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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45年8月，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到1949年12月国府撤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和谈而至战争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
形成这一巨大变化的因素，固甚复杂，而国共两大领袖——蒋介石、毛泽东的意志和主导，实具关键
性。
本书《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即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做探讨，期对这一变化的过程进行了
解。
    本书分为十一章，探讨蒋介石从1945年8月到1949年12月，如何处理国共的和战问题及其面临的困境
。
这十一章依次是：    第一章和谈经纬(上)    战后国共和谈自1945年8月28日开始重庆会谈，到1946年10
月11日国军进占张家口前后，为时一年两个月的不断谈判，可分为七大要项：(1)重庆会谈；(2)停战协
议；(3)政治协商；(4)整军方案；(5)东北停战协议；(6)拖延战术；(7)为宣传而谈判。
    本章探讨重庆会谈与停战协议。
重庆会谈，为战后国共首次和谈，除由双方代表直接会谈外，并有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八次面谈。
从这次的会谈中，可以看出毛氏志在华北与东北；蒋氏则坚持政令和军令的统一。
虽无结果，但双方同意继续商谈。
结果签订《会谈纪要》(或称《双十协定》)。
停战协议，是在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将军(Georgec．Marshall)主导下的结果。
此一协议改变了蒋介石“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决策，变为先图关外，造成中苏关系的恶化，使蒋介
石处理东北问题，陷于不可收拾的局面。
    第二章和谈经纬【中)    本章探讨政治协商、整军方案和东北停战协议三项问题。
政治协商虽为重庆会谈的延续，但两者差异至大。
其间最大的差异，共方在政协中提出大量的要求条件。
重庆会谈，毛泽东的条件，不过志在华北与东北的地方政权，政协则由地方政权延伸到全国性的中央
政权，其中通过的所谓扩大政府组织案，实际则为国共的“联合政府”。
宪草中的无形国民大会，及行政院的责任内阁制，立法院的国会制，实际架空了蒋介石的权力。
是以政协结果，国共有不同的反应。
整军方案，亦为马歇尔所主导，纸面上统一全国的军队，实际上中共另有“暗盘”，不使美、蒋“以
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毛泽东语)。
东北停战协议，由国、共、美三方代表于1946年3月27日所签订，目的在使国军和平接收东北主权。
此时苏军自东北撤走，径交由共军接收。
依照协议，政府要接收，须经过协商，取得共方的同意始能接收；否则即须动武。
所以此项协议反而成为共方的保护伞。
    第三章和谈经纬(下)    本章探讨拖延战术、为宣传而谈判及综论。
拖延战术是探讨国军于1946年5月19日四平街之役击败共军，而于23日进占长春后，周恩来利用马歇尔
对蒋施加压力，争取到自6月7日到30日的23天停战，目的是借谈判以备战。
其所施展的拖延战术，可谓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马歇尔说周“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国民党代表徐永昌说周“抱拖延政策”。
蒋介石说他“诡辞拖延”。
本项即为探讨周氏如何施展其拖延战术。
为宣传而谈判是探讨1946年7月至10月间三个月的边打边谈时期，共方谈判的方针，由消极的争取停战
时间，进入以谈和备战时期。
其方式是以谈判为宣传，目的是教育人民，也包括教育第三方面人士。
依毛泽东之说，此时中国人民以及中共内部之间，都有打与不打的问题存在。
为解决这一问题，周恩来乃以谈判作宣传，为宣传而谈判，来揭露蒋之“独裁内战”和美之“独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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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图”的面目，祛除不打的心理。
这是“教民作战”。
此时马歇尔之调停角色，已非重要，仍不放弃和平希望，奔走南京与庐山(蒋驻地)之间八次之多，传
达蒋、周意见。
最后却遭到周的斥责，马氏从此退出调停。
而由第三方面人士作最后的奔走，终无所成，国共和谈从此决裂。
    综论一年多来的国共和谈，争论不息，纠缠不清，但其中心问题，不外是在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在
打转。
概括言之，马歇尔、蒋介石、毛泽东三人的策略，各有坚持，马是以和避战，蒋是以战逼和，但却战
而不决，和则无成。
毛是以谈和备战，但却谈而不和，准备决战。
马与蒋的策略皆告失效，即是毛之策略的成功。
    第四章 安内图外    安内图外，是日本投降后国府接收东北受阻于苏联红军及中共军，蒋介石在1945
年11月16日所定下的“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之策。
在蒋氏以后的《日记》中，一再反悔误信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主张，乃转变了这一政策。
以致“一箸既失，则全盘皆败矣”。
本章循此线索，就国共两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进行了解。
认为：马氏所执行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为安抚中共不使投入苏联怀抱，显然也是“以共制蒋，以蒋
制苏”；中共从而利用之，不仅“以苏制蒋”，而且也是“以马(美)制蒋”。
如此，蒋氏的下场，可想而知矣。
    第五章 和战两难    马歇尔特使主导下的军事停战协议，关内全面停战，关外不在此限。
美式装备和训练的国军精锐，经由美舰的运输，大量运至关外，名为协助蒋介石接收东北主权，实际
则是美国势力介入东北。
这是犯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之大忌。
招致苏方强烈的反弹，不仅使蒋氏的先图关外未成，关内更不能安，关外关内均成战场。
依当时的情况，战对政府绝对不利，蒋氏处于被动的形势下，以战逼和。
和对中共相对不利，毛泽东在主动的形势下，以谈和备战。
在时间点上，迁延愈久，愈对政府不利；相反则对中共有利。
因此，共方必欲迫使国民党走上战争之路，致使蒋氏陷于和战两难之困境。
    第六章 挫折年代    1946年是国共边打边谈的年代，到了1947年只打不谈了。
边打边谈这年，国民党打占优势，谈则无成。
只打不谈这年，打则由优势转为劣势矣。
大陆学者金冲及著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就共方而言。
如就国方来说，便是“挫折年代”了。
这一年，国方不仅在作战方面，连遭挫败，复以政治的腐化、通货膨胀与经济恐慌，以及学潮汹涌而
至士气低落，军纪败坏。
这个仗实在打不下去了。
因此，即有很多人以为过去如不与共党决裂，或者和平有望；即不然，亦不致经济、军事败坏至此。
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以为去岁(1946)攻下长春，如依其主张不顾一切进追，当可攻达佳木斯一带，
因受马歇尔压迫，未能如愿，至为可惜。
此皆“马后炮”也。
    第七章 崩溃年代    进至1948年，国共内战已达三年，国方已是精疲力竭，士气消沉，每战皆败，尤
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败，精锐尽失，不堪再战。
而共方以战胜之威，士气旺盛，奋战不息。
国方复以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痛苦已达极限。
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以为只要蒋氏下野，和平立可实现。
反蒋倒蒋之声为之升高，共党与党外人士倡之于先，党内一些同志应之于后，毛泽东完成打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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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党的工作，便指日可待了。
    第八章 进退两难    国共和谈决裂以后，毛泽东的战略目标，即为“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如果蒋氏以其领导抗战胜利的威望，以及为光大民主宪政而功成身退，使毛氏失去战争的凭借，1948
年的崩溃困境，有无纾解的可能？
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据蒋氏的《日记》所记，即有“让贤选能”之准备。
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推举胡适竞选总统，以为“此为救国之出路也”。
此一关键性的问题，在这年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正式提出讨论，亦受到各方舆论的
重视。
惜此“让贤选能”未能如愿，从蒋氏当时的检讨中，似已预知日后失败的命运。
    第九章 国府撤退    1949年，实为撤退年代，国军在共军追击下，一路转进。
国民政府的撤退，也几乎是在共军的追击下，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最后迁至台北，才算
定了下来。
其时台湾虽是政府规划的疏散地点之一，但并非原先设定的政府迁移之地。
当时政府中人普遍的想法，只要政府留在大陆，还有生存的空间；否则就很难想象。
然而代总统李宗仁借病出国，中枢无主，蒋氏乃以党之总裁及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一切
，一度考虑政府迁移西昌。
由于形势所趋，决定迁台。
这其间有诸多原因，蒋经国的意见，深具历史意义。
认为“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
    第十章 舟山撤防    1949年5月27日，国军自上海撤退，部分部队留驻舟山群岛，该地区的战略地位，
顿显重要。
在此之前，蒋曾巡视该地，预作布署。
其后增强防务，故继10月金门古宁头战役之后，而有11月3日的舟山登步岛战役。
迨国府撤退，舟山乃成为向大陆沿海不时进袭的重要基地。
共方亦积极准备夺取舟山。
其后由于共军拥有俄制喷射MIG机，国军失去空中优势，进而也失去制海权，舟山的撤退也就势在必
行了。
在蒋决定撤退时，诸多高级将领均持以反对的意见。
由于蒋氏的坚持，准备的充分，终于1950年5月16日一夕之间，顺利地完成舟山撤退工作。
这次的主动撤退，改变了过去战略上的失误，例如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之败，皆因应撤而未撤，
以致备多力分而被各个击破；或因撤退迟缓而被歼灭。
为了避免重踏过去覆辙，所以舟山的撤退，得以“集中全力，确保台湾，巩固此惟一反攻之基地”。
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正确的。
    第十一章 检讨总结    蒋介石继孙中山之后领导中国国民党，由北伐统一而至对日抗战的胜利，以其
二十多年的辉煌成就，何以在战后短短四年的时间，败于中共？
论者纷纭，莫衷一是。
而蒋氏自我检讨其失败的原因，不啻“现身说法”。
本章是就蒋氏自1949年至1952年的四年之间，在多次演讲中关于大陆失败原因之检讨，进行分析，期
以了解蒋氏如何看待大陆失败的原因。
对于国民党失败原因的了解，至为必要也。
    构成本书的十一章论文，第一至第三，及第六至第七共五章，由著者执笔，承刘维开教授补充资料
并予校正，长男世安帮助校读，并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
第四、五两章，是著者与刘教授的合撰。
第八至第十一的四章，为刘教授所作。
    近年由于蒋介石日记的开放，成为中外研究学者的“取经宝库”，本书除充分利用蒋氏日记外，并
以国共两方档案资料，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日记和著述，互为印证，构成本书的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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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漏之处，仍所不免，尚祈读者的指正。
    蒋永敬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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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党党史大佬蒋永敬反思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威望地位达到顶峰，为何只短短四年，就败走台湾？

国共战场上，为何那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转而投诚？
这一举措对战局有什么影响？

偏隅台湾的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何检讨？

1950年，已经是共产党治下的浙江省，蒋介石怎样做到了在舟山全身而退？

从1945年8月，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到1949年12月国府撤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和谈而至战争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
形成这一巨大变化的因素，固甚复杂，而国共两大领袖——蒋介石、毛泽东的意志和主导，实具关键
性。
本书即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做探讨，期对这一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解。

史料运用上，本书除充分利用蒋氏日记外，并以国共两方档案资料，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日记和著述
，互为印证，构成本书的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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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宣传而谈判教育人民 一教育第三方面人士和群众 四平战役后，苏军代表向中共东北局表
示：中共如有能力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陷美蒋于被动，他们愿意帮中共从海上经山东
转运武器弹药，而且要多少有多少。
因此，毛泽东几乎马上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不顾关内的停战令，指示山东共军发动“报复作战”。
因此，在6月间的谈判期间，关内即已开打了。
到了7月以后，表面还是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
周说：“我们坚持政协路线”，“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
马歇尔认为周恩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
”亦即周氏所谓：我们把蒋不愿解决问题，告诉人民，用以教育人民。
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经过谈判，“为群众所认识。
”因此，“和平虽不可能，但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
”同时，周氏也要第三方面人士得到教育，使他们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去调解。
因为他们内部的大部分人士很动摇，想来个折衷方案，解决问题，希求和平，不一定是听共产党的。
因此，共方只要把民盟拉住，不使他们参加国大，国大开了就很臭。
 根据周恩来的分析，第三方面总是不断的动摇，因为国方二陈（果夫、立夫）、陶希圣等坚持要开国
大，因此，第三方面就发生了分裂的局面，青年党与民社党参加国大，早在意中，张君劢（民盟中的
民社党）极端动摇，胡政之自称内外夹攻左右为难，黄炎培加上一句天人交战。
另外还有几种人，如陈铭枢反蒋而不进步；梁漱溟、黄炎培、章乃器等自有立场，不愿投蒋，但动摇
不定。
同时第三方面也不断新生，如闻一多、马叙伦、马寅初、张炯伯学习求进步，联系群众。
同时，昆明、北平、上海都新生了第三方面的群众领袖。
因此，周之争取动摇分子目的，在教育群众。
 为何要以谈判来教育群众？
依周恩来之说，要使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识识”，同时也要使“
群众对美觉悟”。
因为抗战初期，群众对中共的认识，只重抗日，并认过去暴动政策为错误，他们到延安去，亦多自民
族立场出发。
现在则不同，“共产党抓住独立和平民主的旗帜而与卖国内战独裁的国民党相区别”。
由抗战初期左右之分，变为是非好坏之分。
至于美国方面，因群众对美幻想很大，但自中共六、七间发出声明，指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实质
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以及“蒋介石反动派继续独裁和内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
”以后，“群众对美觉悟已普遍得出乎意外。
”这是“教民作战”，预设“倒蒋反美”的作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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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编辑推荐：国民党党史大佬蒋永敬反思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威望地位达到顶峰，为何只短短四年，就败走台湾？
国共战场上，为何那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转而投诚？
这一举措对战局有什么影响？
偏隅台湾的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何检讨？
1950年，已经是共产党治下的浙江省，蒋介石怎样做到了在舟山全身而退？
国民党党史大佬蒋永敬反思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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