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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前言

南京国民政府五院，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分别行使五项职权，是政府
机关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中央政权体系的实体。五院的建立，渊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构想，
但其职能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变动。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根据当时西方的政治体制
并结合中国的历史背景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整体构想，是他整个资产阶级学说的核心和精华
。简单地说，就是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
科举考试和御史监察，形成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的五权分立，从而反对独裁，
达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分立的目标，最终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    国府五院寄托着孙
中山矫英美制度之弊端，匡古代科考、监察之不逮的政治理想，是当时国人对于新的国家建立最先进
的制度思考。然而，它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建构，缺乏一些具体的措施，而更多的是思想理论层面上的
论述，这就给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1928年10月以后，在蒋介石标榜的“忠实执行孙中山遗教”的
口号下，五院相继成立，并伴随南京国民政府始终。然而，五院制虽然形式上建起来了，却在实际上
背离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内在精神。一方面，蒋介石为了集中权力，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将五
院正副院长的任免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由于体制设置，国民党中央和中政会位于国民政府
之上，国民政府只能在国民党中央和中政会领导之下行使职权。这样一来，整个国民政府实际上合为
执行机关，五院分立只是执行权的内部分工，不仅没有削弱一元的国家权力。反而加强了权力的一元
化，成为蒋介石独裁专政的工具。    国府五院独特的政治命运使得担任其院长的政府官员们有些神秘
莫测。他们都可谓是民国的风云人物，但又有着极具个性的人生故事。有出生微寒，经历坎坷，胸怀
大志的报国之士；也有名家之后，留学西洋，少年得志的将门虎子；有戎马倥偬，豪情万丈，九死一
生的军队首领；也有风流倜傥，才高八斗，处事圆滑的乱世文臣；有善于理财，挥金如土，钟鸣鼎食
的富商巨贾；也有清贫自安，严格自省，坚守原则的布衣诗人⋯⋯从他们的一生中，我们既可以看到
国府官员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百态，也可以重温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等重大事件的时代场景，更重要的是，这能让我们知道，的确有一群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站了
出来，为一个国家的重新屹立起过重要作用。    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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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内容概要

《民国政府五院院长》讲述国府五院独特的政治命运使得担任其院长的政府官员们有些神秘莫测。执
掌五院之院长都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中有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
宠惠、监察院院长蔡元培、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他们都可谓民国的风云人物，但又是极具个性的人
物。从他们的一生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国府官员们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也可以重温甲午战争、辛亥
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的时代场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的确有
一群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为一个国家的重新屹立起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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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作者简介

哈战涌，陕西彬县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主要从
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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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书籍目录

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药中甘草” 1928年任职 谭延闿年轻时仕途颇为顺利，却对在清廷为官不感兴
趣，回乡投身教育，曾积极参与立宪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先后三次督湘，几经沉浮，颇具传奇
经历。 谭延阊第三次离湘赴沪，在国民党人的联络下，思想发生了转变，决定追随孙中山。一介文人
，却几度戎马：赴湘讨赵、回师援粤、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刘。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谭延阊成为国
民党要员，他是国民党左派先后参与二次东征和统一两广。中山舰事件中，他苦心斡旋，收获“国民
政府主席”的桂冠。  在宁汉合流的过程中，谭延闿逐渐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国民政府统一后，谭
延阊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常委等职务，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任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
集权领袖1930年任职 蒋介石从日本军校毕业后，回国参加革命，后得到孙中山信任，发动了中山舰事
件和整理党务案。北伐进程中，制造反革命政变，在血雨腥风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的南京
国民政府，解决了政争，并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九一八事变后，推行不抵抗政策，全国反对。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抗战初期，蒋介石的态度是积极的，拼中国之国力与日寇
血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并出席了开罗会议。  
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不久，蒋介石便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但被打得一败涂地。经济
上全面崩溃，政治上内部分裂，蒋介石被逼下野，最后竞跑到台湾岛去了。  到了台湾，蒋介石倒也
是“励精图治”了。实行经济复兴计划。改组国民党，参与国际事务，不忘反攻大陆，但总的来讲，
还是无法改变被困于台湾岛的现实。  蒋介石身体一直很好，由于受了一次车祸，一直就处于病中
。1975年4月5日，中国的清明节，他在台湾去世，其葬礼异常奢华，他的棺材仍悬于台北。  陈铭枢：
佛学名将1931年代理 陈铭枢的年少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17岁便投身军界，接受了系统的军校教育，
并进入同盟会。1915年，他谋炸广东督军龙济光，事泄入狱，越狱后赴日本。  护国运动中，陈铭枢重
回军队，悉心练兵。在陈炯明和孙中山矛盾凸显时，他抽身引退，研习佛学。国共合作，他成功策动
陈秋霖“报变”再入国民政府。  在宁汉对峙、中原大战中，陈铭枢都站在蒋介石一边。他先后担任
十一军军长、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围剿”江西红军使得陈蒋之间出现罅隙。  九
一八事变爆发，陈铭枢全力调停宁汉矛盾，并组织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然而，蒋介石一心与日议
和，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只能后撤，陈铭枢十分失望。  ⋯⋯ 立法院院长 司法院院长 监察院院长 考试
院院长 后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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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汪伪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
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
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精
卫还配合日本人掀起了颇具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1942年2月，汪精卫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
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
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任会长。该会在其会章中竟宣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是：“为谋实现孙
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
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
并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 汪精卫以东亚联盟论曲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将其作为伪国民政府建
立的理论依据，以掩饰其傀儡政权的性质。东亚联盟运动直接配合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适应了汪
精卫伪政权在思想上控制沦陷区人民、破坏中国抗战的需要。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和中国社
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东亚联盟论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各种亚洲观中，唯一直接将侵略理论化作国民
运动的。 汪精卫受刺后，一直伤痛不减，爱国医士刘一帖一帖膏药使其病情加重。病重的汪精卫成了
日本军方的试验品。最终命丧日本。抗战胜利后，汪精卫墓被炸，终得报应。 汪精卫在1935年遭枪击
后，虽保住了性命但子弹并未取出，病痛常常折磨着他，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1943年12月，日本驻南
京陆军医院的中将军医铃木小荣亲自握刀，替汪破背取弹。手术后，背脊肋部的剧痛非但没有缓和，
反而波及腰部颈间。背脊部的疼痛日胜一日，且大小便失禁，弄得病房内外之人，个个皱眉掩鼻。陈
璧君见手术不灵，便乞求于中医偏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治骨伤疮毒
的名医刘一帖。 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
开了两剂褪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谁知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
痛楚竞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
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
“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
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陈二人本以为这一
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
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
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到客栈，
眼下四出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料到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三
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
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汪精卫病情恶化的消息，立即通过军用电台，传到了东条英机耳里
。东条作出决定：让这位“儿皇帝”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
鹣”号飞机，载着近乎全身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
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的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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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后记

中华民国政府实行五院制，即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各院均设有院长。
本书主要是介绍各院院长的生平。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所处的特殊环境，特别是战争不断，其政府的
更迭也无常数，各院院长的任期也无定制，有的时间很短，仅几月而已，甚至代理过渡一下，有的则
长达数年。因此，材料取舍十分困难，也有不一致之处。同时也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其中缺点、错讹
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写作、材料收集整理、校对工作的有哈战涌、茅文婷
、李晓雨、王晓明、何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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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编辑推荐

《民国政府五院院长》由哈战涌著，中华民国施行“一府五院”的中央政府组织，“一府”指总统府
，“五院”则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与监察院。“一府五院”制度是根据孙中山创设的
五权宪法理论所创设，将国家治权分设为五个部分，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
五个部门分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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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五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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