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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故（之12）》讲述了“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
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
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
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
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
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
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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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瑞林，战斗英雄。
河北迁安人。
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
先后立大功五次。
1949年在天津战斗中，任战斗小组长，带一战士机智勇敢地攻占蛙桥桥头堡，俘敌二十余人，并接应
连队主力歼灭守桥敌军一个加强连，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
同年获蛙桥英雄称号。
1950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委、军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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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后东北之争（下） 白先勇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第二次停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
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
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军作战所犯的错误。
蒋中正本人也终于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他在1946年6月6 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
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
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
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
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
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
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
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蒋中正在这里把最后国军在东北失败，四十七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颁发的那道第二
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
蒋氏这段检讨相当坦率而沉痛，这在蒋氏言论中，并不多见。
如此重大而牵动全局的一项决定，蒋氏当时到底是在何种客观状况及主观心态下而做成的呢？
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推敲。
首先是蒋中正究竟是在何时下决心命令国军先锋部队停止追击的。
1946年5月23日，蒋中正偕我父亲等人飞莅沈阳，当天国军正进占长春，蒋氏到东北，亲眼看到国军士
气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队溃不成军，而且苏联态度又有改变，信心大增。
如果他在南京时对国军是否应该进军长春继续往北推进有所疑虑，此刻他已没有顾忌了。
5月25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
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
”可见这时蒋对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而且有决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队往哈尔滨挺
进占领。
一直到5月30日蒋离开长春飞往北平，其间即使他心中已经开始考虑何时下停战令的问题，显然也并未
告诉我父亲或杜聿明等人，否则我父亲及杜聿明在沈阳或长春一定会向蒋力争继续北进占领哈尔滨了
。
事实上5月30日这一天，蒋还接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陷电”：“文今晨携钧座函译文及三妹函交马
使，谈二小时，马谓钧座意甚恳切，可希望作为解决之根据，渠即将召周恩来谈，告以渠之意见。
（一）交通即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
齐哈尔。
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外，无法调停⋯⋯”可见马歇尔也同意蒋的看法，共军应退出哈
尔滨及齐齐哈尔。
按理说蒋中正下令国军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更加有理可据了。
不过马歇尔的意思是要由他本人与周恩来谈判来达成共军撤出哈、齐，这说明至少他也承认了共军占
领哈、齐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蒋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战。
80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
蒋氏在这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
此一重大决定。
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
停战，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即6月4曰，马上径自向马歇尔宣布6月6日起主动停战十五天。
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猝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
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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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
有的美国学者也倾向这种看法。
81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
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至4月18日才重回中国。
这期间，因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共军乘机进占中长线上沈阳以北的诸大城市，东北国共两军的冲突乃
日趋尖锐。
马歇尔抵达重庆当天，4月18日，共军打入长春。
马歇尔见东北战事扩大，大为震惊。
因此，他返华第一要务便是要调停东北战争，将他惨淡经营而成的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扩展到东北
。
但当时共军处处占上风，接着又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姿态甚高，马歇
尔虽然明知共军进占长春属违反停战协定，但马与周交涉共方撤军，迄无结果。
他唯一能使劲的地方，便是向蒋中正施压，要国军让步。
4月23日，蒋氏与马歇尔会谈后，在日记中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
东北问题再作让步。
”s2马歇尔咄咄逼人之势，蒋氏深有所感，但当时“四平街会战”巳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早已布署停
当，要与共军一决胜负，当然不可能一时屈服于马歇尔的要求。
马甚感不耐，翌日与蒋再会面，对中央政府党政军的种种不是，竟肆意攻击起来，“声色俱厉”，蒋
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宽予容忍，不与计较”。
当初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处理东北危机，而今东北苏联红军撤出后，情况反而恶化，国共
军队大打出手，马歇尔个人声誉固然大受打击，而东北战争，可能引发国共全面内战，更教马歇尔心
急如焚。
他不顾一切，频频向蒋中正施压，以致言辞失礼，正也显示他夹在国共之间，调停一筹莫展，内心挫
败之深。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往沈阳，他离开南京前告诉马歇尔：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东北军事长官之报告，国
军或已向长春挺进，他亲自前往沈阳，以控该地局势。
这当然是托辞，父亲19日返南京已向蒋氏报告东北战况详情了。
蒋于5月25日给宋子文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
83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
此时中共四平兵败，乃发动宣传猛烈攻击马歇尔包庇国民党，扩大东北战事，中共目的当然在促使马
歇尔逼蒋停战。
马歇尔这时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尤其蒋飞沈阳，乘的是马歇尔座机，于是中共更有借口攻击蒋
赴东北督战系出于马歇尔的指使。
马歇尔大为窘迫，被逼得上无线电广播，公开呼吁蒋中正下令停战，以便撇清中共对他的指控。
5月31曰，蒋中正已到达北平，马歇尔还追电过去：“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
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
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马歇尔此刻已显得气急败坏，语近威胁，有意退出调停
了。
6月4日，当蒋中正返南京会见马歇尔，告之决定6月6日颁布停战令时，马歇尔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很可能他会认为，他向蒋中正不断施压，终于奏效。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
恐怕也并不尽然。
首先，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蒋中正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第一次
停战协定，在蒋看来，马歇尔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则为害甚烈。
因此，一开始，蒋中正对马歇尔来华调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
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的批评，坦率、中肯，对马歇尔调停所产生的害处认识得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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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蒋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
终将误大事也。
”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感慨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
治之隔阂。
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蒋甚且认为，听从马歇尔会召来“亡国之祸”，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见”，这是很重的话。
第二天开“政协会议”，蒋看见马歇尔被中共周恩来、民盟罗隆基等人包围，对中国国情又“隔阂异
甚”，蒋担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部下，甚得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马歇尔对蒋中正难免不生成见。
他到中国后，蒋看见他言行之间，竟处处偏向中共，与史迪威当年同出一辙，难怪蒋“忧心悄悄”，
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损害中美关系。
在蒋看来，马歇尔专以妥协中共为能事，简直“完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
蒋的说法，也不无道理，3月初，马歇尔竞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见机向
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
”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后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
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
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
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即4月21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
，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
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巨大。
4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
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
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
如此！
”这里，蒋氏认为马歇尔已经着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失去调停的能力了。
而且马歇尔对国军毫无信心，认为国军在东北绝无摧毁共军的能力。
“四平街会战”，国军打了大胜仗，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已往北边撤退，可是马歇尔硬是不信，向宋
子文表示反对国军进占长春。
蒋中正这次真的光了火，5月24日，在沈阳所记的日记中，把马歇尔狠狠地批了一顿：“马歇尔不问我
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
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
近闻马歇尔向子文表示，对我军进占长春，甚不赞同。
此乃其一贯之错误政策，无足为异，此时惟有竭尽吾人之心力，以至诚感之，以促其觉悟耳！
”四平兵败，中共中央震动，为了挽救颓势，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希望停战和谈。
5月27日，蒋中正看到马歇尔转来周恩来致马的备忘录，记道：“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
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脉
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由此可见，蒋对马歇尔充作国共内战调停人之短处之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马歇尔昧于中国国
情，迷惑于中共的宣传，对中共一味妥协迁就，只管个人调停得失，置国民党政府存亡于不顾，而且
对东北战况根本不清楚。
蒋氏并曾自我警惕，听从马歇尔的调停，可能招致亡国之祸。
蒋氏既有此等认识，更了解中共战败求和是“奸谋狡计”，而在1946年6月初短短数日，竟会完全屈服
于马歇尔的压力，而做出影响东北全局的停战决定，似乎于理不合。
试观其后蒋与马的关系，第二次停战令终止以后，关内国共两军，反而大打起来，全面内战开始。
蒋不顾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威胁，于当年10月毅然下令进军内蒙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对
国军美援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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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
因此，1946年6月6日蒋中正仓促间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
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
他举例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对共党“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且接受其停
战归诚的要求”。
在先前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综核前方报
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
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
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　接着蒋氏沉痛检讨：　　“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
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
‘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沈阳后，得到前方报告，发觉共军大败，严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沈阳那几天
亲自指挥国军追击，连连得手，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往北溃逃。
5月24日，他函马歇尔，由宋美龄执笔，提出对中共停战和谈条件，比先前严苛甚多，而且口气强硬，
几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败方招降了。
因此，蒋中正于6月2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战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与动机：蒋中正确实认为共军“
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决无再起可能”。
他于6月2日返南京前下令国军停止追击，一方面可以安抚马歇尔，缓和美方压力，同时还留了一着活
棋，6月7日，在停战令生效的同一天，他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内附复马歇尔信：“即在东北，国
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
若共军再有攻击，即予反攻。
再共军恐难就范，故仍须准备进攻。
”蒋氏显然并不相信共军会遵守停战协定，但同时他却认为，下令停战后，国军仍旧有能力，随时可
以再进攻。
事后看来，1946年6月初，东北林彪部队经“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
是其在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
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士气最高昂的时分。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
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5月6日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苏。
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
至于美国方面，亦承认共军进占长春、哈尔滨，是破坏马歇尔促成的停战条约，因此国军师出有名。
而且此时关内国共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军在东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
因此，国共两军在东北一决胜负，1946年6月初，是国军占尽优势的关键时刻，这个良机一失，国军便
再无赢得东北的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对共军产生了轻敌心理，以为林彪部队，“决无再起可能”
，乃贸然下令停战。
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
《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
的决战。
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
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
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彻底失去了。
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1946年6月初，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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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憾恨1956年5月2日，父亲在台湾上书蒋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这样一段：“抗战胜利后林匪彪
窜扰东北得苏俄接济占据东北战略要点——四平街国军久攻不下职奉钧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师三日而攻
克之当时我统帅部曾获谍报苏军约六干潜留长春故密令国军不准渡辽河职当时身临前敌关于匪情比较
清楚故本上级指挥官企图曾独断下令严饬杜总司令聿明率部越过辽河追击攻占长春吉林匪所部死伤惨
重溃不成军确已失去战斗能力若照职原定计划继续穷追本可将其消灭于东北境内以免该匪后来在东北
接受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五十万人之优良装备为我第一劲敌同时我可将东北国军精锐调进关内形成重
点使用剿匪军事或可改观无奈马歇尔将军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强迫东北国军停止追击遂使林匪坐大反
噬养虎遗患往事追忆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同年12月，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出版，这时距“四平街会战”已有十年。
蒋中正与父亲，两位“四平街会战”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忆起这一段国共斗争的历史关键，
同感“痛心疾首”。
蒋氏悔恨当初错下第二次停战令，父亲则痛惜蒋中正未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彻底消灭东北共军，以
致林彪部队坐大反噬。
父亲一向冷静沉着，喜怒轻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每提起这一段往事
时，犹自扼腕顿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
我很少看见父亲论事如此激动，即使论到“徐蚌会战”——另一个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
谈到“四平街会战”时如此痛心惋慨。
“四平街会战”，最终竟功亏一篑，一着棋错，满盘皆办理，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
引以为憾的一件恨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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