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法时期的李烈钩与唐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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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运动卫称护法战争，是孙中山继讨袁护国战争后为维护 {临时约

法} 发动和领导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护法运动是

在各种关系矛盾中展开的。 其中，孙中山革命派同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关

系无疑居主要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护法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因此，

从李烈钧与唐继尧关系变化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不仅有助于对李 、 庸的全

面评价，对深入研究护法运动的历史也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历史.重在研究历史过程。 只有了然过程变化，才能揭示其全

貌 。 因此，奋必要首先对李烈钩与唐继尧护法前的关系加以考察。

李烈钧与唐继尧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结识。 在留学热潮冲击下，他们

同于 1904 年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陆军，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

士官学校第六期 。 留日期间.他们又都加入同盟会，在政治上同聚于孙中

山的革命旗帜下 。

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是该校中国留学生历届人数最多的一期，

毕业时有 197 名 。 李烈钩与唐继尧同为炮兵科。 从毕业成绩看，庸继尧总

分为 116. 4 分，在炮兵科中列 20 名 ， 李烈钩总分 107. 4 分， ?tl 31 名 ， 唐

继尧优于李烈钧①。当然，在那时，对于怀抱救国志愿的热血青年来说，

学习成绩似乎并不能说明一切 。 因为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参加革命

活动的多少等等。

① 日 本陆军士官学梭〈明治 41 年 II 月第六期消国学生卒业试验卷科~J叙表) ，日本外吏史

科馆..街 f在本邦主'事留学生关系杂件 陆军学生之都》第 J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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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阎锡山回忆 在士官学校期间，他经常

与李烈钧 、 唐继尧、李根源、朱绞光等在一起"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

曾编著 {革命军操典} 与 {革命军战法) "， "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①。

此外，李烈钩与唐继尧当时还参加组织"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 可见，

在留日期间李烈钩和唐继尧对参加留日学界的革命活动是热心的，彼此的

联系也是比较多的。

1908 年底，李烈钧、唐继尧毕业后相继回到国内。李烈钩最初任江西

新军管带，利用公开身份在士兵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但不久遭到上司的

陷害，被迫离开江西，于 1909 年春到云南昆明，经李根源推荐任讲武堂教

宫 . 并兼任督练公署兵备处提调。 这时，先于李烈钧回到云南的唐继尧任

新军管带、讲武堂监督等职，于是李烈钩与唐继尧的关系卫紧密了一步。

不过，由于李烈钩在随后反对英国出兵进占中国片马地区的斗争中表现激

烈，不为云南当局所容. 1911 年夏被指派为参观永平秋操代表，实际被排

挤出云南，没有同唐继尧等一起参加筹划与发动云南的辛亥起义。

李烈钩与唐继尧虽为同学、同志，但武昌起义后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李烈钩于接任江西都督后，坚决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演出了一幕幕针锋

相对的斗争，可谓民初政坛反对妥协、捍卫共和的一面旗帜。 唐继尧则公

开拥袁 ， 完全背弃了一个革命党人的立场。 这样，李烈钩与唐继尧在政争

中就实际处于对立地位。 1913 年 2 月 5 日，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与云南

都督蔡愕 、 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联名通电，内称 "近闻有

奸究之徒，阴谋窃据，乘机思逞，大江以南lZ:i情鼓煽，事虽无据，语出有

因，缔造方新，岂敢再有破坏?"他们并表示"吾辈职责所在，惟有尽力

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陷危亡。"②当时正是李烈钩围绕订

购军械被扣同袁世凯剑拔弩张斗争激烈之时，所以尽管蔡愕事后否认该电

专对江西而发.但京 、 沪各地报纸均认为"系指赣事者" 。 李烈钩先是发

"谏电"加以批驳;后针对蔡愕的"解释..复电蔡与胡景伊、唐继尧，称

"诚恐外间不识赣局之真相，误会诸公之本意，用以谏电略述梗概"。接着

说"松波(坡) 、 文澜、冥麽三兄.暨在滇、蜀 、 黔诸学兄，烈钩相知最

久，或领指数之方，或受搓磨之益，要均属肝胆之交，尚焉有睽隔之理

① f阁铺山早年回忆录i 转引自蒋顺兴、李良玉主编〈山西王阎铺山) ，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 1990 ，第 10 页 。

il) (察愕等致童世肌且各省郁'等电( 1913 年 2 月 5 日) ) ，见拙编 〈李烈钧立集) ，南吕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阻，第 152 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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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9 惟念赣事发生，既不能释军部之疑，复重烦诸兄远虑，松兄号电，尤

令人增五夜之惭，深同袍之感耳。"①蔡愕、胡景伊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

校第三期.阜李烈钧、唐继尧三期 。 李烈钩这里称兄道弟，又特别提及同

学情谊，无非是表示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即使得不到同学的支持也不该受到

无端的攻击，于无可奈何中浸透着几许苦酸的心情。

但历史是复杂的，有时还真有点作弄人的味道。当寰世凯图谋恢复帝

制暴第后，在讨袁护国的旗帜下李烈钧与唐继尧卫走到了一起。"二次革

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大多逃亡日本，由于在对形势的判断、革命党人采

取何种对策、特别是在重建中华革命党问题上李烈钩不完全赞同孙中山的

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以致愈演愈烈，双方发展到行动上公开分离。 因

此. 当袁世凯阴谋称帝.李烈钩所以选择冒险"闯关"到云南发动讨袁 ，

固然有其曾在云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基础和阿唐继尧有同学关系的原因，但

同时又具有浓重的党派争斗色彩。 可以说，李烈钩到云南同蔡愕、唐继尧

等策划武装反袁，同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根本上属于两个不同体

系，或者说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李烈钩完全脱离孙中山.而同

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结为一体。 实际上.护国战争开始后李烈钧担

任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其军队组成与供需均依赖于云南，已同唐继尧形成

不可分离的关系。 李烈钧公开宣称"钩受都督唐公命充中华民国护国第

三军总司令。"②清楚表明了他们的这种关系。

护国战争打响后，随着蔡愕、李烈钩相继率军人川和进军两广，讨袁形

势迅猛发展，很快波及全国 。 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一是护国军军政

府一一军务院在广东成立，唐继尧被推为抚军长，李烈钧被推为抚军之一。

这不仅表明李烈钩在西南各省联合讨袁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而且由于担当

护国第二军统帅的特殊身份.实际充当了唐继尧同军务院及两广地方势力的

联络人。 同时，李烈钧亦因此与桂系发生较多联系并受其影响。 例如，对于

岑春煌，当最初酝酿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李发表谈话称·今拟推岑

春煌"为两广都司令，名称似甚不妥，在愚意不如直以大元帅推之为宜。

据法国制，于大总统亦无碍。"又说"拟举唐都督为讨袁军军长，是亦

时权宜之计。 南省大局奠定，再行推举大元帅.亦未为远也。"③ 可见岑当

① (:1:蔡愣 . 胡景伊、唐继尧咆 ( 1913 年 2 月 25 日)). (李酣钧文集 ) .第 158 - 159 页 。

② 《致庸继尧画面( 1916 年 2 月 3 日 )). (李四钩立集) .第 139 -1-崎页.

③ f与南宁某报记者的谈话(1916 年 5 月 6 日冲. (李烈钩立集i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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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其心目中占有何等的地位，这在以后亦时有显露。 另一点是，随着讨

袁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 云南宣布起义初，

孙中山曾提出中华革命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

力"①，寄希望在全国造成中心地位。 但孙很快发现不可能成为主角，宣布

取消"中华革命军"旗号，在行动上与护国军"共力进行.. ..取一致之行

动"GFO 这实际表明，护国讨袁的兴起和发展逐渐弥合了革命党人原来存在

的分歧。 李烈钩与孙中山间的隔阂也随之渐渐消除。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唐继尧在护国讨袁中卫有保存实力乘机扩张的一

商 。 突出表现在对蔡愕、李烈钩率领的护国第一、二军在兵员配备、供需

等方面极加刁难，以达其控制的目的。 蔡愕和李烈钩都曾表示强烈不满。

李烈钧甚至致电唐继尧发泄说..为制胜全局计，冲出中部最为要图.但

二军兵单将寡，毓兄所部如何动作，未奉公命。 若止用敝部出湘，贝u兵力

大形单薄，欲以攻取自由，万难从事。 前蒙允加劲旅，究竟所加若干，何

时起程，乞赐明命。 若无兵可加，则拟从此而止，另派相当将领，代统所

部，使按兵边邑，相几因应。 弟则拟单身出海口，间行至沪，从旁赞助，

并可稍养病躯。 "③ 同时.对于讨袁，李烈钩更为激进、坚决。 例如，对庸

继尧同意四川方面"停战..李烈钩致电从五个方面力陈其不可，最后归

结说..国运所关，在此一举。 停战之约，影响于战局者其害小 ， 影响于

人心者其害大。"⑥ -再表示..今日非整我军旅，储我军粮，为直捣黄龙

之计，不为功也。"⑤ 强调..吾等之倒袁，初元何等之权利思想。 .. ..吾人

革命，志在强国。 若要强国，必先倒袁。"以至用激愤的语言说..如不倒

袁，不要活的，宁要死的。 有如此决心，终必有达到目的之一 日 。 "⑥ 这些

都表现了李烈钩与唐继尧的差异。

护国讨袁战争结束后，李烈钩率领的护国第二军留在了广东，当时编

制为两个师，分别以张开儒 、 方声涛为师长， 一般被称为驻粤滇军。 虽然

李烈钩不久就离开军队，但仍与张、方保持密切联系，保持着护国第二军

<l> (毅上海革命党人咆( 1915 年 .2 月 28 日 忡 ， (孙中山全集〉第 3 号声，北京，命华书局，

.9剧，第 220 页。

② 《致2年春坦电(1916 年 5 月上旬川、 《章岑春煌等电 ( 1916 年 3 月Jl日 泞 ， (孙中山全

集}第 3 卷，第 286 - 281 页 。

③ {致磨继尧电(1916 年 4 月 5 日) ) ， (李烈钧立集 ) ，第 251-252 页 .

④ {敛'曾继尧等电(1916 年 4 月 7 日))， (李四钩文集) ，第 253 - 254 页.

③ f与南宁某撒记者的谈话(1916 年 5 月 6 日吵， (李烈钩立集) ，第 258 页 .

⑥ f在南宁欢坦会上的演说 (1916 年 5 月 7 日 ))， (李烈钩文集) ，第 259 - 2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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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名义。

从以上简单考察中，可以看到李烈钩与庸继尧关系源远流长，到护法

运动前总体表现为从属亦即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 但同时卫包吉多种可变

和诱发的因素 。 这样，随着历史进入护法时期，在新的条件下其关系必将

呈现更为错综交织变化的局面。

-

实际上，就护法而言，李烈钧与唐继尧进入角色的情形并不相同。 李

烈钩是经历了一次小小挫折后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行列中;唐继尧则

完全处于被争取的地位。

还在 1917 年 6 月初，当府院之争愈演愈烈，报载"有某某处宣布独立

之说

应广东督军陈炳馄、广东省长朱庆澜电邀，抱病到广州，投身实际斗争，

宣称:讨逆"为光明磊落之人" "办光明磊落之事"号召各界"同心协

力，一直向前。 务要达铲除逆贼拥护共和之目的"。他并表示 "鄙人身虽

病弱，亦甚愿昕两公之命出师讨贼。"② 7 月 1 日，张勋复辟粉墨登场. 3 

日李烈钧以"中华民国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名义与张开儒、 方声涛联名通

电，痛斥张勋背叛民国行经，宣言将率护国第二军"申讨叛贼，为天下

先"③。

其实，如上所说，李烈钩在民国初年就以不畏强暴 、 敢于同袁世凯针

锋相对而著称。 所以，讨袁护国战争中他把护国讨袁直视为"护法'\宣

称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而无法，是谓不国。 袁氏坏法，吾始讨制

之，故吾护国宁言护法 。"卫说 "我军务院成立，屡以拥护约法、保障国

会，昭示天下.实为神人之所共鉴，经义之所不移。 烈钧一介武夫，服从

为职，故只知有法，罔识其他，有蔑法者，视与贼等。 " @ 可见，李烈钩对

于践踏、背弃 {临时约法} 的行径所以义愤填膺，声罪讨伐，敢"为天下

先"并非偶然，应该说也是真诚的。

① {致黎元洪等咆 ( 1917 年 6 月 l 日 川 . (李酣钧立集 ) .第 319 页。

<2l (在朱庆澜欢迎会上的演说 ( 1917 年 6 月 9 日 ) ) . (李烈钩宜'怪) .罩 320 -321 页。

③ 〈与张开儒峪方声涛E段'露元棋组，电( 1917 年 7 月 3 日) ) . (李烈钩叉，爬) ，第 324 -325 页。

⑥ 《与张开懦 方声痛致国会议员咆( 19 1 6 等 6 月 3 日 ) ) . !'李烈钧文集i 第 271 -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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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盘踞两广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不过是借"讨逆"之名以维妒其实力

地位，把 "护法"作为权势交易的筹码。 朱庆澜虽然不完全同于桂系，但

力量有限。 因此，尽管李烈钧怀抱满腔热忱，其讨伐计划却始终未能付诸

实现，最后不得不离开广东。 离粤前，李烈钩发表"谈话..对陆荣廷迟

迟不同意出兵提出指责，抨击说 "余个人此次对于国事 ， 始由热而愤而

悲而哭。 今悲哭不已，将破涕为笑，准备作个亡国民罢了。"∞ 悲恨之惰，

溢于言表。

正由于有此一幕，当孙中山 7 月南下发动护法，李烈钩便毫不迟疑投

身其间。在欢迎海军大会上，他开宗明义说.兄弟前次来粤，系于联合

军民，一致拥护共和，并与西南各省-致进行，以征讨逆贼。 今再抵粤，

亦即欲我陆军同胞联同海军，合力并行。 吾人坚持宗旨，凡有祸国违法之

贼，皆在讨伐之列，不能丝毫苟且调停。 "② 他的护法态度鲜明而坚决。

而此时，唐继尧则正热衷于对四川的武力扩张 。 为达到争夺四川的目

的，唐于是年 8 月 11 日宣布"护法 .. 但同时又打出"靖国"的旗号，明

显含有别树一帜的意图。 尽管如此，由于势力单薄，孙中山当时为了护法

不得不借助于拥有地盘的地方势力，与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陆荣延的桂系

采取"联合" 方针，极力争取得到唐、陆的支持，特别是唐继尧的支持。

孙中山明确表示:争取庸、陆 ， 唐是关键;只要唐宣布就元帅职.陆"自

不便独异"③;还说唐就职"所关尤重"⑥..大局转机，实在于此"⑤。 他并

一再致电或派人请唐继尧就元帅职。

如果单从一般事理推断，李烈钧与唐继尧参加护法的背景既然不同，

其表现亦必相殊。 或者说，李烈钧当会有别于唐继尧，全力以赴支持孙中

山 。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当妒法战幕拉开，李烈钩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政府参谋总长，同时他又

被唐继尧委派为全权代表。 对于孙中山的任命，李烈钧始终没有宣布就

任，而对于庸的委派则欣然接受。 随后，他卫接受刘显世、熊克武"委

托..担任贵州 、 四川全仅代表。 事实上，在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整

① 《与 {珠江日掘〉 记者的谈访( 1917 年 7 月 15 日 忡 . (李烈钩立集 ) .第 327 -328 ~ o 

~ (在欢理海军大会上的讲话。归7 年 a 月 6 日山. (拿剧钩立集).第 328 页.

<l> (量居继盖电(1917 年 10 月 8 日沟. (孙咿山金集〉第 4 毒，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第 212 页 。

⑥{政章嗣鹏电 (1917 年口月 21 日)). (孙中山全集〉 第 4 卷，第 2.8 页 

<5> (敛唐继尧电( 1918 年 3 月口日) ) . (孙中山金集》 第 4 巷，第 3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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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中，李烈钩都是以滇 、 黔 、 J 11 "全权代表"而不是作为军政府成员

的"身份"活动的。

首先，加紧同陆荣廷桂系的‘联络" 。

还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李烈钩与岑春瞪联名致唐继尧电中就提出.

"西南枢纽，在公与干老(陆荣廷字干卿-一著者注) 。 今国事方艰，彼此

联络 ， 方足以固局势而奠邦基。 " CD 李烈钧并于 II 月间亲赴梧州，同陆荣

廷会晤 。

当时，孙中山也先后派张继、胡汉民等往访陆荣廷。 但孙中山的目的

在于争取陆荣廷对护法的支持。 尽管陆一开始就表示不承认军政府 . 孙中

山从维护护法大局出发仍不放过一切机会和可能.乃至于迁就。 李烈钩则

主要着眼于滇、桂的"融合

不加掩饰地说"钧到捂详察 切'现在大势，将来国事 ， 非滇、桂融合一

气 ， 公与干老切实提携擎划，殊难造国家于完满之域，亦惟公与干老有此魄

力 ， 能造国于完满之域也。 "② 李烈钩同时敛电陆荣运表示本午抵粤 ，

一切谨遵嘱办理。 "③ 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继、胡汉民等则毫无结果。

其次 . 与庸继尧图川遥相呼应。

护法战争打响后 ， 唐继尧更加全力于对四川的扩张。 李烈钩接连致电

唐继尧、刘显世，对唐攻占四川表示支峙，称"滇黔义师，若乘此机，

攻取重庆 . 确实占领川东，以观中原形势，求相当的发展 . 图永远之安

全，斯为前途幸也。 .. ..滇黔义军，将从根本上解决时局，此系最上之策，

亦最好机会。"他还明确表示"弟当在此设法，遥为策应一切。"⑥

当然.如上所说.孙中山为打开护法局面也在极力争取庸继尧，承认

唐向四川的发展，甚至要西南各地方实力派接受唐的统一指挥。 但主要是

换取唐就大元帅职 . 以示对军政府的支持。 而对唐就大元帅职，李烈钩则

从未提及。 相反.复电唐与刘显世，出谋划策说 "在营→般人士，对于

滇、黔主张，不甚注意，兹则驾乎他省之上矣 。"因此..现以西南而论.

力谋团结，以赴事机，刻不容缓。 以滇、黔而论，关于一切主张，似应从

积极以立说.以促进他方面之战事.融洽他方面之人心，而令共当冲耍。

① f与岑眷结盟府继尧咆( 1917 年 8 月 23 日) ) . (李烈钩立集) .第 328 - 329 页。

⑧ 〈裂磨继尧电 (19口年 1 1 月 22 日 1) . (李烈~J :t集》 。第 335 页 .

③ {致陆荣延咆( 1917 年 1 1 月 23 日 叶 . (字到钩文集) . 第 336 1Q 。
⑥ 《直刘显世咆 ( 1 9 1 1 年川月 17 日 ) ) . U!I.些继尧也( 1917 年 1 1 月 29 日忡. (拿烈钩文

集} 第 334 . 3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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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内部，或调和川中感情，或扫荡川中叛军，联络荆襄，巩固滇、黔、

川局势，再看大局变迁如何，相机因应。"① 当四川督军发生纠纷时，李烈

钧一面建议由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一面要熊克武拥戴庸继尧，

"推诚相与，协力借行，毫无隔阂" '"。 之所以要唐继尧发表任命而不主张

活动各方面推举，李烈钧强调说 "冀公为当代英豪.吾必竭力赞助，以

能得全国信仰为主。 )11局如何处置，影响于他省者甚链，现国人对于冀公

固咸注目视之，能由冀公发表，推锦帆为督军，则纠纷尽释，人望愈归

矣。，， @ 所谓"融洽他方面之人心"、"能得全国信仰"、"人望愈归"等等，

元非是造成唐继尧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

再次，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卖力的，是发起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

议"并由此导致军政府改组。

关于发起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笔者曾撰文详加考察⑥。 这里只

着重指出 ①发起组织时断时续，曲曲折折，贯穿于第一次护法整个过程

中。 ②李烈钩既是真正发起人，卫是重要推动者，始终扮演主要角色。③孙

中山虽最初赞成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 ( "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前身) .但

其时主要是军事联络性质，其后则完全与该宗旨相背离。 ④越来越明显表现

出排斥 、 对抗军政府的倾向。 如李烈钩在致唐继尧密电中，谈及"联合会

议"所以推举唐与陆荣廷、程璧光为军事总代表，就借用岑春煌的话说"只

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消"。⑤最后， 在所谓 "合

并军政府与联合会议为一机关"喧嚣中.使军政府改组演为事实。

正由于此，当孙中山遭排斥、军政府改组后，庸继尧立即通电就总裁

职，并委李烈钩为代表。 李烈钩亦接连发电，鼓吹军政府自唐通电就职，

岑春煌被推为主席总裁..众议渐息，融和较前为易"⑤ ..军府自改组以

来，义声益壮，迭次会议进行，意见一致"⑥ ..粤中局势，比前较佳"⑦。

李烈钩并通电宣布就任参谋部长，还特意称"奉唐总裁委托，政务会议特

任掌管参谋.依法代行职板，复奉政务会议特任"⑧。 其一疏-亲，立场是

① 〈直膳继捂、刘显世电(1918 年 1 月 4 日) ) . (李烈胡文集) .第 359 町 340 页 。

③ {致'领克武咆 ( 1918 年 6 月 21 日) ) . (李烈由主集) .第 479 页 。

③ 同在②。

⑨ {拿酣钩与"护法各省联合会议" ) .北京. (近代史研究) 1994 年第 6 期 

<SI (盟庸继捏电( 1918 年 8 月 8 日) ) . (李烈钩立集) .第 4归页 。

⑥ {致适量太炎咆( 1918 年 8 月 31 日 沟 . (李割钩立集) .第 498 页。

⑦ {致庸维尧咆( 1918 年 8 月 15 日) ) . (李烈胡文集) .第 494 页。

⑧ 〈就任参谋部长通电( 1918 年 8 月 19 日 ) ) . (李烈钩立集) .第 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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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分明!

李烈钩当时对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态度，在驻粤滇军方面也有明显反

映 。

其一，不赞成孙中山驱逐莫荣新。 当时，广东代督军英荣新秉承陆架

廷旨意，不仅不承认军政府，而且百般阻挠破坏。 为保证护法进行，孙中

山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决定除去这一阻力 。 驻粤滇军则表示反对。 孙中山曾

透露说 "我自护法南来，未能实现护法主张，去了一个陈炳烧，卫来一

个莫荣新，都是护法障碍。 这几日，因为我决心要驱逐奠荣新的秘密消

息.被李烈钧、吴景漉、王正廷他们晓得了，所以他们时来劝解，阻我不

要动作。"驻粤滇军师长方声诗亦"严词谏阻"为孙中山断然拒绝。 孙厉

声斥责说 "吾意已决，毋劳借筝。 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民，份也。

汝师不我助，或反助敌，唯君自择，吾无介焉。"炮击督军署发动后，孙

中山命人运动滇军陆上响应，旅长朱培德极力反对，致滇军两因 "动作不

能一致'咕。可见，孙中山逐莫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 与李烈钩及驻粤滇军不

支持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驻粤滇军的处境还是表示体谅，当着驻粤滇军官

佐的面坦言"滇军在粤，饷械皆仰给于广东，不得不审慎再三，故难遂

初志。 " <:l 另一方面，仍抱有"莫大之希望"希望能得到驻粤滇军的切实

支持，特别是对军政府的承认。 他苦口婆心劝诫说"在座诸长宫，未必

无殉国之思，然尚未见有何表示。 即现在之军政府，西南护法各军，不特

不见拥(戴) .并未见承认 故今日兄弟为国家、为约法，求滇军各将

士承认军政府 。 若大家不承认军政府，将来无论如何胜利，仍不失为叛

徒、为土眶 。 滇军诸将士千里转战来粤，都是热心爱国，都是最有智识。

若以兄弟为不能负此责任，亦宜另组织一政府 。 不然，难免不蒙不好之

名 。 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将来定可为世界一

等强国。"③言词不谓不严厉，态度不谓不诚恳。 然而，除护法以来-直支

持孙中山的张开儒慨然宣布就任军政府陆军总长外，驻粤滇军并未有何种

拥戴行动 。 对孙中山的严厉批评，李烈钧虽未当面否认，却言不由衷地归

① 参且陈锡棋主编《孙中山年 3曹长编} .北京和华书局， 1981 ，第 1088 年 1091 页。

② 〈在宴请海军，滇军官佳会上的讲话 (19 18 年 l 月 21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 4 卷 第

304 页 。

③ 〈在宴请滇军第四师宫蓝会上的讲话( 1918 年 l 月\8日 山 . (孙中山金集} 第 4 卷，第

297 -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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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于"力有未逮"实际没有接受。 他说"兄弟之崇拜大元帅非至一日，

受大元帅之委任，亦非止一次。 今日军政府之所以不能发展者， 一由忌先

生之才能者故意阻挠. 一曲素所崇拜先生者未得尽心 ， 即欲尽心而又有力

不逮者。 兄弟亦欲尽心辅助我大元帅 ， 而力有未速之一人。 " (j) 相比之下 ，

方声涛倒也说得直快 . 他说 "兄弟对于大元帅，素所崇拜.素所信仰。

然自大元帅到粤组织军政府以来，而未能竭力襄助我大元帅.使非颠狂 ，

何以若此? 然其中实有不能出口之苦衷，所以不能尽我心思，为大元帅帮

忙。"<2> 所说的"不能出口之苦衷..就是不能不为庸继尧的态度所左右。

其二，军事行动并非完全受孙中山节制 。

考李烈钩活动 ， 参与军事谋划与战事占有相当比重。 这不仅见之于李

烈钩当时大量的函电，有关孙中山的文献记载中也多有所反映。 例如:护

法开始后 . 1917 年 9 月 6 日，李烈钩渴见孙中山"商承军事进行大计，

勾留是间七八句钟之久"③。 10 月 9 日，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派员与

陆荣廷及两粤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计划，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以滇军第

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等③。 讨伐龙济光取胜后，李烈钩致电孙中山称:

"会师讨龙，防务完竣，即班师回省，策应大局。"孙中山复电，嘉奖说，

"屠龙防务已竣，执事一出而大功即成，为粤除巨害 ， 禅益大局已多，蜀

胜佩慰。 现北敌由赣来侵，尤非执事力任防务总指挥，不足以资应敌。"⑤

但同时，李烈钩又多次出席莫荣新召开的军事会议，参与军事谋划。 如 11

月 24 日参加莫荣新在督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中决定以陆海军联合攻闽，

海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陆军分别以林虎 、 陈炯明 、 李烈钧为桂、 粤 、 滇

军总司令⑥。 关于军事往来函电远较孙中山为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

烈钧当时公开称其军事行动系依照陆荣廷 、 谭浩明 、 英荣新等的既定方针

或商定计划进行的。 如 11 月 22 日李烈钩同陆荣廷"会晤"后致唐继尧电

称"本日返粤 ， 依干老计划，进攻闽 、 浙 。 "由 12 月 1 日致谭浩明电

"滇军两师，蒙干老补充子弹，准备己妥，协同桂、粤军各-旅并海军，

(j) (军政府宴请滇军席上主演诅) .上海 . 1918 年 2 月 2 日{民回日报L

② ('区政府宴请滇军席上主演说) . 1918 年 2 月 3 日 f 民国日报L

@ J917 年 9 月"日(1.\\国日报).

⑥ {孙中山年到自妖编) .第 1069 页 ，

@ (擎酣钧罩孙中山电(1918 年 4 JJ 19 日) )， (孙中山盟李~钩电 ( 1918 年 4 月 22 日 川，

{李烈钩立集 ) .第 423 页 .

⑥ {孙中山年谱妖编 ) .第 1083 页 。

⑦ (j囊膺继尧咆 ( 1911 年 11 月 22 日 )) . (拿烈钩立集) .第 3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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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内可以出发攻阂，并同时援助浙江。"面 又如 1918 年 3 月 7 日致陆荣

廷等电称..遵干老计划.承月公(谭浩明)委托，移师屠龙.本日出发.

赴新会。 " <2J 再如致方声涛电称..西南作战，滇黔川与湘粤佳，本两大

区。 对湘作战.应取决于干老:对赣对闽作战，应取决于日公(莫荣

新) 0 "③ 这就清楚表明，李烈钩的军事活动虽然与孙中山有关联，在总体

上也可以说与护法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却主要不是受孙中山的

领导。 换言之，如果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完全像张开儒那样，自觉站在军

政府一边，昕从孙中山的调遣，虽然最终不可能改变护法失败的命运，但

至少对桂系是一个不小的制约，局面会好 些 。 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

毕竟以其固有轨迹而变化，而发展。

其三，遵从庸继尧意愿，心甘情愿交出驻粤滇军指挥权。

1918 年 2 月 13 日， 李烈钧致函李根源 、 方声涛，提出驻粤滇军合推

李为滇军总司令、 方为征阁靖国军总指挥。 其函称..窃以治军必先论将 ，

是在得人专责，乃有成功，结|关作战。 当 国步维艰之日，正贤豪效力之

秋。 敬维印公，胸罗兵甲，腹裕铃韬.伟绩前昭于军院，道范近在乎珠

江，合推为滇军总司令。 复维韵公.雄才卓萃，谋略渊深，既履险而如

夷，信所攻之必克 ， 合推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 ⑥其时，李根源经陆荣

廷 、 莫荣新"迭电邀约'\已于 1 月抵达广州<SJ 0 3 月 12 日，李烈钩专电唐

继尧报告说..印泉到粤，抱二宗旨促成统一机关 ， 一振刷滇军而维

系之。 前者内部业已商妥.因有特因，稍待时日，即可实行。 后者效力颇

大.讲武学生曾开会欢迎印泉，钩提议印泉为滇军总司令，藻林首先赞

成，备将校一致欢跃。 韵松已将驻省之朱旅杨团先行交出 。 藻林藩大.实

际上虽或不易指挥，尚可再用工夫。 拟请我公即电委印泉为留粤靖国军总

司令……至将来调榆调湘，侠印泉接管后，皆易办也。 "⑥ 从两电中可以看

出1.驻粤滇军交由李根源指挥，表面上由李烈钩自己提出，但明显为桂

系所要求 、 唐继尧所授意，所以李电唐继尧称李根源到粤所抱宗旨之一是

<D OUI措明也( 1917 等 12 月 1 日))， (拿烈钩文集>，lI!J4 I Ji .

② {致陆续E等也 ( 1918 年 3 月 7 日 )) ， (李酣钩文集} 第 3归页.

<3) (蒙古两 iII也 ( 1918 年 7 月 11 日 ) >, (李四钩文集〉 第..，页.

⑥ {孩拿根源 .方声梅局 ( 191 8 年 2 月J3日吵 ， (李酣钧宜'民》第 3目 Ji.

曲 孙天2震 f护法期间驻粤滇军内部矛盾见闯录》 云南省政协主史责料研究委员合编{云

商文史匮料边'‘} 第 2 I自 编者印行 1962 ，第 114 页 .

⑥ (J!l防措尧电( 1918 年 3 月 12 日忡， (李目钩立集》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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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刷滇军而维系之" 。 至于电中所称"以忧劳.渐成衰废，飞，\，固为借口，

因为他随后不久即"应各方请求

驻粤滇军指挥权，同遵唐继尧所有旨意一样，李烈钩毫无勉强，并召开会

议力促其成。 驻粤滇军交与李根源后，李烈钩在军队部防、作战及请领饷

械方面仍不时发号施令.筹划交涉，俨然以唐继尧"代表"凌驾其上，也

说明了这一点。 3 电中特别提到张开儒"莺大\ "实际上虽或不易指挥，

尚可再用工夫"等等，则多少透露了此次驻粤滇军改组排张的真正意图 。

事实也正是这样。 在上述李烈钩提出推李根源为滇军总司令时，张开

儒因公开支持孙中山和军政府已越来越为桂系和政学系所不容，攻击张

"在在与粤挑衅" ..举动如此，势且激成大变"请唐继尧对张"迅为处置

妥协"①。 后来则变本加厉，必欲除之而后快。 莫荣新密电唐继尧煽动说.

张..自任军政府陆军总长以来，举动莫测，不惟反对协和 ， 侮蔑荣新，即

我公命令，亦视着卉髦。 ，， ~ 唐继尧本来就对张开儒通电拥护护法不满，指

责其"言太激烈，有损元益.. ..勿再乱说"叭 自然对桂系的攻击采取怂

容的态度。 莫荣新等遂有恃无恐.进而捏造罪名强行夺取张开儒的兵权，

将张的秘书长崔文藻枪杀面支持李根源"统-了滇军第三四两师，取

得指挥管辖之军事权" 。 唐继尧不仅称赞莫荣新"处理甚为适当"同时复

电李根源，要求把张开儒押送回滇"依法处办" 。⑥ 在此过程中.虽然未发

现李烈钩同莫荣新、 唐继尧有何"密谋"却也无任何反对表示，显然是

赞同的，或者说是默许的。

所有这些，清楚表明李烈钩在第-次护法中实际扮演着不支持乃至反

对孙中山及军政府的角色。 固然在某些方面.比如呼吁"团结"、坚蜡武

力护法、反对同北洋政府"调和"等，单从言词看似也同孙中山"→致"

甚至被舆论誉为"义勇闻于全国、无且不与之人，， (\)。 但实际上，在如何实

现"团结

山领导的军政府，甚至视为障碍，因而不拥戴，不支持，乃至"打消"。

(j) (杨晋敖膨继尧密电( 1918 年 3 月 19 日 ) )、 《锡青数膺绩尧警电( 1918 年 3 月 25 日) )

云南省档案馆藏 《伪云南省政府画书处档案L

② 〈草荣新致庸罐尧雷电(1918 年 5 月 5 日沟， 云南省档案储藏 {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

2展) .

③ f庸继盘指责张开儒画也太激烈，并资令用人尤宜.择直张开儒售 1也( 1917 年 8 月 2

日沟，转引自谢本书〈庸继尧怀传) ，郑州，河南被育出版社， 1985. 第 89 页 。

⑥ f磨罐尧直李根源密电( 1918 年 6 月 14 日泞，转引自自由本书《庸编缉评传) ，第 96 页 。

⑤ {军政府成立悖且). 1917 年 9 月 21 日{民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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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这一点，李烈钩当时并不隐讳。 在致滇黔川各主帅电中，

他一再表白说"受委以来，在粤周旋，虽未为公等增恶感，然因此不免

敷衍过分。" 护法以来对各方面恒本滇黔川意旨，元偏重亦元压抑。"①

军政府改组后，更明确说 "烈钩承唐总裁委托，执役军府，当以滇黔川

之意思为意思。 且滇黔川之意思，即为唐总裁之意思。 " Q> 清楚不过地表明

了他为滇黔J iI "代言人"的立场及对唐继尧的忠诚。

李烈钩晚年所写"自传"述及第 次护法，通篇不提他与唐继尧的

这种特殊关系，而把自己描绘为始终拥戴孙中山，显然文过饰非，与事实

不符@。

但历史发展是曲折复杂的。 当孙中山开始第二次护法时，李烈钩由于

同桂系的斗争与庸继尧、孙中山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化。

军政府改组后，李烈钩不久即遭到桂系及政学系的排挤，实际处于

"闲散"地位，以至萌发了"称疾引退"的思想⑥。 同时，李根源取得驻

粤滇军指挥权后与桂系和政学系关系密切，同唐继尧的矛盾日趋尖锐。

1920 年 2 月初，唐继尧遂以李根源为建设会议代表，借机将驻粤滇军政归

直辖，委托李烈钧就近指挥。 李烈钩接唐电，即于 2 月I3日宣布就总司令

职，并称奉唐"以扶助滇军之责相属" "不得不勉任匡扶"⑤。 但李根源

并不愿交出指挥权，千方百计谋求对抗。 "是时，军政府为李根源撑腰，

莫荣新亦以陆军部长地位，暗中派桂军部队对所在滇军进行监视，并准备

必要时出面干涉。"⑥于是，一场围绕驻粤滇军指挥权的争夺战爆发了 。

李烈钩对夺回驻粤滇军是坚决的。 为挫败莫荣新、 李根源企图改编驻

粤滇军的阴谋，李烈钩决心冲出桂系的包围，亲自到滇军驻地进行"劝

① {敖首民黔川各主帅咆 ( 191 8 年 3 月 6 日 山、《裂漠'今川各主帅咆 ( 1918 年 4 月iO日 吵 ，

《拿嚣I1郭文集 ) ，第 393 ‘ 413 页。

② {在军政府招待两院议员会上的演说(1918 年 9 月 29 日)) ， (李酣钧宜'能) ，第 '04 页 .

③ 〈李烈钩自传一-护法且讨龙援.请役)， (李烈钩立集i 第 822 - 826 页 .

⑥ {谭人凤致字烈钩电 ( 1918 年 11 月 20 日) ) ， (孙中山致字烈钩函( 1919 年 3 月 13 日 ) ) , 

f李酣钩立集)， l腐 '06 、 '08 啕 5四 ~ o

③ {毅.众两院画 (1920 年 2 月 13 日忡， (李甜钩立集)， !再 5 15 -516 J( ~ 

⑥ 孙天 11 ， (护法期间驻4模军内部矛盾见闻录) ， (云陆文史贾料选'‘) 1112 I露 ，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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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0 2 月 24 日，李烈钧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秘密离开广州，宣称:抱

病出巡..实在道义、人格上有不得不然者"曲。 但李烈钩刚走，莫荣新即

派军队 50 余营水陆并进，沿途堵截，并到处张贴悬赏缉拿李和朱培德的告

示。 李烈钧一面斥责莫荣新、李根源"处置太狠毒.. 面组织反击，历

经险阻，于 3 月 17 日抵达驻粤滇军的集中地始兴。

孙中山自回到上海后， 一直关注李烈钩的处境和去向。 李烈钧与孙中

山之间的信函往来这时也日渐增多起来。 当争夺驻粤滇军的消息传到上

海，孙中山为李烈钩能再领驻粤滇军深感庆幸，致函祝贺说..足下以舷

乱长才，久困群小，抚静之叹，能勿同情。 今竟合浦珠还，用武有地，岂

惟一人之庆，实亦邦国之光。"勉励其"群策群力，以达吾党最终之目

的 。"②同时，致电刘显世、唐继尧、王文华等，望迅速出兵援助李烈钩，

强调指出..西南成败在此一举，若舍此不图，贻误滋大。 " @ 在致庸继尧

电中，还特别说 "协和此次以维持兄之威信，故问道出始兴。 .…桂贼

今用数倍之众，围而攻之 ， 非速救恐仍不勉。 ……夫协和冒九死一生而蹈

绝地，实为兄也。"⑥ 孙中山之所以重视这场斗争，并发起援救李烈钩运

动，正如其在致李烈钩电中所说..以足下能讨桂贼，以伸国法，援足下

亦所以护法也。 " !S> 即同护法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关系护法发展的重要一

环。

当然，由于得不到唐继尧等的实际支援，在莫荣新等做出不改编驻粤

滇军的让步条件下，李烈钧最终接受岑春煌的"调停

中山虽然对李烈钧的"谋和"不满，指责其"如此不武，殊出意外..但

在要陈炯明加紧图粤的同时，对李仍寄予希望。 如将讨桂计划电告李烈

钩，并要他 "设法速离粤来沪，转入湖南，统帅一部赴韶，与滇军联合"

约定与陈炯明"同时进攻"⑥。 而通过争夺驻粤滇军，特别是孙中山的关

IJ) Ol伍E芳画( 1920 年 3 月 11 日 冲 、《草栋血函( 1咀0 年 3 月 11 日) ) ， (李割肉文集 ) , 
第 518 -519 页 。

② {贺李烈钩量握兵符函( 1920 年) ) ， ( 国立全集} 第 5 册，台北 ， 近代巾国出版社，

19回.第 195 页。

③ {孩王文华咆 (1920 年 3 月 17 日 ) ) ， (孙中山全集〉 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第 232 页 。

④ o爱庸继尧但速尚兵百色攻陆奠老巢也( 1920 年) ) ， (周立全集〉 第 5 册，第 195 -196 

页 。

!S> (取李酣钧函( 1920 年 2 月下旬沟 ， (孙中山全集} 第 5 替.第 219 页。

⑥ 〈致孙科街示汇款用途及军机并酣致李酣钩，也( 1920 年 4 月 15 日) ) ， (固立金集》 第 5

册.第 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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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联络，李烈钩事实上也缩短了与孙中山的距离。 此后不久，李烈钩设

法逃离广州，经香港转赴上海。 6 月 2 日，作为唐继尧代表出席孙中山举

行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四总裁发表宣

言，否认军政府及在广州的国会。 会后，李烈钧发表谈话宣称..予参与

此次宣言之主旨，第一在表示反对广东之所谓军府，正式与岑西林脱离关

系 。 "①

以上表明，当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拉开帷幕时，李烈钩虽然同第

一次一样，名义上仍为唐继尧的"代表"并握有驻粤滇军指挥权.但儿经

磨难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孙中山的关系己有了很大的改善。

是年 8 月，孙中山命陈炯明誓师团粤讨伐桂系， 10 月克复广州 。 11

月，孙中山自上海抵广州重组军政府。 但孙中山此次并不以此为目的.而

坚持组织正式政府。 1921 年 4 月 7 日 ，国会议员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

统。 5 月 5 日，孙就大总统职，宣布正式政府成立。 李烈钩被孙中山任命

为参谋总长。

但另一方面，自驻粤滇军问题发生后，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等虽

然不满桂系的专横而与孙中山"形式上联成一气..唐继尧却并非真心实

意。 这样，随着护法斗争的全面展开，李烈钩与唐继尧关系出现裂痕以至

破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首先.对孙中山主张组织正式政府，唐继尧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尽管唐是年 2 月被部下顾品珍赶出云南，孙中山出于团结的愿望.在重

组军政府时仍派人到香港接其到广州，还亲到车站欢迎.举行了盛大的

欢迎会。 唐继尧这时也表示愿留在广州执行总裁职务，说..如有重要事

件，可以随时面商。"但当孙中山提出建立正式政府，唐继尧便很快杀机

毕露，恶狠狠攻击孙中山实行"独裁制，阴授意派议员，组织总统选举

会，欲自为总统"叭 一方面暗中支持陈炯明等反对孙中山 。 随后，通电

解除政务总裁及参谋总长之职，离广州返回香港，表示不与孙中山合

作。

与此相反，当时远在贵州镇远的李烈钩对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持热

烈欢迎的态度，致电祝贺说..我大总统手创共和，功垂民国，扶持正义，

始终不渝，树立宏献，诸臻完善，凡在国民，罔不爱戴。此间军民称庆，

① {在上海与 { 民国日报 ) ~者的谈话( 1920 年 6 月 6 日 )). (李烈钩主集) ，第 528 页.

② 转引自{磨继尧评传) .第 13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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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庶欢腾 。 烈钧奉令，驻守黔边，谨当整伤各部，用效驰驱。 从此排除障

碍，傅导样和，维我大总统实利赖之。 敬申弛贺，无任悚惶。 "由 字里行间

洋溢着对孙中山的真诚和拥戴之情。 如果同第-次护法时同孙中山若即若

离的情景相比较，该电不宵标志着李烈钧完全转向和自觉服从孙中山 。 从

实际效果看，如时人所评论.当孙中山决定组织正式政府时..西南盛唱

联省自治之说，颇不以总理此举为然，独先生由镇远行营，通电拥戴 ， 而

人心大定，一致倾向 。 "② 可见李烈钩的拥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果说，拥戴、反对孙中山为大总统表现了李烈钩同唐继尧政治态度

的分野，那么紧接下来发生的煽动与反对驻桂滇军回滇，则是一场公开较

量。

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护法，其主要目标是实行北伐。 为此，孙中山就

任大总统不久，即于 10 月亲赴广西进行部署。 但就在这时，时刻想打回云

南卷土重来的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阴谋煽动驻桂滇军脱离北伐帮他实现

回滇的计划。 唐继尧一面对其亲信煽风点火 ， 攻击 "孙之地位皮发动摇，

不早自谋，终必元幸"孙之北伐 "在谋地盘" ..纯为私图\是 "借北

伐为名，急谋攫取湘赣地盘，以为安身之地，所谓讨北，当门面话也"③。

一面加紧与陈炯明相勾结，陈答应"如贵军移动有阻.决以全力援助，并

确实担任饷项"⑥。 随后，唐继尧亲赴柳州，采用封官许愿 、 金钱收买、欺

骗等手段一步步将其策动驻桂滇军回滇计划付诸实现。

对于唐继尧煽动驻桂滇军脱离北伐行径，孙中山先是致电或派人要唐

"赞成北伐，勿阻挠大计"@，还表示·如唐允随军北伐，当委以大本营参

谋长重任⑥。 而当唐继尧元视劝阻悍然驱动部分驻桂滇军开往云南时，孙

中山毅然下"制止令"斥责唐"违抗命令"命桂、滇、黔各省当局迅即

严行制止..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⑦。

身为驻桂滇军的统帅，李烈钧尤感责任重大，因而处理更为果断。 还

① {敦孙中山也( 1921 年 4 月 13 日川， (李剧由主集) ，第 544 -545 页。

② 杨'售量 t宁武拿公协和先生，略}，且《拿酣钩立集上第 872 页。

③ f庸锺笼致张伯醉等也>. (唐继尧致胡李司令官等电) ，转引自(1局继尧评传) ，第 133

页 。

⑥ {庸罐尧致张f白'军等电i 转引自{磨自随尧评传} ，第 133 页。

~ (上海快恼摘要〉 长沙， 1921 年 11 月I8 、 19 日{大公报}。

⑥ {上海快筒'‘要扎 1921 年 11 月 16 日{大公报L

⑦ 《致马君武等电 ( 1922 年 2 月 23 日)}， (孙巾山圭集》第 6 卷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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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庸继尧企图利用金钱收买驻桂滇军将领时.李烈钩时驻贵州的长安，得

悉后迅即赶往桂林，将鼓噪回滇最力的唐继尧亲信杨益谦第二路总指挥职

务撤去，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 ， 被称赞为"采断然处置者"①。 唐继尧则

"大惯，谓李元撤换官长之权，密令杨不交代，暗争甚烈"②。 李烈钩根本

不予理睬，适将上情呈报孙中山。 孙当即复电，称赞说..杨部擅自开动，

别事企图，内启友军之疑，外授敌人以隙，实属不顾大局。 执事曲突徙

薪，措置如法，获免燎原，具征智珠在握，毋任钦佩'益之(朱培德)大

节凛然，有谋有勇 ， 不愧干城之选，领袖滇军，定能胜任愉快。"③ 肯定李

烈钩处决果断，在危急时刻避免了驻桂滇军整个被唐继尧拉去的危险。 当

时也有评论说，唐继尧"其具有回滇之野心，早为人所料及。 惟其计划，

首被李烈钧、朱培德以釜底抽薪手段，驱黯杨益谦，于是桂林滇军悉惟

李、朱马首是瞻。 此唐继尧回滇阴谋之第一失败也。"④

但庸继尧不会也不可能就此罢休。 李烈钧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所以

既不认为庸会停止回滇活动，也不大相信唐到桂林参加北伐的谎言，始终

保持警惕 。 其对付办法， 是"晓以大义"说服争取相当部分驻桂滇军

继续留在北伐行列。 原为唐继尧极力拉拢的谷正伦所率黔军，在李的争取

下，最后也宣布"决不附和气使唐"大失望"。二是连电唐继尧，催其速

赴桂林。三是采"联顾制唐"方针，致电或派人要顾品珍真正拥护孙中

山，与广州政权结为一气。 四是密使人监视庸继尧，注意唐及其亲信的动

向..随时密陈" o 当时有评论说..孙唐李暗潮甚急。 唐继尧主张先定滇

后北伐 ， 孙中山则以顾品珍已服从称大总统，无去顾之理由 。 李协和则附

孙排唐，如唐必回滇，则请孙联顾，前后夹攻其众，缴械解散，不能使唐

得逞。 "⑤ 尽管后来庸继尧还是煽动部分驻桂滇军打回云南，但整个过程表

现了李烈钩毫不动摇维护北伐 、 反对唐继尧分离驻桂滇军的坚定立场。

经此事件，现实使李烈钩更加紧密团结在孙中山周园，成为孙依赖的

重要助手之一。 正像孙中山在一祝贺李烈钩等指挥攻赣电中所热烈表示

的..攻赣数日，迭克名城，盖仁者之师 ， 所向无敌。 然实由诸将士忠于

主义，勇于牺牲，而亦由于各军长官本革命之精神 ， 有以成其运用之妙。"

① 臭宗您 《护法计程 ). (革命文献》 第 '1 辘，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10 ，第 5制 页。

② {上海快1.摘要 ) ， 1921 年 11 月 10 日{大公捆〉。

③ {重李到钩电 ( 1921 年 11 月 1 日 山 . (孙中山全集〉 第 5 巷，第 625 :øï 0 

⑥ {庸继尧回浪 lt纲失败 ) ， 1922 年 1 月 10 日 t大公报L

⑤ 《上海快偏摘要》 ω1921 年 11 月 16 日《大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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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改造国家之责任 ， 惟文与诸君能负荷之.亦惟文与诸君能相与有

成.. ..愿我师徒交相劝勉" 。① 包吉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和信任，读来又是何

等令人感动 1

这一点，在随后发生的陈炯明叛变事件中表现得亦为明显。 陈叛变

时，李烈钩正在北伐前线.尽管有病缠身，接孙中山手书后仍决定与许崇

智"星夜率领滇、粤两军回粤平乱"@，表示..陈氏抗叛，实足痛心'\

自当"率师返粤，灭此朝食"③。同时将战况及时报告孙中山 。 期间 ， 孙中

山还致电李烈钩，令其指挥前方各军..以收统一之效" 。 李烈钩后来回忆

这段历史说·陈炯明叛变发生..全军士气.膏受影响。 余忧愤成疾且剧 ，

乃亟令各军撤回，作援助总理之备。 而陈已派重兵分驻粤北，余亟由大膜

趋南雄防精" 。 卒以众寡悬殊，相继失利。 回到上海后..此时余病未愈 ，

总理常亲临视。 痊后乃时晋渴" 。⑥这个回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班师团粤

失败为当时总的情势所决定，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挽回，而且，患难见真

情，由此李烈钩与孙中山的关系愈加密切。 事实上，李烈钩病愈不久，即

与胡汉民等被孙中山委以"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赴粤策划讨陈 ; 接着

又亲赴潮梅地区，收编陈炯明所部归附孙中山 。 1923 年 2 月孙中山抵广

州，李烈钩被委任闽赣边防督办.后改任大本营参谋长 ， 随孙中山指挥各

军对陈炯明部发动反攻。

值得注意的是，唐继尧回到云南重掌权柄后，出于个人目的，仍设法

与孙中山保持联系。 比如 1 923 年初派代表王九龄携其函赴上海晋渴孙中

山 ，函中-方面虚假表示自回滇后"未得长奉明教.. ..笼候久稽" ..然钦

崇左右之心，固未尝以睽违乖隔而稍异.. 一方面称颂孙中山"主持兵工

政策为天下先，今海内言裁兵者 ， 皆奉为至当不易之圭泉"曲。 又如 1 924

年 6 月再派王丸龄持函赴粤见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孙中山，合作讨

直⑥。 为争取唐继尧参加北伐. 1924 年 9 月 II 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大本营军

政联席会议，推举唐为大本营副元帅，又请其出任 ) 11 、 滇 、 黔联军总司令

职，就近主持三军出师北伐大计。 然而 . 如同第一次护法时的情景，庸继

① f敛拿酣钩4电 ( 1922 年 6 月 1 日 ) ) ， (孙中山全集》第 6 誓，第 142 页.

(2l (与许簸'孩孙中山电 { 1922 年 6 月口日泞， (李烈钩宜'爬) ，第 55. 页 .

曲 {罩上海革咆( 1922 年 6 月 吟 ， (李烈钩立集) ，第SS9页.

⑥ t李四钩自传) ，且{字烈曲宜'也) ，第田5 贾.

lSl (!‘庸钦当集中山先生主表示) . 1923 年 2 月 20 日 f民国日俄L

⑥ 〈芋械要事短报). 1924 年 6 月"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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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只愿任 )11 、滇、黔联军总司令.而对副元帅拒不就职。 应该说在此前

后，李烈钩同唐继尧有较多发生接触的可能和机会，但事实上绝无任何联

系 ， 说明经过反对煽动驻桂滇军回滇斗争，李烈钩实际上已同唐继尧分道

扬镶，彻底决裂 。 当然，唐继尧由此忌恨李烈钩，也是一个方面。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李烈钧同唐继尧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密切到

决裂的变化过程。 如果单从密切言，讨袁护国战争中形成的统率驻粤滇军

无疑是贯穿期间的重要因素，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程度上制约 、 影响着李

烈钩同唐继尧关系的发展，同时实际决定和影响了李烈钩在护法开始时所

担当的角色及所起作用。 但终究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本还是个人的因素，

即通过实践对孙中山感情的增强和对庸继尧的逐渐认识。这就是同样为驻

粤滇军的统帅.而在唐继尧策动滇军回滇时有截然不同表现的原因。说明

李烈钩固然同唐继尧曾有过极为特殊的关系，而且由此在第一次护法中留

下了连其本人都不愿正视的一页，但毕竟与唐不同，摄终还是回到了孙中

山身边，为孙中山所倚重。

诚然，李烈钩同唐继尧关系的破裂发生于唐被赶出云南之后，从客观

说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 但主要还是李烈钩在实际斗争中自觉"回归"

于孙中山领导。 他同庸继尧破裂前后的表现，都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物的聚散离合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揭示

其关系变化，目的在于加深问题研究的层面.从而对他们做出更符合历史

事实的评价。 但有人在论及李烈钩同唐继尧的关系时，认为李烈钩是"军

阀兼政客.野心不在唐下..甚而说"唐继尧对孙中山先生向来是很崇敬

的，其所以由合作而最后走向分裂，关键就在于李烈钩从中阻挠、破

坏"曲。 这种看法显然有悖历史真实，是不足取的。

(友在在古北 {近代中国 ) 158 、 159 期. 2∞4 年 12 月，原主 190∞宇)

① 詹秉息， (唐继尧囚澳罩辟活动二三事). (云南文史资料选'‘》 第 2 1‘.第 1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