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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时期南方中间势力的政治角逐
‘

—
以程璧光与军政府为中心

谭 群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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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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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间势力对政局作用 的重要

,

往往突显于对峙 双方势均力敌时
。

护法军政府内部的最高权力

之争
,

左右着各派的关系离合和势力消长
。

对此
,

学界 己注意 到桂系和滇系实力派与孙中山的两极冲突
,

而在其背后
,

貌似调 和的中间势力的暗中角逐
,

也对未来政局 的走向不无影响
。

程璧光等人对军政府总裁

的隐相谋取
,

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

它从一个侧面展现 了南方中间势力在民初政治失重
、

制度转型

时期的复杂心态和政治诉求
,

以及护法各派 的力量态势和各方对政局发展方向的合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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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是政治领袖实现 自己政治理想的主要工

具
。

提到权力角逐
,

人们往往会与明显对立的双

方相联系
。

其实表面上调和其间的中间势力
,

对

执掌政权也常常不乏其想
。

他们对政治的积极介

入
,

有时会对政局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

当对峙

双方势均力敌时
,

这种影响力尤显重要
。

戊午军

政府七总裁的产生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就是南方

中间势力对权力角逐的结果
。

本文所要探讨的护

法时期的南方 中间势力
,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孙中

山与西南实力派两极对立中间的调和势力
,

主要

包括护法海军领袖程璧光
、

益友社领袖唐绍仪以

及与益友社接近的伍廷芳
。

政学会领袖岑春煊因

与滇
、

桂系的渊源关系
,

在此暂不归人此列
。

护

法军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
,

左右着各派的关系离

合和势力消长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主要以程璧

光为中心
,

说明护法初期南方 中间势力的政治运

作及其结果
。

关 于程璧光与护法军政府的关系
,

学界已注意到其合作及矛盾冲突的历史现象
, 〔‘〕

而其背后
,

其实还隐含着各派微妙 的利害关系
。

这是程积极推动军政府改组
,

以及后来继之而起

的部下林葆择
,

能当选为改组后军政府总裁的潜

在原因
。

努力回归历史现场
,

探究程璧光等人与

军政府之间盘根错节的内在关系
,

有利于从一侧

面揭示 民国初年
,

在民主制度初建
,

政治失重的

转型时期
,

政治斗争波橘云诡的历史本相
,

展现

南方中间势力的复杂心态
、

政治诉求以及他们与

政局变化的互动作用
。

护法时期南方中间势力对政权的角逐
,

开始

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建立之前
。

由于程璧光与孙

中山均标帜
“

护法
” ,

后人常常把前者误看作是

后者的拥护者
≅ 至于前者不就任后者为大元帅的

军政府海军总长
,

人们又往往从陆荣廷和唐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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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孙政府的外因找根源
,

均未得要领
。

原因

是忽略了程璧光等人的政治立场及 内在追求
。

大

元帅府的建立
,

是对护法政权满怀希望的南方 中

间势力由失望转为抵制的重要原因
。

程璧光起兵反对段棋瑞
,

从国家利益论
,

是

为了维护约法 ≅
从私人利害言

,

则是为支持提携

他的
、

在府院之争 中受到胁迫 的总统黎元洪
。 〔�〕

∀# ∀> 年 Χ 月 �� 日
,

程的属下
、

海军第一舰队总

司令林葆择率舰队独立
,

宣布维护共和
,

在行动

上首先表示对总统的支持
,

从而成为在反段立场

上与之一致的国民党各派积极争取的对象
。

程璧

光也希望通过与 国民党联合
,

给黎以切实保护
。

所以
,

程抵沪后与国民党领袖孙 中山
、

岑春煊
、

唐绍仪筹商合作
,

时有接洽
。

各派虽然都标帜护法
,

但 目的不同
,

表现在

未来政权及首脑问题上
,

各有期盼
。

孙中山提议

在广东建立与北方对立的正式政府
,

唐绍仪力持

驳议
,

程璧光则宣称
, “

所谓维持国事者
,

谓起

兵讨贼
,

其他非所敢知
” 。 〔Δ〕‘Γ “,

不同意在黎之外
,

另立总统
,

实际上是要维护护法海军在南方政权

中的地位
。

为减少海军及其他势力对 自己建立政

权的阻力
,

孙中山南下前后
,

积极运筹
,

采取 了

种种策略
。

一是物色与程璧光接近而又能沟通之

人
,

从旁说项
,

并安排孙派得力骨干胡汉民
、

汪

精卫进行疏通
,

且在程 的身边安插 秘书施加影

响
。 〔们 ‘Γ = Ε一 = , ,

二是扬言要请黎元 洪来广州 执行职

务
。

> 月 �� 日
,

程率 海军第 一舰 队南下 护法
,

同行者有唐绍仪
、

汪精卫
、

章太炎等要人
。

由于

黎元洪不愿也不能南下
,

传闻广州将组织包括程

璧光在内的合议制临时政府
。 〔=〕这是程璧 光南下

之初积极推进南方政权建立的潜在动因
。

但孙 中

山的本意
,

是要建立一个 自己执掌的
、 “

真正共

和
”

的政权
,

然后 自任总统
。

所 以
,

军政府领袖

的角逐
,

实际上是下任总统的竞争
。

从程璧光情绪的变化
,

可知广州围绕军政府

选举斗争激烈
。

他在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在粤大会

上慷慨激昂
,

并 曾向粤省议会会长谢 已原说道
,

南方政府的成立之所以刻不容缓
,

是因为这正是

段棋瑞所 畏俱的
。 〔Χ〕
但时过不久

,

程情绪低 落
,

判若两人
,

有
“

在家千 日好
,

出门半朝难
,

年近

六十尤觉事事不便
,

奈为势迫
,

无可奈何 Η 但望

披发人山
,

得以 万缘都净
,

未知何 日能如我愿
”

之叹
。

Ε 月 � 日
,

他 在给妻子的信中
,

说南方

各派各怀私见
,

争权夺利
,

有受愚弄之感
。

认为

这是
“

平生 未 曾受过 之苦
” ≅ 而 此种 忧思

,

又

“

无路去诉
” ,

只能
“

自怨 自艾
, , 。 〔, 〕‘第  章

,

Γ Ι 一 , � ∃

当时

种种迹象显示
,

孙 中山当选为大元帅有内幕
。

首

先
,

可从程璧光与至交卢某的谈话得到证明
。

程

说孙卸任临时总统后
,

经几番挫折
,

政治经验大

有进益
, “

不料夜郎 自大
,

等 国事于儿戏
,

此 中

黑幕余实不忍言
” 。 〔Ε〕

其次
,

大元帅府是匆忙而成

的产物
。

Ε 月 Χ 日
,

孙的得力干部张继在广东各

界代表 大会 上发表演说
,

认为不赶 紧组织政府
“

不足以对外
” 。 〔的

第三
,

国民党激进派民友社对

国会选举大元帅有所策划
。

其骨干马君武认为
,

广东
“

局势既佳
,

可即发展
” ,

只要 议员开 会
,

一切 自有办法
,

并致电粤外议员
,

希望迅速召集

同志南来
,

不可迟缓
。 〔∀�Δ 程天 固的回忆也证实孙

对组织 国会和军政府
,

确有部署
。 〔‘〕‘”=# ’

程璧光事先推辞不设海军元帅
,

事后却又积

极策划改组
,

从中可知他对大元帅选举不赞成 的

真实态度
。

军政府正式选举时
,

据说由于程力辞

海军元帅
,

他仅被选为海军总长
。

孙中山被国会

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后
,

程璧光辞去海军总长
,

除

了自己对选举不满外
,

还与唐绍仪和陆荣廷等人

的态度有关
。

唐初到广州时
,

主张西南从速成立

统一机关
,

但后来态度转 向消极
。

海军南下后
,

陆荣廷与唐绍仪及程璧光经常通信
。

军政府成立

后
,

程活动特别频繁
。

他去香山唐家湾拜访唐绍

仪
,

征询就任军政府职务意见
≅ 并打算和唐赴桂

拜访陆荣廷
, “

磋商要事
” 。

川〕‘Γ ‘= ‘’陆派郭椿森等

到粤与程接洽后
,

后者致电国会非常会议
,

声称

自己办事 只求实际
,

不 图虚名
, “

绝无权利 思

想
” ,

请将海军总长一席
“

取消
” 。 〔‘�〕程璧光本人

否认 自己起兵护法
,

是要与孙 中山保持一致
≅ 而

且双方不和
,

还有远因
。

大元帅府成立前后
,

程

私下里颇为失落
。

他与至交卢某谈话
,

说此次南

下
,

自己有
“

不得 已 之苦衷
” 。

他 为遥控北 方
,

保护黎元洪
,

与唐绍仪商量率第一舰队南下
,

才

和孙一起共事
。

并谈到孙中山在清末因执意举行

广州起义
,

导致程兄程奎光死难
,

程妻因此对孙

耿耿于怀的隐情
。

护法时期与其过从甚密的同宗

程天固也证实
,

程兄之死是程
、

孙存在芥蒂的远

因
。

川〕‘”=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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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璧光积极推进南方政府建立
,

到与其他

各派护法领袖一起拒绝接受大元帅府 的任命
,

可

知各派领袖从护法开始
,

就各有所图
,

他们与孙

中山的关系并非是先拥戴后背叛的关系
。

此为后

来他们或是设法取军政府而代之
、

或是策划军政

府内部改组的内在动因
。

南方中间势力对大元帅制的不满
,

导致他们

努力取而代之
,

不同程度涉足于西南联合会议的

筹划
。

对于程璧光与该会的关系
,

学界已注意到

其参与策划及促成的具体事实
,

而对其转向的深

层原因未予涉及
。

由于后人一直将程视为无权力

欲望者
,

故对粤督等问题可能造成他对桂系及该

会态度的影响程度
,

重视不够
。

实际情况是
,

程

璧光在建府问题上与孙中山的分歧
,

导致他积极

致力于该会的建立
。

他与桂系在政权
、

财权
、

军

权等方面的矛盾
,

又促使他最终舍弃这一机构
。

西南联合会议应抗击段祺瑞政府 的军事进

攻
、

平衡南方 内部矛盾的需要产生
,

程璧光不失

时机地介入
。

∀� 月初
,

他与唐绍仪
、

伍廷 芳等

会议于海珠
,

认为西南各省倡言护法
, “

殊缺一

致精神
” ,

因此
“

急待
”

建设一个切实统一的机

关
。 眨>〕‘第 Χ

称
Γ , ’

程对该会及其召集人的支持具 体表

现在
?

!7∃ 作为此会基础的 《中华民国护法各省

联合条例》
,

系由其本人与桂系莫荣新通报征求

各省同意
。 〔’‘〕‘ϑ‘=

卜
通= = ∃

!� ∃ 当孙 中山未经 许可
,

贸然指挥海军炮轰该会召集人之一莫荣新的督军

署时
,

程以破坏军纪为由
,

只身前往大元帅府表

示抗议
,

几乎与孙动 武
。 〔们 ‘Γ= #∃ !Δ∃ 机构 名称

、

地点由程与莫商定
。 〔’= 〕‘ΓΔ � Δ ,

! ∃ 参与敦请伍廷芳

担任外交总代表
, 〔‘Χ〕并邀请护 法各省派 代表 出

席 ≅ 〔‘>〕当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州正式成

立时
,

到场表示祝贺
。

但时过不久
,

程璧光等人对西南联合会议和

桂系的态度有所变化
,

表面原因是桂系企图脱离

国会
,

遭到各方一致反对
。

实则是因程与桂系长

期以来的利害冲突
,

随局势变化 日益明显
。

护法海军与桂系的矛盾
,

在陈炳馄督粤时主

要有如下几点
?

!∀∃ 陈对海军要求的省长由省议

会选举
,

不收省长亲军等要求
,

言而无信
。

!� ∃

程璧光要 求 组 编海 军 陆 战 队
,

一 直 得 不 到答

∀� �

复
。 〔∀Ε 〕

!Δ∃ 程要求广东政府提供海军经费遭到

拒绝
。 〔‘#〕‘”#Ε 一”# ,

! ∃ 陈炳馄干预海军的独立指挥

权
,

欲置海军于桂 系控制之下
。 〔�� 〕 !=∃ 海军一

致推荐程璧光出任粤督
,

与桂系独 自控制广东的

愿望发生 冲突
。

在北方 主战 派大举进攻 的形 势

下
,

为争取海军出击
,

陆荣廷及桂系在军晌问题

上满足了海军的要求
,

并假意邀请程璧光出任粤

督
。

程尽管以 自己南下绝无权利思想为由
,

当面

力辞
,

私下却一度为之心动
。 仁, ‘〕‘”‘一=

,

ΓΧ “ ,

可见这一

职务对他确有吸引力
。

广东地方军政大权之争
,

是程璧光与桂系矛

盾的焦点
。

粤督继任问题
,

关系到程及护法海军

在南方的地位
,

故均 向往之
。

∀� 月底 : 月初
,

北京政府宣布
,

被夺广东督军陈炳馄的职务
,

由

省长李耀汉兼署
。

这一命令使广东各派蕴藏的对

粤督陈炳馄的不满爆发出来
。

滇军和独立舰队军

官因此集会
,

反对陈留任
。

军政府与桂系矛盾发

展
,

也使孙中山差点炮轰督军署
。

为消解内部矛

盾
,

程与各要人讨论决定
,

陈不应留任
,

省长李

耀汉也不宜兼摄
。

: 月上旬
,

驻粤海军各舰长

公开吁请程璧光出任粤督
,

这显然秉承 了程的意

旨
。

海军认为自己在护法中作用重要
,

但此时却

进退两难
,

为使海军将士
“

得所依归
” ,

由程璧

光出任 粤督
,

实 为
“

安 危所 系
” , “

间不 容

发
” 。 〔况〕∀� 日

,

程致函陆荣廷
,

建议选人接替 粤

督
。

陆荣廷在公开场合虽也赞成由程继任
,

但这

并非出 自其本意〔�Δ∃
,

所以 程璧 光不敢接任
。

结

果粤省督军由陆荣廷兼摄
,

并 由广惠镇守使莫荣

新代行职责
。

大敌当前
,

陆感到团结各种力量的

重要
。

为消除内部隔阂
,

桂系同意将程早就要求

的海军陆战队问题解决
,

并同意海军
、

驻粤滇军

和部分粤军出兵福建
,

开辟第二战场
。

粤督矛盾

刚告一段落
,

程璧光等人在省长人选上又与桂 系

发生分歧
。

李耀汉通 电辞去省 长职务后
,

程璧

光
、

李烈钧等乘机邀请孙派人物胡汉民担任
, 〔� ‘弓

目的是以孙制陆
。

陆荣廷劝李不要离任
, 〔�=∃ 以免

粤省政权旁落
,

程却一再敦促胡接任
。 〔� Χ〕可见他

在省长人选上与陆的冲突
,

也显示了其对桂系把

持广东军政 的不满
。

为此
,

章太炎致电程璧光
,

希望他主张大义
,

消除内让
,

以促使陆荣廷再开

湖南战事
。 〔� >〕!ΓΧ Χ ∃

因西南联合会未得各方满意
,

加上在控制西



南和广东军政大权方面
,

与桂系存在冲突
,

程璧

光因此对该会产生动摇
。

经中间人调节
,

他转而

改善 与孙政府 的关 系
。

∀ # ∀Ε 年 ∀ 月 �� 日
,

在

《护法各省联合条例 》公布之 日
,

程参加了军政

府宴请海军
、

滇军军官的宴会
,

并公开对孙 中山

以大元帅相称
。 〔�ΕΚ 不过

,

这并非意味着程璧光 已

接受一人独长的统帅制度
。

南方中间势力积极推进军政府内部改组
,

人

们一般都将之视为调和孙政府与陆荣廷控制的西

南联合会议的矛盾
,

实质上他们是 由于对两个机

构均感不满
,

而继续致力于建立护法各派领袖共

同执政的合议制政府
。

程璧光等人反对西南联合会议
,

有表里两面

原因
。

表面上是因为它有两个缺点
?

一则 同为护

法
,

而立两个政府
,

对内对外均有未便
≅ 二则该

会议 由各省实力派组成
,

而非 由代表民意的国会

非常会议通过
,

将给北洋派留下攻击的口实
。

实

际上程璧光所不满的是
,

桂系 自始至终不愿放弃

对西南和广东军政大权的控制
。

传说陆荣廷有电

到粤
,

拟以代理 粤督莫荣新亲率大 军讨伐龙济

光
,

所遗粤督一席 由程璧光担任
。

� 月初
,

广东

军界和省议会致电陆荣廷
,

再次公举程为广东督

军
,

并说服程 同意
。 〔�#Κ 但是陆 � 日回 电

,

以事

势变迁
、 “

情形迥异
”

为 由
,

否认 了他准备用程

代莫的传说
,

再次表明其不愿让粤督一职落入非

桂系手中的真实想法
。

程因此再次 回避
。

其实他

并非不想
,

而是知道不能
。

程宣称只有得到各方

的一致支持
,

自己才能接受
。

龙济光给北京政府

的电报也证实这点
。

该电报说
,

对粤战争将是旷

日持久的
,

如果能任命程璧光为广东督军
,

就有

可能早 日解决 这场 纷争
。

川 〕‘Γ , Χ � 一 ’Χ ‘
,

”‘Ε Δ ’

可见督军

问题是影响程与桂系离合的重要因素
。

� 月 �� 一

� � 日
,

程璧 光接到几封谩 骂函
,

并将之交给粤

督署参谋长
、

陆 的代表 郭椿森查处
。 〔翔 第 Ε章

,

ΓΛ 一 Δ ,

说明粤督之争
,

确实使程与桂 系矛盾趋于 白热

化
。

改组军政府
,

是程璧光等人在孙
、

陆政权之

外主张的第三种政权方案
,

由于程等积极推动
,

从而使之步 步进行
。

在陆
、

孙各不相让 的情形

下
,

程璧光
、

伍廷芳
、

唐绍仪和非常国会部分议

员提出调和方案
,

并积极推动
。

他们既认为单一

制的军政府不现实
,

也不赞成脱离国会的西南联

合会为合法
,

主张保存军政府外壳
,

而对其内部

的组织形式进行修正
,

将单一的统帅制变成合议

的总裁制
。

� 月 � 日
,

有程
、

唐
、

伍
、

孙
、

莫等

人参加的海珠会议决定
,

将军政府及护法联合会

合并为联合政府
,

以合议制均衡各派权益
。 “

中

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

拟定后
,

Ε 日
,

程与伍廷芳
、

唐绍仪三人联名通 电陆荣廷
、

孙中

山
、

岑春煊
、

唐继尧等
,

报告修正草案内容
。

非

常国会谈话会议决定
,

由程
、

伍与唐绍仪及吴景

谏通电护法各省各军征求同意
,

再由国会非常会

议正式通过
。

联合政府否认陆荣廷独 自控制西南

政权
,

对此孙中山能够接受
。

但孙正采取步骤同

非常国会磋商
,

争取把广东一切行政和军事活动

都置于其领导之下
。

所以从根本上说
,

孙不能容

忍他对军政府的领导权受到任何挑战
。

程璧光被暗杀后
,

接替他执掌海军的林葆铎

继续积极推进军政府改组
,

并在被选为军政府总

裁后
,

对就职一事
,

十分热心
。

随着滇
、

桂矛盾

发展
,

以及段棋瑞再次上台后北方军事进攻步步

加紧
,

唐继尧和陆荣廷对程璧光等人提出的改组

方案先后表示认可
,

林葆择也表赞成
。 〔Δ�Κ 军政府

改组案正式确立后
,

政务总裁选举
,

海军代表林

葆择 以 ∀ �  票支持
,

当选为七总裁之一
。

= 月 �Ε

日
,

林葆怪
、

伍廷芳首先宣布就任
,

并呼吁各总

裁共同任职
。

Χ 月 ∀> 日
,

林
、

伍 电催孙 中山就

职
,

以收西南
“

浮涣之人心
” ≅ 〔Δ ‘〕‘”“‘’并与岑春煊

一道敦请孙的代表徐谦担任军政府秘书长
, “

共

策艰危
,

挽兹浩劫
” 。 〔Δ �〕‘”‘Ε =一 ‘Ε Χ ,

改组后合议制的建立
,

使南方中间势力的种

种努力
,

有了结果
。

军政府的组织建设
,

体现了

合议制联合政府的特点
。

其在人事任用上
,

尊重

各总裁意见 ≅ 各部分工
,

采用各总裁 自认兼职办

法
,

总裁林葆择兼管海军
。

护法海军代表和其他

中间势力代表伍廷芳
、

唐绍仪一样
,

取得与孙 中

山
、

陆荣廷平起平坐的地位
。

护法时期南方中间势力程璧光等人由推进西

南政权建立
,

到不就任军政府总长
≅ 由促成西南

联合会议
,

再 到积极策划改组军政府 以 取而代

之
,

种种行为
,

从表面上看
,

似乎 自相矛盾
。

如

∀ � ∀



果深人探究其成因
,

则会发现
,

拥戴黎元洪
、

争

取本派系在南方政权中的应有地位和权益
,

是他

们与孙 中山
、

陆荣廷在护法政权问题上离合的根

本原因
。

其实质是要把护法派一方对南方政权的

控制
,

变成包括 自己在内的各方对护法政权的共

享
。

民国初年国会 民主制度的建立
,

以及这一时

期护法各派势均力敌的力量态势
,

为程等对政治

的争相渗人
,

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

南方中间势力

通过对孙中山一人独掌的大元帅府与桂系控制的

西南联合会进行调节
,

使政局不断向有利于自己

的方向发展
,

并终于如愿 以偿
。

反映了在政治失

重
、

制度转型情状下
,

政治发展的方 向实为多方

面合力
、

而非某一方面
、

或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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