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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广东先后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作为

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始终是其积

极争取的对象。既有研究主要着力于对二人关系

演变基本趋势的总体论述和对唐继尧的个人评

价，①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过程对孙中山晚年思想

转变的影响，②但学界对于孙中山、唐继尧关系演

变的具体动因关注不足，对其所导致的后果也有

进一步认识的必要。1921年 2月，在孙中山领导

二次护法过程中，时任军政府总裁、靖国联军总司

令的唐继尧被部下、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

驱逐，滇局发生剧变，唐继尧被迫辗转来粤，直至

次年 3月回滇重掌实权。其间孙、唐二人得以有

更多直接往来，双方在总统选举、“援桂”等事项上

形成过合作，最终又因“北伐”抑或“回滇”的不同

诉求而疏离。本文利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未刊档

案及其他相关档案、函电、报刊等史料，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从西南护法和孙、唐二人关系演变的

整体视域，探讨这一时期孙、唐关系由合到分的具

体演变过程，以及对孙中山北伐计划造成的后果，

以期揭示孙、唐关系对于二次护法和西南政局之

重要影响。

一、1921年滇变与孙中山的最初应对

1918年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之后，政学会与

桂系逐渐联合，控制军政府，希望通过南北和会与

北方达成局部议和，以维系自身利益，并对西南其

他地方实力派与国会成员实行打压。其结果导致

国会议长吴景濂、褚辅成等率领国会议员陆续赴

沪，伍廷芳亦携带关余北上，四位军政府总裁孙中

山、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在上海达成联合，并占

据法理上的优势地位。③这是第一次护法运动后

孙中山、唐继尧达成的联合关系。四总裁于 1920
年6月初至12月初，先后六次联合发表宣言，重申

护法救国，在广东重建护法军政府。④随后，国会

议员积极寻求国会迁地重开，孙中山则开始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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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桂系。在推动驱桂过程中，唐继尧的滇军是

孙中山寄望甚高的力量。⑤

孙中山南下二次开府广州后，军政府内部围

绕组织联省政府抑或正式中央政府，争论激烈。

孙中山主张舍弃护法、选举总统、组建正式政府；

唐继尧和广东实力派陈炯明，以及吴景濂、褚辅成

为首的益友社倾向成立联省政府。1921年元旦，

孙中山公开演说，准备“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

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⑥，陈炯明

坚决反对，表示“护法区内，绝不宜有非法举

动”⑦。唐继尧当时曾致电广州，委婉反对总统选

举之事，称“目前南方基础未固，吾人唯一急务，须

求内部之团结，然后再言改造。关于军府制度问

题，应请出以审慎”⑧。在陈炯明的坚持下，孙中山

只得决定“缓办选举，先攻广西”⑨，并于 1921年 2
月 1日复电唐继尧：“军府现正研求联省自治制，

妥为提出，务期应时势之要求，立强固之基础，与

尊电所云先团结而后改造一节，用意相同。”⑩

正当此时，1921年2月7日，唐氏部属、驻川滇

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唐继尧连年驱使滇军南征

北战为由，率驻川滇军进逼昆明，唐继尧无力阻

挡，被迫宣布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即行裁撤，“所有

维持地方各事宜，即由各卫戍区司令负责办理。

其民政事仍由省长完全担任，继尧即日解除职务，

俾资休养，以践息壤之言。”次日，唐继尧出走离

滇，云南所有职权由顾品珍兼摄。

滇变发生，对西南局势震动很大，孙中山首先

考虑的是维持军政府在云南的影响力，决定先稳

住顾品珍。孙中山研判认为，滇变主要源于唐、顾

二人政见相左，“唐继尧之失足，因彼对于南北两

方面向持首尾两端之态度，只知以己地位为本位，

趋于私利，因此颇招一般人士之恶感与本省人民

之离叛。此际突遭顾品珍等之反抗，遂至难以立

足。”但这并不等于顾氏将倒向政学系，“即使将来

云南局面归顾氏支配，顾氏亦绝对不能与余为

敌。”北京政府欲乘此时机与顾品珍接洽，电令刘

存厚了解顾氏态度，向其提出优厚条件：“(一)联滇

以条件妥洽为主；(二)所有滇省军队概不裁决；(三)
关于法律上之各项问题详为声明；(四)宣布中央对

滇之希望及力谋统一之苦衷”。陆荣廷亦“派亲

信军人田承斌赴滇与云南顾品珍、叶荃接洽”，并

许诺“滇军欠饷，可代向北庭设法交付，但以滇省

现驻军队为限”。因此防止顾氏“北向”，成为孙

中山重点规谋之事。2月 14日，军政府召开政务

会议，采纳孙中山“羁縻顾品珍、赵又新等，免致北

向”的主张，决定“以顾为总司令，赵为副司令，即

日电滇查照”。另有报章报道，军政府“派王某、

李某二人刻日赴滇与顾氏接洽，以免其为北廷利

用”，并拟提出如下条件：“(一)军政府正式任命顾

品珍为滇军总司令；(二)军政府拟联合各省改组联

省政府，许顾品珍以某项重要之位置；(三)未改组

以前许补选顾品珍为总裁；(四)收到关税余款后许

拨给若干为滇军军费。”

顾品珍执掌云南，首先注重笼络人心，强化对

全省的控制。在就任滇军总司令职时，他宣称重

点关注云南地方发展，实行公推省长、军民分治、

铲除军阀政策、清理全滇财政，停止唐继尧的攻湘

援桂各政策，力图瓦解唐氏留在滇省的军事力

量。同时决定仍然留在护法阵营，他向省议会表

示，“滇为护法之区，当中央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

自应与西南各省取同一态度”，但对加入军政府持

观望态度，“惟加入粤军府与否，此时实难决

定”。至此，孙中山逐渐明晰顾品珍的态度，对云

南采取待时而动的策略，同时重点争取已经离滇

但仍拥有实力的唐继尧，希望后者在二次护法中

扮演更重要角色。

二、“援桂”与总统选举中的孙、唐关系

唐继尧被逐出滇后，辗转赴港观望各方形

势。孙中山希望唐继尧在总统选举和“援桂”(即
1921年6月军政府计划讨伐桂系陆荣廷的粤桂战

争)问题上支持自己，一度允其在粤募兵，并许诺

助其回滇复权；唐继尧应邀赴粤，积极宣扬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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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桂”，实则欲借“援桂”西征，顺势回滇。在这一

时期，孙、唐虽有进一步合作的契机，但两人在实

际目的上相差甚远，唐继尧愿望达成并不顺利。

1921年 3月 4日，孙中山偕同唐绍仪、伍廷芳

电邀在港的唐继尧来粤，称“此间政务诸待协商，

望即命来粤，共图进行”。为邀请唐继尧来粤，广

东方面煞费苦心，一面派代表先期驻港专候，一面

在军府内布置一切，并将广州越秀山上的启秀楼

重新粉饰，以备唐氏驻节。9日，唐继尧从香港到

达广州，孙中山等亲往车站迎接，军政府、国会、驻

粤滇军、省议会等先后举行了欢迎仪式或宴会。

在欢迎宴会上，孙中山高度评价唐继尧，称其离滇

来粤不为失败，实为“大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成

功，也是“西南之成功”，并且“唐公现存之兵力，足

以对外发展，且治军多年，诸多利赖。昔为云南独

有之唐公，今后则为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为中

华民国之大成功也。”

唐继尧此番虽被逐出滇，但滇军中依然有大

量支持他的力量。3月4日，第五混成旅旅长胡若

愚、第九团团长张汝冀、十六团团长周怀植等人在

云南联合通电拥护唐继尧，称“唐公在滇一日，滇

民可望相安，国家亦得稳固。此后滇事，仍得唐公

主持，庶可蒸蒸日上。则今日之拥护唐公，即所以

拥护云南；拥护云南，即不啻拥护约法，拥护国家

也”。此外，唐继尧部下尚有两师分驻蒙自、河

口、开化、广南、阿述各属，其实力依然在顾品珍、

叶荃之上。孙中山邀唐来粤，一是希望他留粤执

行总裁职务，并支持自己的正式总统选举主张，否

则军政府总裁仅剩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

不足法定人数，无法正常履行职能；二是希望他能

支持“援桂”，联合进攻广西，当然主要还是意在羁

縻唐继尧，将其纳入北伐序列。在此背景下，孙、

唐双方就唐在粤募兵回滇、支持总统选举和“援

桂”等问题展开协商。据报载，唐继尧募兵的范围

主要包括“在粤解散之海疆军千余人，招集改编，

合之驻粤赵德裕所部滇军，约计不下三师之

众”。外界并有孙中山拟任唐继尧为援桂总司令

之说。因此在众说纷纭的总统选举问题上，唐继

尧不予公开反对，4月 1日军政府政务会议上，他

“声明不敢与闻其事”；4月25日在回答记者采访

时则表示，“既然由国会大多数举出，鄙人应当遵

照国会之意见”，声称：“兄弟乃军人也，对于军事

当负完全之责任。至政治如何设施，自当有政治

家负责，此乃鄙人素抱之宗旨也。”实际上，唐继

尧着眼于回滇恢复统治，计划所招兵员成军之后，

即担任出发“援桂”；“援桂”成功，即由桂入滇，恢

复其原有之势力。

但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的益友社，亦意识到

唐继尧被逐出滇，是可利用的干预总统选举的机

会，而与唐继尧积极展开联络。唐继尧离滇之初，

曾考虑赴日游历，吴景濂、汪彭年等暗地与唐绍

仪、褚辅成等联络，希望联合唐与王文华、刘显世

等贵州旧派势力，以及郭同、吕复、陈策、张瑞萱等

国会议员共同在上海组织一个对抗国民党的新政

党。唐继尧抵港后，益友社转而积极促成其参与

“援桂”，以延缓总统选举之进行。但由于自身缺

乏足够实力，益友社只能依靠立场相近的陈炯明

促成此事，其计划是劝说陈炯明“速攻广西，并请

其帮助协和(指李烈钧——引者注)军饷，共同作

战”，之后再促成唐继尧、李烈钧的部队在广西会

合，“联成一气，加之赵德裕、赖世璜、李明扬所部

足有三师，以三师之众集中一处，攸往咸宜。”如

此既可收“援桂”之效，亦可避免政学系分别联络、

各个击破，削弱护法实力。为推动此计划实现，益

友社成员罗家衡受吴景濂等派遣，三次赴港拜访

唐继尧。4月 2日，罗氏在回函中称，唐继尧主张

“西南机关主合议制”；对于云南，则力图恢复，其

具体方法，“借援桂为名，将军队集中贵阳，与协军

联络。再第一步维持黔局，第二步或回滇或攻桂

或出湘，俟机会再决党事。”显然，益友社先“援

桂”、再回滇的设想，更加符合唐继尧的利益。

孙中山与益友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意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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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均期望获取唐继尧支持，并都以助其“援桂”后

回滇作为交换，“援桂”实际是各方利益的公约

数。基于此，唐继尧抵粤后积极宣扬以护法为己

任，并表明滇省方面实力并未丧失，自身具备“援

桂”实力，“现在桂边之滇军仍然拥戴于己，绝未受

他方面之笼络”。然而，唐继尧期以借“援桂”之

名，行回滇之实，却一时并未成功。其直接原因，

一则在粤募兵之事并未得陈炯明认同，后者以为

此举徒令粤省受累，故极力反对；二是回滇经费

筹备尚须时日，唐继尧曾告以罗家衡，“须先立一

银行，以资帮助”；三是孙中山调整“援桂”和总统

选举的推行顺序，总统选举迅速达成，益友社成员

遂纷纷离粤北上，另寻出路。1921年5月4日，孙

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联名通电，

“中华民国大总统已定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政府

成立，军政府即应于是日取消，所有军政府政务总

裁职务自应解除。”5月 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大

总统。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滇变的最初应对，对唐继

尧、顾品珍的分头争取，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成功，

有利于自身主张的贯彻和落实。唐继尧盱衡时

局，在回滇之事并无确定把握时，也没有将自己公

开置于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对立面。但从日后局势

发展来看，唐继尧对于联合益友社、陈炯明等势力

亲自参与“援桂”而回滇之议更为认同。因此，在

总统选举已成定局，“援桂”战争迫在眉睫，筹谋回

滇又窒碍难行的背景下，唐继尧便借口“养疴”，自

广州返港，蛰伏待时。

三、对驻桂滇军的争取与北伐计划的落空

“援桂”战事正式爆发后，唐继尧调整回滇策

略，命令拥唐滇军以参与“援桂”的名义离开云南，

进入广西。滇军在“援桂”之役中发挥了重大作

用，在广西战事结束后，集结于桂林、柳州。对于

在广西的各支滇军，孙、唐二人分别展开争取，以

实现各自的“北伐”或“回滇”目标。最终唐继尧在

陈炯明的支持下，成功率亲信部队回滇，与孙中山

分道扬镳。这一结果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北伐大计

乃至整个二次护法的最终结局。

1921年 5月 28日，孙中山命令多路并进讨伐

桂系陆荣廷，派陈炯明率粤军精锐出肇庆以趋梧

州，又命许崇智由北江入桂夹击，李烈钧率滇、赣

军分由黔、湘出击，谷正伦率黔军，齐向桂林，并约

湘军同时攻入。李烈钧部滇军本为驻粤滇军的

主力，在“援桂”之前，暂驻湘西整顿，改编为四旅，

以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王均分统之，其中尤以

杨益谦旅为最精锐。6月23日，李烈钧致电孙中

山，告以“滇军奉大总统、联帅命令援桂，扶植桂人

自治，已开始运动，即分途攻入桂境，直捣腹

地”。在“援桂”之役中，唐系滇军胡若愚、李友

勋、龙云部在攻克桂林、柳州的战斗中作战勇猛，

“先遣军司令官胡若愚率部会同粤第二军旅长吴

忠信及赣军彭成万等部围攻桂林，胡部奋不顾身，

前仆后继，卒以寡胜众，首先击败桂军沈鸿英部于

桂林，克桂林。”李烈钧等随后率部进驻桂林。桂

林克复之后，杨益谦任总指挥，与胡若愚部共驻桂

林，李烈钧驻桂林以北约一百公里处的长安。原

云南第二卫戍区司令李友勋在滇变后反对顾品

珍，借护法为名离滇，于8月初进据柳州。至此，

两路滇军集结于桂、柳，这既为孙中山自广西北伐

提供了可能，亦为唐继尧由桂回滇创造了机会。

唐继尧谋求回滇复权，李烈钧自始至终不予

支持。原云南陆军第十一团团长龙云刚到柳州

时，曾致电唐继尧，告以“回滇大计，协老(指李烈

钧——引者注)似固执己见，难得赞同”。柳州方

面的李友勋、龙云以及桂林方面的胡若愚对于回

滇之事则颇表赞同，杨益谦亦有被唐继尧拉拢之

势。目睹驻桂滇军暗流涌动，李烈钧建议孙中山

亲临广西坐镇，吸纳杨益谦部滇军，速行北伐。9
月13日他致电孙中山，极力强调孙中山应亲来广

西，认为“其于根本计划，尤能发挥尽致”。在各

种因素的促动下，10月15日孙中山自粤启程赴桂

林，18日李烈钧自长安赴桂林。10月 27日，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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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任命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免去意图助唐回滇

的杨益谦旅长一职，改任参谋部参议。11月 1
日，孙中山复电李烈钧，告以撤消杨益谦军职

“措置如法，获免燎原”，认可其对滇军军官的具

体委任。

孙中山到达广西后，电邀唐继尧自香港来梧

州共商北伐大计，同时派汪精卫、伍朝枢赴香港促

驾。唐继尧并未直接拒绝，表示“余对于戡乱讨贼

一事，向取一致的态度”，“余惟大总统之马首是

瞻，余之所部对于北伐，必愿作前驱”。后又致函

强调，北伐当准备充分、从缓进行，“大计既定，举

后方之巩固，兵力之配编，械弹之充补，饷糈之筹

措，在在均关重要。”得知孙中山赴桂后，柳州方

面的滇军致电唐继尧，称“中山仓促来此，虽为促

进向外发展，其中又难免不无作用，野心者又未尝

不思乘机而起”，希望唐继尧亲临坐阵，稳定军心，

并设法解决款项问题。唐继尧回应称，“饷已筹，

到柳即可接济”，“现与某方接洽，积极帮助我军移

动。”唐继尧提及的某方，即为陈炯明，双方此时

已就回滇之事有过沟通。

唐继尧、陈炯明皆认同联省自治，兼有益友社

居间牵线。早在唐继尧离滇到港之初，陈炯明即

派部下陈炯光、马育航赴港，就即行北伐抑或先回

定滇局征求唐氏意见。唐继尧回应称，“须先回滇

筹备后方接济，始能北伐”；唐继尧在广州时，复与

陈炯明进一步商定，“即不能直接相助，亦望于万

一发生意外时，勿加以压逼”；陈炯明当即应允，称

“粤军势力所及之地，决不阻碍唐部之回滇”。在

广州期间，唐继尧在 4月 1日的军政府政务会议

上，对于组织联省政府，表示若实行自治，“湘黔两

省，易得同意，即将来川滇亦不难逐渐联络”。同

时谢绝了孙中山任命其为滇粤桂联军总司令的提

议。陈炯明对孙中山北伐之事本不赞同，先派人

赴港告知唐继尧其反对北伐的决定，称“是所谓北

伐策源地之两粤，先已不能出一兵矣”，同时对唐

继尧属下部队的移动及饷项诸事，均愿竭力赞

助。在知悉孙中山派人赴港邀唐继尧赴桂后，陈

炯明又立刻派部下陈觉民到港，坚请唐赴广州商

讨后续计划。

唐继尧赴桂之前，已对时局作出判断，并在

孙、陈间作出了选择。他认为“孙仍死守其统一集

权政策，其不能顺应人心，以博全国之同情，可以

逆睹”；同时又十分担心孙中山借北伐分化滇军，

如撤消滇军名义、改编滇军归李烈钧统率，或破坏

滇军内部稳定团结等；对于陈炯明的援助，唐认为

陈“一惧孙、李(烈钧)得势，颇为不安；一欲滇军离

桂，事权统一”，其举动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但对

自己有莫大好处，“孙无实力，我复得陈援，殊不足

虑”。于是在孙、陈之间，选择了与陈合作。1921
年 12月 3日，唐继尧乘船先赴广州，翌日抵达，陈

炯明命陈觉民将唐迎候至粤军总司令部会谈。

陈炯明给予唐的具体支持包括“现款十万元，步枪

一千枝，子弹五十万粒，自来德手枪四十挺”，如孙

中山下令阻止唐由桂回滇，陈炯明愿“电广西所驻

粤军将领，妥护出境”。12月5日，唐继尧由广州

抵达梧州，此时距孙中山发出邀请已过月余。7
日，有记者询问其此次出山的意见，唐继尧虽仍在

口头上强调自己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和北伐，称：

“世人不察，多疑兄弟主张滇军回滇，与中山之主

张北伐背道而驰，不知兄弟自袁洪宪坏法而后，即

树护法旗帜，此志始终不渝。……此次滇军回滇

之说兴，实因滇军离家多年，加之饷项支绌，遂兴

思家之念。兄弟因此一事，亦不能不来桂一慰

劳。……此次中山北伐，兄弟正希望其先团结粤

桂川湘六省兵力，一致行动”。但事实上唐继尧

并未前往孙中山驻节的桂林，而于次日启程前往

柳州，显然是按照与陈炯明商定的计划行事。为

阻止唐氏另生枝节，孙中山一方的胡汉民致电胡

瑛，“请唐公直来桂林，不必赴柳”。胡瑛复电胡汉

民称：“唐公此次赴柳，乃慰问军士起见，并无他

意。在柳逗留不过三数日，即兼程赴桂谒大总统

请示方略。……此行既在追随大总统出征，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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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顾。”显然唐将实际意图和真实态度，向胡有所

隐瞒。唐继尧抵达柳州后，旋即布置回滇事宜，迅

速召开军事会议，“全体军官皆主张先定滇局，然

后北伐”，先谋对顾品珍的“根本解决”。1922年
1月 5日，唐继尧通电就任滇黔联军总司令，设总

司令部于柳州。

随着唐继尧回滇意图的逐渐显露，顾品珍对

军政府的态度转趋积极，意欲通过参与北伐，获取

孙中山的支持，以增强抵制唐的力量。早在 1921
年 9月，顾品珍曾致电孙中山，主张及时北伐，孙

中山复电赞其“荩筹硕画，良深欣佩”，并详询其兵

数、编制及“何日由何地开拔”等具体事宜。11月
6日，顾品珍再次致电孙中山，反对唐继尧回滇，

“除饬属一体严密防范外，仍拟出兵三混成旅，藉

效驱驰，以贯彻护法之初衷。”11月18日，顾品珍

通电各方，称己任命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杨

希闵为北伐第一路司令，杨蓁为北伐第二路司令，

金汉鼎为北伐第三路司令，各率所部集中待发，准

备北伐。唐继尧抵达广西后，孙中山于 12月 13
日复电顾品珍，对其北伐准备及建议予以肯定，

称“执事辞卸兼职，专理军政，躬率劲旅，驰赴北

方，俾地方举分治之实，疆场收合作之功，体国公

忠，洵属超越流辈，毋任欣佩。所委各司令，皆一

时干城之选，底定中原，胥于此举是赖。划定区

域，分防专责，尤为战略上要着，当就各省壤地及

交通上之便利，妥为区划，再行分达。”随后加紧

争取云南方面之实际动作，翌年 1月又电促顾品

珍、范石生、杨希闵、蒋光亮、杨蓁等尽快启动北

伐，“现在时机迫促，滇省道途修阻，希即赶紧拔队

前进为盼”。

但即使在唐继尧极力谋求回滇、不愿北伐的

情况下，孙中山仍然采取了诸多挽救措施，力促唐

率队参加北伐。他先派专员赴柳州，催促唐继尧

赴桂林参加军事会议；在催促无效的情况下，

1922年 2月 23日，孙中山发布对唐继尧的“制止

令”，谴责唐不顾大局的行为，称其“假名筹备北

伐，实冀反戈回滇”，命令“各该省长、总司令等，迅

即严行制止唐继尧前进，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

为西南大局之梗”。然而制止令未能奏效。3月，

唐继尧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率军返滇，击败顾品

珍部，顾品珍阵亡，唐继尧重掌云南政权，史称“二

次回滇”。

唐继尧带领大量滇军离桂回滇，而愿意参与

北伐的顾品珍败亡，使得孙中山可以依靠的北伐

军力大为减少(滇军中只有李烈钧部支持孙中山)，
由桂北伐的计划受到根本性影响；后虽改由江西

北伐，最终还是无果而终。唐继尧在回滇后倡行

联省自治，宣称“联省自治，为解决吾国目前时局

之必要主义，即西南各省，亦大多群抱同一之希

望，并唯一之主张”，与陈炯明的联系更为密切，

西南联治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个月后，广州发

生“六一六兵变”。当然，孙中山也并非一无所

得。唐继尧回滇后，原本隶属于顾品珍阵营的杨

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部因不愿

回滇附唐，遂经黔省赴桂，在孙中山的争取下，助

孙回粤驱陈，打破了陈炯明、唐继尧、陆荣廷的合

作同盟，并在广西内部混战中支持刚刚崛起的新

桂系，为日后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结语

孙、唐关系之演变是影响二次护法期间西南

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其间各方之博弈，在护法过

程中似只是一个插曲，但结果并不限于西南内部

各派势力的合纵连横和力量消长，实际上已对护

法全局产生影响。孙中山在二次护法中，力主组

建正式中央政府，集中各方力量北伐，但护法阵营

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在此背景下，唐继尧能够起

到的作用十分引人瞩目。一方面，从孙中山、唐继

尧、顾品珍三方关系来看，唐因顾的背叛而离滇来

到两广，提供了孙、唐相互支持合作的契机；孙中

山积极推动唐继尧参与由桂北伐，在未得唐继尧

共同北伐之前，保留联合顾品珍以换取云南对北

伐的支持；唐继尧致力于“援桂”顺势回滇复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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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胜顾亡，双方可能用于支持孙中山北伐的力

量全部落空。另一方面，从孙中山、陈炯明、唐继

尧三方关系来看，陈炯明、唐继尧在联治共同主张

基础上日益趋近，增强了西南联治派的声势；唐在

陈实力支持下实现“二次回滇”，与孙中山的北伐

方略背道而驰，导致北伐流产；唐陈合作以及唐重

新控制云南后实行联治政策，为陈下一步叛孙提

供了外部助力。作为两个三角关系基轴的孙、唐

关系，从趋向合作到最终疏离，从未建立起真正的

基于共同理念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一年中西南

内部分化重组，导致二次护法的顿挫，直接影响到

西南政局的变动；而孙中山联合滇军北伐的失败，

必然强化对于地方军事领袖的负面观感，从后来

孙中山改弦易辙，转向动员民众、建立自己的革命

武装、以两广为根据地再兴北伐，又或可看到该过

程的间接影响。

注释：

①陈长河：《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近

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邵雍：《唐继尧与孙中山关系略论》，

上海中山学社主编：《近代中国》第二十辑，上海：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8—27页。

②谢本书：《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云

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③其时唐继尧仍在云南，李烈钧、王伯群先后作为唐的代

表驻沪。

④孙中山：《与唐绍仪等联名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1920
年 6月 3日)、《与唐绍仪等联名重申护法救国宣言》(1920年 7
月 28日)、《与唐绍仪等联名公告岑春煊陆荣廷与北方订约无

效之宣言》(1920年10月23日)、《与唐绍仪等联名不承认北方

宣布伪统一之宣言》(1920年10月31日)、《与唐绍仪等联名为

重组军政府发表政见宣言》(1920年 12月 1日)、《与唐绍仪等

联名要求北方消除三项害国运动之宣言》(1920年12月6日)，
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 4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447—448、448—449、451、451—452、456、457页。

⑤为打击桂系，孙中山多次致电唐继尧，希望云南配合援

闽粤军夹击桂系，也具体指示驻湘滇军(即李烈钧率领的原驻

粤滇军，后经粤北进入湘省，归云南节制)出兵广西；1920年 8
月驱桂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再次致电唐继尧，请派在湘滇军移

师攻桂，但唐并未予以配合。参见孙中山：《复唐继尧告讨桂

各军齐起可一举扑灭桂贼电》(1920年 7月 18日)，黄彦主编：

《孙文全集》第 9册，第 432页；《复何成濬商讨军事进取方略

书》(1920年 7月下旬)，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 8册，第 188
页；《复唐继尧请令在湘滇军攻桂并告粤军捷讯电》(1920年 9
月6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第440页。

⑥孙中山：《应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以巩固民国基础》

(1921年1月1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0册，第400页。

⑦《吴景濂为告知陈炯明反对速选总统事致唐继尧、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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