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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科之思想演变

王 军

武汉国民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
,

但这一时期却是 国民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

同时也是孙科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时期
,

在此之后孙科开始跻身于国民党政权的核心阶层
。

本

文试就这一时期孙科在政治上的种种表现
、

思想演变的过程及原因作一探讨
,

以就教于史学界

同仁
。

1 9 2 6 年 9 月
,

正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攻克武昌时
,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深知武

汉战略地位的重要并渴望亲自控制武汉政权
,

故于 9 日致电广州
,

首次表达了迁都武汉的意向

①
。

同月 18 日
,

蒋介石又致电广州
,

再次提出国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数人先行至鄂主持政务的要

求②
。

为此
,

国民党于 10 月 15 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
,

与会代表就政府是 否迁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

孙科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

联席会议
。

在会上孙科率先响应蒋的提议
,

主张立即迁都
。

他认为
,

随着北伐军的深入
,

革命势

力不断向北发展
,

武汉无疑将成为一个主要的中心点
,

如中央继续留在广州
,

对革命的发展将

产生不利影响
;
同时两湖初下

,

人心未定
,

谣言不断
,

人民对北洋军阀仍存余悸
,

处于恐慌之中
。

因此
,

为了
“
指挥上比较可以便利

”

③
,

而且可以安定人心
,

巩固新克复地区的政权
, “

需要把国

民政府拿去压一压
,

有几个大 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
,

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
。

因为武汉政府还有点威信
,

他还可以去武汉镇压一下
”

④
。

加上广东民众运动已有相当基础
,

革

命根据地也已相当巩固
,

中央北迁不会有后顾之忧
,

不致影响广东的进一步巩固⑤
。

孙科的迁

都主张代表了国 民政府中一部分人的观点
,

可以看出这是客观地分析了时局的变化并且考虑

了国民党的发展前途的
。

虽然孙科赞同蒋介石的迁都提议
,

但因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左派与中共

代表占了大多数
,

并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努力
,

反对迁都
,

因而会议最终决定
: “
国民政府地点

,

应

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
。

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
,

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
,

而

此种主要工作
,

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
,

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
”

⑥
。

10 月 2 2 日
,

蒋介石再次致电广州请求迁都
。

此时广东国 民政府赞同迁都的人逐渐增多
,

尤其是一些军事将领
,

如李济深
、

邓演达
、

张发奎
、

陈铭枢等
。

鲍罗廷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也同

意迁都⑦
。

由于这些有影响的人物均主张政权北移
,

加上江西已克复
,

武汉政权已趋巩固
,

广州

方面感到
“

把领导机关迁到华中是必要的
,

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

的广东省机关
”

⑧
。

为此国民党中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
,

并为准备迁都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

这一结果表明孙科对时局发展的预见是正确的
。

为确保中央北迁后广东政权能得以继续巩 固
,

国 民党中央于 n 月 12 日重新改组了广东

省政府
,

任命孙科
、

何香凝
、

李济深等 n 人为省政府委员
,

孙科
、

李济深等 5 人为常务委员
,

孙

科兼主席⑨
。

省政府下分设九厅
,

其中孙科为建设厅长
。

为使政府北迁后能较快开展工作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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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决定武汉政权先暂设交通
、

财政
、

外交
、

司法四部
,

其中孙科为交通部长
。

n 月 16 日
,

国

民党中央为筹备迁都事宜
,

决定派孙科
、

宋庆龄
、

徐谦等与鲍罗廷一起作 为第一期先遣队员去

武汉L
。

12 月 7 日
,

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通电
, “

党政府为适应环境
,

实行迁鄂
”

⑨
。

从以上采取

的措施不难看出
,

无论是为确保广东政权的巩固
,

还是为在武汉建都作准备
,

孙科均被倚重
,

这

不能不说是他正确的政治预见得到的回报
。

n 月 1 6 日
,

孙科一行离粤北上
,

先抵南昌会晤蒋介石
,

随后于 12 月 9 日到达武汉
,

开始

了筹备迁都的紧张工作
。

12 月 13 日
。

先行抵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举行紧

急会议
,

决定由在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府委员组成
“

临时联席会议
” ,

负责
“

执行最高职权
”

L
。

联席会议成员有徐谦
、

孙科
、

宋庆龄
、

吴玉章等 13 人
,

徐谦为主席
。

同时会议还决定成立湖

北省政府
,

下设六厅
,

指派孙科
、

徐谦
、

董用威等负责组织
。

1 9 2 7年 1 月 l 日
,

国民政府明令定

都武汉
,

以武 昌
、

汉 口
、

汉阳三镇合组为
“

京兆区
” ,

由孙科等九人组成京兆区委员会L
。

1 月 n

日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
,

推孙科等 15 人为执行委员@
。

这一时期
,

孙科作

为联席会议的重要成员
,

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
,

尤其在他所负责的交通
、

收回英租

界等方面的工作上
,

成绩卓著
,

不管是制定计划
,

起草文件
,

还是付诸实施
,

均能身体力行
,

努力

工作
。

在收回汉 口
、

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
,

孙科等人的出色表现倍受称赞
。

但就在迁都工作即将完成时
,

蒋介石却因联席会议成立限制了他的权力
,

无法实现其军事

独裁统治而提 出改都南昌的要求
,

同时还盗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致电武汉
, “

命令
”

立即取消武

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
,

改为武汉政治分会
,

令孙科
、

宋庆龄等人组织之L
。

面对蒋的独裁与分裂

行为
,

武汉方面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提高党权
,

反对个人独裁的群众运动
。

孙科积极发表文章
,

指

责二届二中全会上
,

蒋介石变更党章规定
,

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
, “

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

总统
,

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
” , “
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

”

L
。

其他党政要人也纷纷发

表言论
,

主张按中央既定决议
,

定都武汉
。

武汉方面还成立了以徐谦
、

孙科
、

吴玉章
、

邓演达
、

顾

孟余 5 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
,

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L
。

鉴于群众的压力
,

在南昌的中

央委员对蒋不满 以及蒋介石在财政上对武汉的依赖等情况
,

2 月 8 日
,

蒋介石被迫作出妥协
,

同意迁都武汉
,

至此迁都之争暂告一段落
。

2 月 21 日
,

武汉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
,

中央

党部
,

国民政府即 日开始在武汉办公
。

为了进一步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

推动北伐战争的继续深入
,

国民党决定召开二届三 中

全会
。

原定 3 月 1 日召开的会议
,

由于蒋介石的破坏
,

直至 7 月才召开预备会
。

孙科作为预备

会的临时主席
,

就是否要延期等候蒋的问题组织了专门的讨论
。

经过激烈争论
,

会议最后决定

10 日正式召开
,

并选举谭延阁
、

孙科
、

宋庆龄
、

徐谦
、

顾孟余 5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L
。

3 月 10 日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
,

n 日进行了选举
。

孙科由于在迁都整个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

当

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

中央政治委员
,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

国民政

府委员
,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 5 人之一 )
,

青年部长
。

二 届三中全会的功过史学界已有较多论述
,

在此无须赘述
。

但大会的选举结果无疑表 明孙科开始跻身于武汉国民党政权的决策核心
,

成为

仅次于汪精卫
、

谭延阖之后的显赫政要
。

迁都问题上蒋介石的失败以及二届三中全会前后武汉方面开展的反对独裁
、

提高党权运

动
,

使其妄想控制武汉政权的企图破灭
,

于是经过精心策划
,

在上海发动了
“
四

·

一二
”

反革命

政变
,

4 月 18 日
,

又在南京建立 了反革命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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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蒋介石的公然背叛
,

武汉国民政府与国 民党中央与蒋展开了斗争
。

孙科也加入其中
。

从 4 月 13 日起
,

孙科参加了武汉政权方面举行的一系列重要会议
,

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
。

在是

否讨伐蒋介石的间题上
,

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
,

孙科与汪精卫等人认为应首先积极北伐
,

然

后再
“

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
”

L
。

经过反复讨论
,

会议决定通电讨蒋并一致作出了继续北伐的决

策
。

4 月 17 日
,

国民党中央发出关于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的命令
: “

蒋中正屠杀 民众
,

摧残党

部
,

甘心反动
,

罪恶昭彰
,

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

开除党籍
,

免去本兼各职
。

着全体将士及革

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
,

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

L
。

4 月 22 日
,

孙科与宋庆龄
、

汪精卫
、

谭延阁等

4 0 人
,

以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候补执行委员
,

国民政府委员
,

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联名发

表讨蒋通电
。

号召
“

凡我民众及我同志
,

尤其武装同志
,

如不让革命垂成之功缤于蒋中正之手
,

惟有依照中央命令
,

去此总理之叛徒
,

本党之败类
,

民众之盂贼
,

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
”

@
。

从这

一时期孙科的言行可以看出
,

在反蒋问题上
,

孙科与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是一致的
。

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虽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
,

但却使蒋介石在东南站稳脚跟
,

巩固

了反革命政权
,

随后 即对武汉政权采取包围之势
,

致使武汉政权陷入严重的政 治经济危机之

中
。

为打破经济封锁
,

孙科临危受命
,

与汪精卫
、

谭延阁
、

宋子文等一道组织
“

战时经济委员会
” ,

制定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L
。

但随着危机的日益加重
,

汪精卫等人思想开始向右转
。

他们认为

既要反蒋更要反共才能摆脱 目前的危机
,

因为 目前
“

武汉 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
,

只看工

人运动
,

其理论和方法 已完全是共产党的
,

而不是国民党的了
”

L
,

形势发展 已经
“

到了国共两

党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

⑧
。

为此
,

从 5 月份开始
,

汪精卫集团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颁布了一

系列限制共产党
,

打击工农运动
,

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法令
。

汪精卫的言行
,

对正在为武汉

政权摆脱危机而处心积虑的孙科产生了很大影响
,

使他认识到武汉政府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来

自蒋介石的独裁与分裂
,

而且与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和对国民党的影响 日益加强 密切相

关
。

孙科也开始对共产党表示不满
,

指责中共开展的工人运动
“

把一些工厂都逼得关了门
,

政府

又没有几多钱来救济
,

试问他们 (指工人 )吃什么 ?
” ,

孙科认为
“
现在真是除国民政府之外

,

还有

一个政府 ! 工会可以判决
,

不知是根据的什么法律
” 。

联系到当时恶劣的经济状况
,

孙科认为
“

革命是断断维持不下去了
”

L
。

基于上述认识
,

为实施反共反蒋的计划
,

汪精卫与孙科等人于

6 月 1。 日在郑州与地方实力派冯玉祥举行会谈
,

希望与冯一道共同反共反蒋
。

郑州会议上冯

玉祥仅同意和武汉合作反共
,

并不愿意联合反蒋
,

希望宁汉双方能
“

加强团结
,

齐心协力完成革

命大业
”

L
,

随后冯玉祥又与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谈
,

会后即致电武汉的汪精卫
、

孙科等人
,

一面重申对于汪
、

孙等人在郑州会议上表现的反共态度表示赞许
; 一面指出郑州会议说明宁汉

双方在反共态度上已趋一致
, “

既异地而同心
” ,

因此双方应
“

通力全作
” , “

对于个人有何意 见
,

悉请完全化除
”

L
。

郑州
、

徐州两次会议的先后召开
,

使孙科深深认识到在目前局势下
,

武汉政

府摆脱危机
,

国民党内部消除分裂的出路就是坚决反共
,

而在与宁方的关系上
,

只能持求同存

异的态度
,

争取宁汉合作
。

在此之后
,

孙科在一些公开场合公然地指责中共开展的工农运动
。

正

如周恩来指出的
:

自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之后
,

由于冯玉祥的反共和与蒋介石合作
, “
于是武汉

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
。

这时汪精卫
、

谭延阖
、

孙科
、

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
”

L
。

7 月 1 5 日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

汪精卫
、

孙

科等 17 人出席了会议
,

与会者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
,

这时孙科已彻底站到反共一边
,

既然
“

共产党已实行破坏国民革命
,

实行做反革命的勾 当
,

中央从此不但要严厉限制他们
,

并且 已同

他们进入战斗时期
”

L
。

会后
,

汪精卫集团开始大规模
“

清党
” ,

公开叛变革命
,

而这时孙科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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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了
。 “
七

·

一五
”
事变后

,

孙科作为汉方代表开始四处奔走调解宁汉纷争
,

以促使双方的合作
。

从迁都之争到武汉国 民政府的建立
,

再到宁汉之间的分合
,

孙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
,

这种变化
,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自蒋介石提出迁都建议后
,

孙科就率先响应
。

他认为随着北伐的不断深入
,

国民革命势将

推向全国
,

因此国民政府需要北移
,

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全国革命的中枢
,

并将对北伐的

胜利进程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

另一方面从国 民党 自身的发展壮大来看
,

迁都北上也符合其要

求
。

他的这种思想最终为大多数国民党人所认同
,

其中包括国民党左派
。

基于这种认识
,

从筹

备迁都到武汉政权的建立
,

孙科积极奔走
,

努力工作
,

参与制定各项重要决策
,

不仅和国民党左

派关系密切
,

而且与共产党人也能保持合作
,

所以格外受到国民党各派的倚重
,

当时报界就曾

评论到
“

孙科有人认为他是右倾
,

现在却认为他是左倾
”

L
。

但事实上
,

孙科积极的政治表现
,

并

不表明他 已从以前的右倾转变为现在的左倾
,

他与国民党左派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

只是出于对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自身利益的考虑
,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能够与国民党左派保持一致
。

另一方面

就孙科个人来说
,

这也是一次能够施展其政治才能的机会
。

孙中山的过早逝世
,

使孙科不得不

独 自在政坛闯荡
,

他希望凭借 自己的努 力来实现其政治理想
。

这样
,

二届三 中全会后他的地位

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

“
四

·

一二
”

政变的爆发及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建立
,

使宁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

与所有

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一样
,

在反对蒋介石分裂国民党和实行独裁专政上
,

孙科是持坚决批评

态度的
,

他认为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不仅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
,

而且使国民革命的进程

受到影响
,

是理应受到制裁的
。

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时局办法时
,

孙科主张应该首先

北伐奉张
,

然后再东征讨蒋
,

显然是强调了要以国民革命的大局为重
。

这期间
,

孙科在许多重大

问题上如制订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等
,

基本上能以维护国共两党的利益为前提作出决定
,

这种

态度对推动国民革命继续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

尤其是孙科与谭延 I’N
、

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出席

共产党五大
,

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
。

但随着武汉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危机的 日益加重
,

以及中国

共产党在两湖地区组织的工农运动不断发展
,

出于为武汉国民政府摆脱危机而寻找出路的孙

科开始对中共表示不满
。

促使孙科思想真正向右转的关键是郑州会议
。

会议期间汪精卫积极

反共反蒋的言论及冯玉祥只赞成反共不同意反蒋的态度
,

使孙科感到
,

只有首先反共才有可能

摆脱武汉危机
,

所以郑州会议之后孙科开始站到反共的立场上
。

而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的来

电
,

又使孙科认识到宁汉对立下去是不现实的
,

考虑到 国民党的整体利益
,

对蒋介石的分裂行

为只能采取党内解决的方法来处理
,

消除分歧
,

求同存异
,

这样做有助于维护国民党内的统一
。

因此
“
七

·

一五
”

政变后
,

孙科出面调解
,

以促宁汉的合作
。

综观这一时期孙科的思想演变可以看出
,

对国民党自身利益和前途的考虑是决定其思想

变化的关键因素
。

同时他又是一个易受时局变化影响的人
,

故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主

张
,

在政治上表现出左右摇摆不定
,

这也是他 日后在政治舞台上无大建树的重要原因
。

注释
:

①②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第 17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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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第二 次

会议记录 》 1 9 2 6 年 10 月 16 日
。

④《中共中央文件集》 ( 1 9 26 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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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朱其华《一

九二七年底回忆 》新新出版社 19 3 3 年版
.

第 19 一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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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过程相一致的事实
,

表明了

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垄断资产阶级实现其由
“

卖方市

场
”

向
“

买方市场
”

转变的重要法律工具
。

结语之三
,

美国涉外产品责任诉讼的扩大管辖权

的倾向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
。

众所周知
,

各国主权

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是现代国际法公认的基石
。

据

此
,

各国对本国境 内的一切人和事物均享有管辖权
,

只有少数依法豁免者除外
。

以此为基础
,

各主权国家

也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

平等互惠地享有
“

域外管

辖权
” 。

但是
,

运用本国法律实行
“

域外管辖
”

时
,

理当

充分顾及他国的主权和其他权益
,

注意掌握合理的范

围和分寸
。

那种只考虑本国利益
,

任意扩展本国法律

规范
“

域外效力
”

的范围
,

滥用
“

域外管辖权
” ,

势必侵

害他国的
“

域内管辖权
” ,

破坏国际社会各成员间的平

等合作和共同发展
。

结语之四
,

美国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方

面
,

传统的
“

侵权行为依侵权行为地法
”
原则

,

已在一

定程度和范 围内被突破
,

鉴于涉外产品责任的特殊

性
,

美国法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
“

最有利于原告
”

的法

律
,

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原告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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