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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
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
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
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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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当汤恩伯在河南溃败之际，6月6日，欧洲盟军发动了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期待已久的欧洲第二
战场。
对此，重庆统帅部的反应喜忧参半。
徐永昌记载：“关于欧洲第二战场之开辟，敬之极为兴奋，逢人便道，喜不可支。
”而徐则认为：“此事无论前途，未便乐观⋯⋯我当面敌人正可借英美努力对欧之时，向我发动决定
性之打击。
”　　何应钦所以“喜不可支”，是指望盟军此举能够牵制日军的进攻，如同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
，将国民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然而，国民党自身却难以摆脱困境。
洛阳失陷后，重庆统帅部对于日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在判断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
军令部判断日军将继续向西，进攻西安。
6月12日，蒋介石批准了军令部所拟“预防敌人进入潼关”的作战指导。
6月18日，在蒋召集的会议上，军令部次长刘斐判断：“敌必冲至衡阳，可能人桂林。
”事后看，这个判断相当准确。
但徐永昌认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人桂。
”直至当年7月，汤恩伯仍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是西安。
侍从室主管情报的唐纵后来在总结河南战役失败原因时，第一条便是：“对于敌情判断错误，始终没
有预料到敌人打平汉路”。
判断的失误，使国民党难以摆脱军事被动。
　　另一方面，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于日军的一号作战没有明显的牵制作用，过不了多久，何应
钦便不再“喜不可支”了。
　　日军的进攻构成了国共谈判的第一个背景。
不久，第二个背景也展现出来，此即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
中共于年初做出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时，便预料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美国将出面干预国共关系，这个
预测相当准确。
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苏联飞抵新疆迪化，此次访华的目的之一，正是过问国共关系。
　　王世杰代表蒋前往迪化迎接。
19日，王陪同华莱士参观新疆女子学院。
王记载：“该学院图书室中有王临川全集。
华氏素极钦佩王安石，予因告以王荆公之精神，可于其奏折中‘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
不足守’三语见之。
”接下来华莱士来了一个现买现卖，“华氏旋向学生演说，即征引此数语，并谓蒋先生持此三语将必
克服中国未来之一切困难。
”20日，华莱士飞抵重庆。
　　6月22日、23日，蒋与华莱士连续会谈两天。
蒋对战局失利的解释是：开罗会议的军事决定未能照原议实行，以及美方不肯将运抵昆明的军械交中
方使用，等等。
关于中共问题，“蒋先生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广播述其拥护抗战、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等
口号均绝对不可信)，蒋先生并谓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
”王世杰参加了会谈，他看到，对于蒋关于中共的解释，“华莱士氏初不甚信，经详谈后，似亦相当
的相信。
”最后，“蒋先生力述美国如期望中国政府‘政治解决’的主张成功，最好在对中共问题表示冷静，
或更劝中共服从中央命令，不可一味督促中国政府速求解决。
”蒋的意思就是不希望美国插手中共问题，以防止中共问题国际化。
　　6月23日会谈时，华莱氏表示：“中共问题既有苏联为背景，中国似宜从早与苏联直接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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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表示当尽力为之。
华莱士还谈到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曾对罗斯福提出，苏联在远东无不冻港，希望大连成为自由港；
蒋答，这个问题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已提出，蒋当时已应允。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了对美宣传，重点强调国民党的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
6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称赞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
区域已“见诸实施”。
抨击国民党“箝制舆论，统制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
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
　　尔后，《解决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
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
。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
　　这显然是力图借助美式民主体制以破坏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并分化国、美关系，力争美国在华重
新选择合作“同伴”。
　　华莱士究竟相信国、共何方之说，姑且不论。
总之，华莱士此行开创了美国最高当局直接过问国共关系的先例，中共问题的国际化正在浮出水面。
　　王世杰、张治中这段时期均为蒋介石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但在撤换史迪威问题上，蒋却未与
王、张磋商。
10月3日晚，蒋与王、张谈话时，“文伯询问蒋先生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　　史迪威尔参谋长之前，不
与文武僚佐细商。
蒋先生说，系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
”有意回避王、张。
最后，王世杰表示：“罗斯福复电来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
”王、张意思是，在罗斯福就史迪威问题复电蒋时，能够参加意见，以便对此事有所节制。
　　10月6日，赫尔利向蒋转交了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但同时要求史
迪威继续留任缅北战场远征军的职务，表示：“余觉吾等设使将史迪威自缅甸战事方面了！
撤换，其结果之严重，将远甚于阁下所意料者也。
”　　对于罗斯福做出的这种一半让步，10月9日，王世杰向蒋力言：“不宜再拒绝罗斯福之提议。
但蒋先生仍倾向于再拒绝。
”当晚，王又“往晤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谓蒋先生如对此事让步，则将成为‘傀儡’。
”王世杰9日的一番游说使蒋、宋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反常地采取行动，当10日晨王再见到宋时，王记
载：“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甚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
半已去电拒绝罗斯福提议矣。
予闻之忧闷不已。
”该电的确发于9日半夜，要求罗斯福“即请阁下调回史将军，而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以替代之
”。
　　10月9日半夜彻底拒绝史迪威之后，10日，蒋发表双十演说，强调“自爱自重，自立自强”。
蒋说：“我们抗战七年余，前四年半的单独抗战，固然是艰辛，而最近三年来与联合国共同作战的期
间，我们的负担也是十分沉重。
”“我们与联合国共同作战，诚然是休戚相依⋯⋯但要知道反侵略战争中所需要而欢迎的乃是要本身
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的国家。
”蒋是在告诉罗斯福，没有美国他也能单独抗战。
此后罗斯福迅速撤换了吏迪威，改派魏德迈接任，此一事件至此结束。
　　在彻底拒绝史迪威、军权危机解决之后，于是蒋再回过头来继续国共谈判，解决政治问题。
经过史迪威事件一番波折，国共谈判出现新的动向。
　　10月11日，王世杰与赫尔利磋商中共问题，王说：“目前中共态度益趋极端，逐渐增加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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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予等尚不拟即赴延安。
”王世杰、张治中不赴延安，国共谈判继续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为打破这一僵局，蒋介石只得同意赫
尔利介入国共谈判。
　　10月13日，王世杰“晚间在蒋先生官邸商议宜否由赫利将军出面调解政府与中共间之纠纷。
蒋先生倾向于请其出任调解。
”为此，王世杰提出三点意见：“(一)赫氏暂不赴延安(予与文伯亦暂不去延安)；(二)赫氏可约在渝之
林祖涵、董必武一谈⋯⋯(三)如中共愿意美国调解，彼将于请求中国允许之后，提出解决方案。
”②蒋同意这三点意见。
“彼”指赫尔利，即赫尔利的方案须经国民党同意，其调停活动须在国民党的掌握下进行，以防中共
以美国为“奥援”。
　　对中共的缓和工作继续展开。
10月16日，邵力子出面宴请国共双方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世杰、张治中，以及胡政之等几位参政
员参加。
“文伯在餐后力斥延安邀请予等赴延安之无诚意，谓其一面邀请，一面在延安报纸攻击予等之手段‘
无赖’”。
尽管宴会上张治中怒气难消，但国民党此举仍然是缓和情绪的一种表示。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召开七大。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做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毛在其他讲话中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阐述，毛说：“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
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
盟的国家制度”。
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表明中共意在夺取全国政权。
　　毛又说：“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
‘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要求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国、共、民盟、无党派代表人士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
府。
　　毛还表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
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　　5月5日至5月21日，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
蒋介石在六大开幕词中说：“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
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　　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更具体表示要在本年十一月十二
日总理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
⋯⋯我今天特向大会陈述，希望大会代表诸君对我这一个主张正式予以接受。
”　　国民党六大正式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为配合宪政的实施，5月18日，六大通过了一个
“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要求三个月内取消军队中的党部；各级学校不设　　党部；三
青团改属政府领导；等等。
　　在六大期间，蒋反复强调的是中共问题。
5月7日，蒋在大会发言道：“我坦白地告诉大家，本党在国内一般社会及国外一般舆论中，地位和信
誉是逐渐低落，最近这一年间，更是受尽嘲谑诋毁”。
“不久以前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他们所谓‘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大会的报告与宣言，真
是狂妄荒谬，对本党肆意丑诋，污蔑万分尸蒋要求各位代表痛切反省，否则，“那我们真是要生无立
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5月14日，蒋在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共产党盛唱联合政府，与准备召
集民族解放委员会，如果召集民族解放委员会，是自速其灭亡，但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
毒计。
”包　　瑞德在延安即对毛泽东说过，成立解联将使蒋获得攻击中共的口实，看来蒋的确不怕解放区
联合会，而怕联合政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5月17日，六大通过了《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表示对中共问题仍坚持以政治方式解
决，同时谴责中共一贯坚持武装割据，“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　　谋制造其所
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
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觉”。
　　1945年5月18日，蒋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说：“现在欧战已经结束，太平洋的战争，最
多不过延长一年”。
6月25日，何应钦在答记者问时说，距抗战结束“大约一年”。
　　上述估计与中共基本相同。
这表明，国民党对于日本的突然投降也是缺乏准备的。
　　当中共于194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南下战略，大力经营中南　　与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之际，对于中
共的这个战略意图，国民党的判断大致准确。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共最近调集大军进入豫、鄂、湘，企图在这一带“成一走
廊”，目的有四点：“(一)盟军登陆使其认识中共力量，使中央军无法与盟军会师；(二)阻止打击中
央军北进，以便割据华北；(三)中央军如通过走廊势必冲突，则内战之责加之中央；(四)造成盟军对
中央之不良印象。
”这是对王震部意图的判断。
蒋介石对粟裕部做如下判断：中共“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
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
”　　对于中共向南的战略意图，蒋准备采取向北的对策。
蒋认为：“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匪向南之各种企图也”。
　　与美军登陆相配合，是中共的意图之一。
新四军军长陈毅5月1日在中共七大发言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华中、华南海岸线很长而且辽阔。
十之六控制在我新四军手中，盟国如选择在这些地点登陆，新四军是早有配合作战的准备的。
”　　对于中共的这一意图，蒋只能直接与美方交涉。
1945年7月31日，在一次研究美军登陆问题的中美联席会议上，魏德迈说：美军登陆部队“最好尽量设
法避免与反对中央政府之军队合　　作或联系。
”蒋介石说：“不好承认中央以外的部队，该登陆部队应等待中央军队到达接防后，其任务始为终了
。
美国政府不应承认其他队伍只可承认中央队伍。
”魏德迈问：美军登陆后，中央部队不能尽快接防怎么办?蒋说：“此点必须坚持，我们既有预约，必
须实践⋯⋯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故我们必须坚持。
”然而，当国共围绕这个问题的角逐正在展开之际，抗战突然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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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1944～1946年间，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全过程
来看，这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
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本身并不是一起开创历史记录的事件，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
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
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其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
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由此，国共政治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
段。
这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后的政治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
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
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过去，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终止为分界，依此将
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　　同的历史主
题。
根据这个定式，抗战阶段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
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整体的。
因此，将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结构
多少有些不合过去研究的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命题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944～1946年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
一般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正是按照这一思维习惯而展开
的。
然而，发生于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表现为，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
历史主题的交替为基础，因此并不表现为历史主题的交替。
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基础，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关键。
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
第二、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
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
还在抗战乏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
”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
别又有联系。
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
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是以战争的进程而调整的。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革命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
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
这就是说，民族革命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五条件的，视战争进程而调整。
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因战争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人末期。
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
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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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首先表现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再调整。
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一问题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亦随之提上议程。
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
把民主作为合作的基础，这就把调整两党合作基础的问题提了出来。
民主指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
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
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
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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