行的
。

当时
,

在全国抗 日民主潮流的冲击

下
,

国民党内发生严重分化
。

党内与党外都有人 主

张结束训政
,

制订宪法
,

实行宪政
。

蒋介石与汪精

卫两集团临时结成的政治联盟痛感内外交困
,

束手

无策
。

正在这时
,

已被任命为立法院长而一直未就

任的孙科
,

在 1 93 2年12 月的国民党四届三 中全会
.

匕
,

联合 20 几个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提出了 《集中

国力挽救危亡案》
,

主张迅速起草宪法
,

定期召开国

民大会
,

伸集中民族力量
,

抵抗外患
。

这一提案被

会议通过
,

决定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
,

以备国民之研讨
。

会后
,

孙科赴南京就立法院长职
。

1 9 3 3年 1 月
,

孙科提名90 人为第三届立法委员
。

同月
,

立法院成

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
,

委员长由立法院长孙科兼任
,

副委员长两人 由孙科指定
,

一为张知本
,

老资格的

革命党人
,

早在武昌起义时就担任军政府司法部长 ;

另一为吴经熊
,

留美的法学博士
,

曾任东吴大学法

学院院长
,

他不是国民党员
,

自称
“

觉得人生乏味
,

无聊之余以偎红倚翠
、

征歌选色为乐事
” 。

J邪 1年 12

月
,

被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聘为
“

国难会议
”

成

员
。

一年后
,

又被孙科提名为立法委员
。

张知本与

吴经熊这两个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人一起担任副委

员长
,

难免发生矛盾
,

不久张知本便托辞 (说是因

女儿病死
,

过分悲哀 ) 辞职而去
。

而吴经熊则
,

一直

受孙科器重
,

直到战后仍聂立法院制宪的主角之一
。

宪法起草委员会共有委员 4。人
,

全为立法委员
,

推

张知本
、

吴经熊
、

马寅初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

长 )
、

焦易堂〔立法院法制妥员会要员长 )
、

傅聚常 (立

法院外交委绒会委员长 )
、

吴尚鹰 (立法院经济委员

会委员长 )
、

陈雄英 (立法院牟事妾员会委员长 )共宁

人为宪法草案主稿妾员
。

孙科并聘请戴季陶 ; 王世

杰
、

伍朝枢
、

覃振为顾间
。

宪法的起草过浑十分烦琐而拖沓
,

每一过程中

所产生的结果
,

名称极为拗 口
,

如
“

草案初稿
” 、 “

草

案初稿试拟稿
· 、

`草案初稿草案
· 、 。

草案初稿草案

修正案
”

等
,

令人不知所云
`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写

出了宪法草案后
,

国民党中央进行了马拉松式的反

反复复的审查修改
,

为此先后召开了四届五中
、

四

届六中
、

五大
、

五届一中
。

国民党中央每修改一次
,

宪法草案都要回到立法院以全院大会形式完成
“

三

读
”

程序
,

如此重复三次
,

直到 1 9 3 6年 5月 5 日
,

才

下令公布
,

是为
“

五五宪
一

草
” 。

国民党写一 本宪法草

案
,

竟然要花 3 年又 3 个月时间
,

而美国 1了8 7年的

制宪所花的时间
,

只是国民党制宪的一个零头( 3 个

月 ! )
,
法国在

“
一战

”

后的制光用了 6 个月
,

苏维

埃俄国 1 9 1 7年的制宪是 8 个月
。

国民党制宪时间之

长可谓
“

世界之最
” 。

何况国民党所完成的
,

仅仅是

一份草稿 !

国民党制宪之所以要如此拖拖沓沓
、

走走停停
,

因为他们的制宪完全出于被迫
,

为了骗人而作出的

一种姿态
。

他们并不是 真要结束训政
。

他们必须十

分小心翼翼地研究宪法草案中的每 一个字眼
,

唯恐

稍有不慎会从字缝里漏出一丁点儿的民主权利落到

老百姓手中
。

以后
,

发生了抗日战争
。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后
,

后方形势相对稳定
,

这时继续制宪在环境上是

允许的
。

为此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团结卢大人
民两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宪政促进运动

,

都被菌民

党既压又拖地敷衍过去
。

抗战胜利后
,

蒋介石 出于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政

治带要
,

授意立法院继续修改宪法草案 :并盗用
“

政

协宪草
”

名义
,

在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

上通过
。

孙科因制宪有功
,

在国民党内影响大增
,

子是

在 194 : 年 , 月
,

被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与国防最高委

员会联席会议提升为国民政府副主席
,

仍兼立法院

长
。

回顾历史
,

自从 1 9 2 5年成立国民政府以来
,

从

来没有设立过副主席的职位
,

孙科是第一人
。

一般

认为
,

这是蒋介石有意让孙科在日后出任副总统而

设下的伏笔
。

国民政府立法院于 1 9 4 8年 5月由于
“

行宪
”

政府

成立而告结束
。

国民党的
“

行宪
” ,

与其说是办喜事
,

不如说是办丧事
。

一年后
,

这个政府就仓皇流徙于

广州
、

重庆
、

成都之间
。

孙科没有随同国民党去台

湾
,

而去美国当了 13 年
“

寓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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