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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和與改組政府有關的某些其他問題發表

一項聲明或作出明確的許諾。我又說，我想到幾項關於政府

政治性事務的其他建議，對此蔣委員長可以立即採取行動，

這些建議目前我不準備進行討論，但它們是具有實際的性質

的—這就是說，它們不須辯論或拖延，就能立即實行。

二十三 .將滿州的休戰期限延長到 6月 30 
 日；在這個期間的談判

6 月 21 日，蔣委員長發表下列聲明，公開宣布延長滿州

的十五天休戰期限：

為了再一次給予中國共產黨一個機會，以便對軍事衝

突、恢復交通、軍隊整編與重新配置等問題獲得完滿的解決，

余已命令我軍各司令官將余以前的停止前進、攻擊和追擊的

命令的有效期限，延長至 1946 年 6 月 30 日中午。

雖然我在前一天未能從蔣委員長那裏獲得延長休戰期限

的堅定許諾，但是俞大維將軍於 6 月 21 日打電話到我的總

部，把蔣委員長在這方面的決定通知我，並且通知我兩點附

加的要求，要我轉告共產黨：（一）膠濟鐵路沿線的中共軍

隊必須於 1946 年 8 月 1 日前撤退到鐵路兩側三十公里以外

的地區；（二）三人小組和軍調部的一致表決程序必須於

1946 年 6 月 30 日以前加以修訂。

6 月 21 日，周恩來將軍得悉蔣委員長延長休戰期限的決

定以後，通知我說，雖然他以前沒有準備討論華北和華中軍

隊重新分布問題，他現在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並

且起草一項關於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建議之聲明。他指出，

這個問題是國共兩黨之間的鴻溝。他並且表示相信：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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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希望中共軍隊撤離他們目前駐防的地方，集中到較為貧瘠

的地區；在軍區制度下，政府方面將擴大其佔領地區；雖然

蔣委員長在軍事問題上迫使共產黨讓步，但是他對於政治問

題的解決並沒有提出保證。

於是我向周將軍描述了在目前局勢中的困難：若干政府

高級官員堅定地認為，共產黨的辦法是拖延談判，在討論中

又提出新問題，而且，如果達成協議，就設法阻礙其實行。

政府並且擔心，共產黨的政策或是同蘇聯協調，或是受蘇聯

的指使。另一方面，共產黨領袖們同樣深信，政府不會實行

達成的協議，要不然就迫使共產黨接受使其繼續生存受到威

脅的條件。共產黨擔心，政府會以下列各種辦法來達到這樣

的目的：不實行為改組政府使之具有民主性質而同意採取的

各種措施；使用秘密員警來威嚇或妨礙共產黨；控制報刊和

通訊社；由某些深信武力政策可以解決問題的政府軍隊司令

官採取行動。我告訴周將軍說，我同樣坦率地同政府代表們

談過，為的是作一次最後的努力，來消除兩黨之間的深刻懷

疑，這種懷疑使甚至就最簡單的事情達成協定也幾乎成為不

可能。

周將軍回答說，他希望這不是最後的努力，因為看來許

多事情可能在延長了的休戰期限八天之內獲得解決，還有許

多問題可能得不到解決，這就必須在休戰期限以後求得解

決。他斷言，在這些談判中間，共產黨並未提出新的要求，

而且並未試圖拖延談判，而國民政府則繼續提出新的要求，

例如美方代表的最後決定權、鐵路警察和修改希爾上校關於

恢復交通的草案等等。他覺得局勢是非常危急的，如果蔣委

員長期待在六個月之內以武力達到其目的，那他就將冒很大

的風險。他提出，蔣委員長可能想到美國的支持，但同時也

應該想到如果發生內戰他得不到美國支持的可能性。他說，

另一方面，共產黨應該想到美國繼續援助政府的可能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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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覺得如果兩黨都想到這些可能性，那麼達成解決辦法

就會容易得多。關於蘇聯影響共產黨政策的擔心，周將軍說，

這樣一種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共產黨此時正在謀求美國

的合作，在停止衝突之後，歡迎派遣美國代表和人員前來調

查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的地區。他指出，這一點以及其他各方

面都表明中國共產黨政策同蘇聯政策之間的差異。

我提醒周將軍說，在判斷目前局勢並且說政府不希望成

功地結束談判，特別是當談到在滿州的政府軍隊司令官們的

態度時，他應該記得我以前關於在佔領長春時的滿州中共將

領所說的話。他也應該記得他自己常用「情況變了」這句話

來辯護某些建議，而現在政府提出新的條件也在利用這句

話。我說，我憎恨這樣一種觀點，我的努力是在最後討論之

前盡可能地消除懷疑。

如前一章所述，在延長了的休戰期限開始之後不久，就

對於恢復交通、在滿州停止衝突和美方代表的決定權等項文

件達成了協議，只剩下修訂 2 月 25 日的軍隊整編協定問題

須於 6月 30 日之前加以解決。

6 月 26 日，我通知周恩來將軍說，政府已同意以五與一

的比例作為滿州兵力的基礎，但是我不認為政府會同意共產

黨在滿州駐紮五個師並將中共軍隊總數增加到二十個師。我

又說，我從與政府代表們討論得到的看法是，在對整編、統

編軍隊問題達成某種協定，表明談判有了和平的基礎而不致

有重新爆發衝突的前景之前，政府不會同意共產黨繼續佔領

江蘇北部；政府認為共產黨繼續佔領承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

問題。

周將軍回答說，共產黨的困難在於，當它在軍事事務上

作出讓步並達成協議時，它不知道政府日後對於政治問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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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什麼態度。共產黨的觀點是：軍隊與民政應該分離；在（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改組之後，中共軍隊就集中到共產黨控

制的地區，政府軍隊就集中到政府控制的地區；由於地方自

治政府和選舉制度的建立，軍隊可與民政分離。不過，他覺

得政府的觀點是行政應該按照控制某個特定地區的軍隊性質

加以調整，這是違反軍隊服從民政之原則的。政府軍隊進入

共產黨控制的無論哪個地區，都把現有的地方民政機構廢除

掉，而以自己的政府來替代它們。看來按照政府的建議，政

府軍隊要開入許多共產黨的地區，結果當地的民政機構就要

被改變。周將軍看不出為了復員的目的而把政府軍隊開入共

產黨地區有什麼理由，因為這就意味著通過談判來佔領共產

黨地區，以代替武力佔領。這種辦法既不符合政協會議關於

這類問題的決議，又不符合一般的協定。周將軍說，為了消

除政府對於共產黨威脅的疑懼起見，共產黨願意撤離某些地

區，但是他覺得這些地區不得由政府軍隊駐防。他解釋說，

熱河和山東大部分在共產黨控制之下，所以期望政府撤出這

兩個省份比要求共產黨這樣做更合情理。他繼續說，如果共

產黨不同意政府關於撤出熱河和蘇北各地以及膠濟鐵路和徐

州—濟南鐵路沿線的要求，政府就會以武力來佔領這些地

方，並且已經為此擬訂了計畫。

我向周將軍指出支配著目前局勢的某些基本情況：共產

黨覺得在軍事上它必須不讓自己被置於嚴重削弱其防禦力量

的地位，這種地位對於共產黨在之後政治談判中的努力將會

有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則擔心共產黨通過武力

來影響政治談判進程的努力。此外，政府的某些軍事官員還

直率地表示以武力解決問題的願望。

周將軍回答說，共產黨願意在軍事問題上作出讓步，以

便使政府在政治上作出讓步，趨向於政府民主化和軍隊國家

化，但目前談判限於軍事問題，因此共產黨擔心政治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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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共產黨的擔心是：如果共產黨人削弱他們的軍事力量，

他們在政治問題上就可能失去討價還價的力量；國民政府將

進入共產黨地區並解散當地的行政機構，而共產黨是希望這

些地方不得由政府軍隊駐防的。周將軍繼續說，如果共產黨

人作出讓步以致允許政府進入共產黨地區並將共產黨人為了

農民利益而實行的改革取消，那就意味著共產黨的失敗。他

於是提出兩個可供選擇的辦法：（一）先實行那些問題能夠

容易地取得一致的協定—即在滿州停止衝突和恢復鐵路交

通—然後會有時間來討論軍隊整編方案；（二）確定關於

軍隊整編的幾項原則（如果政府堅持要同時解決所有問題的

話）—例如，可以規定：在軍隊整編期間兩黨軍隊各駐紮

在不威脅對方的地點；民政由改組後的政府決定而不受軍隊

干涉；在整編期間政府地區和共產黨地區都有某些地方可以

不由雙方軍隊駐防；最初可以擬訂對滿州的解決辦法。

我告訴周將軍說，我覺得確實無疑的是，政府不會同意

他的第一個建議，因為它堅持要同時解決三個主要問題，但

是它或許可以考慮第二個建議。我指出，現在沒有時間來玩

弄策略和拖延下去，由於日益增長的動亂、騷動與惡意宣傳

的持續威脅，延長談判並不是實際可行的。

6 月 27 日，我同蔣委員長舉行了會談，在會談中他描述

了自從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和 2 月 25 日達成軍隊整編協定以

來共產黨的拖延和阻礙的策略，並且把未能實行改組政府和

軍隊的復員與整編歸咎於共產黨。他說，除非實施軍事調整

作為避免衝突的手段，目前政治調整縱非不可能，也是困難

的。他於是提出軍事調整的具體建議：中共軍隊應在十天之

內撤出蘇北、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安東省和哈爾濱，

這些地方在一個月之內由政府軍隊佔領；中共軍隊應在一個

月之內從其他應該撤走的地方撤退，但是政府軍隊的開入可

以延緩兩三個月。作為一項折中辦法，我建議滿州的新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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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興安省、嫩江省和察哈爾省的共產黨官員由政府承認，

作為臨時辦法，將來在政治改組時再行考慮。

我告訴蔣委員長說，雖然他對於共產黨的指責在表面上

是正確的，然而其他因素對於這個時期裏事件的進程也發生

了深刻的影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引起了對於政

府實行政協決議之意圖的嚴重懷疑，在政府地區發生了許多

次反對共產黨個別人員和辦事處的激烈示威遊行。我說，這

些示威遊行或者是政府的行動或者是政府准許的行動，它們

妨礙了實行協定。我說，政府現在向共產黨提出關於華北的

非常嚴厲的條件，共產黨會接受這些條件，或者能夠接受這

些條件而不覺得黨的繼續存在受到嚴重危害，都是非常不可

能的。我最後說，蔣委員長關於江蘇、熱河和哈爾濱的條件

尤其不會被共產黨接受，因此，必須尋求某種妥協的基礎。

在上述同蔣委員長的會談之後，我於同一天把蔣委員長

提出的條件和政府特別堅持要中共軍隊撤出蘇北的要求告訴

了周恩來將軍。我補充說，蔣委員長在談到共產黨提出的為

農民謀利益的說法時說，沒有跡象說明有難民從政府地區進

入共產黨地區，而約有五百萬難民從共產黨地區進入國民政

府地區，這表明，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區情況較為令人滿意。

周將軍對蔣委員長的指責，即未能實行政府改組和軍隊

的復員和整編須由共產黨負責，提出詳細答覆說，在共產黨

代表對於政協的憲法原則中的三項問題作出妥協之後，政府

堅持要進行進一步的修改；在滿州繼續發生衝突的情況下，

共產黨不能將其在那個地區軍隊的清冊交出來。他又說，有

幾百萬難民從政府地區進入共產黨地區，但是共產黨的辦法

是幫助他們重建家園，而不是像國民政府那樣，為了宣傳目

的和製造混亂而利用他們。他描述共產黨的目的是：減租減

息，提高農民的生產率，增加擁有土地的農民人數。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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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革使得地主們離開了共產黨地區，他們是敵視這樣一

種綱領的；他們連同滲入共產黨地區的秘密員警特務一起散

布共產黨實行屠殺及一些恐怖主義的謠言。

周將軍在評論蔣委員長的條件時說：駐軍絕對不得干涉

當地的行政。他說，雖然共產黨願意考慮關於哈爾濱的調整

和國共兩軍在若干特定地區駐防的細節問題，但是不能接受

政府對於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及其他地方的要求。不過，

倘若政府感覺在蘇北和山東（鐵路沿線）的中共軍隊對政府

構成一種威脅，共產黨願意把它在這些地區的軍隊減少或者

完全撤退，但是政府軍隊不得進入共產黨地區；共產黨同意

先討論軍事問題，然後討論政治問題，但是它不能讓在其地

區裏的人民遭受政府軍隊的壓迫，因為這將構成共產黨的失

敗，並將導致人民轉而反對共產黨。周將軍明確地說，共產

黨願意依照 2 月 25 日的軍隊整編協定的規定，減少蘇北駐

軍，用少數軍隊駐防蘇北；倘若政府同意只駐防濟南、濰縣

和青島，共產黨願意把它的軍隊撤離膠濟鐵路；棗莊煤礦區

的中共軍隊可以完全撤退，不留一點駐軍，讓鐵路線專作與

煤礦有關的營業，並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管理棗莊煤礦區。他

強調說，不過，這些撤退絕不應使共產黨在那些地區建立的

地方行政受到損害。

6 月 28 日，蔣委員長把他對於某些中共軍隊配置的意見

通知了我：中共軍隊應撤出滕縣（徐州以北，在津浦鐵路線

上）；他反對中共軍隊駐防菏澤（山東省西南部）、大名（河

北省南部）和聞喜（山西省西南部，在同蒲鐵路線上）；他

同意中共軍隊駐防邢臺（河北省南部，在平漢鐵路線上）。

在當日向周恩來將軍解釋這些意見時，我指出，我的印

象是：蔣委員長也同意中共軍隊駐防長治（山西省東南部），

但是他對於下面的中共軍隊配置—中共軍隊駐防淮安（江



171二十三 .     將滿州的休戰期限延長到 6月 30日；
 在這個期間的談判

蘇）以北，撤出江蘇和安徽省大運河以西和黃河故道淮陰與

東海之間的南方和東方，取得這樣的協定即中共軍隊駐防淮

陰和宿遷（均在蘇北）—的反應卻沒有明確表示。我說，

我以此項配置可被接受為基礎正在繼續進行工作，我告訴蔣

委員長說，我將努力說服共產黨撤出自平泉（熱河）至承德

鐵路以南的地區以及自豐寧（熱河西南部）至沽源（察哈爾

東南部）並從那裏沿外長城以南通過張家口至綏遠邊境一

線。在我同蔣委員長會談結束時，他對於要求中共軍隊駐防

東滿的延吉仍然是強硬的，並且不同意完全撤出哈爾濱，堅

持要在那個城市駐防大批政府軍隊。

我告訴周將軍說，我向蔣委員長指出，要在 6 月 30 日

以前就正式修訂軍隊整編協定的文件的確切措詞達成協定是

不可能的，因此，我建議起草一項特殊文件，在文件中寫明

對於目前討論的關鍵性因素所達成的協議—這項文件可以

作為詳細修改軍隊整編協定的基礎，於 6 月 30 日以後進行

談判。我也告訴蔣委員長說，照我看來，進一步延長休戰期

限，恐難以實行，因為在軍隊和人民中目前混亂和極為危險

的狀況下，將會發生致命的決裂，衝突將全面蔓延，這樣將

妨礙談判的進行。

周將軍表示原則上同意這個建議，並且說，我們應該為

軍隊整編繼續作詳細的部署。他指出目前局勢的危險，並且

指責說，蔣委員長向他在鄭州和漢口的司令官發出命令，要

他們消滅在漢口以北的共產黨軍隊，作為這道命令的結果，

這樣一種攻擊已於 6 月 26 日開始了。我同意他的意見，即

局勢是危急的，但是我指出，我聽到了事情兩方面的情況，

政府對於中共軍隊在大同附近大量集結也表示擔心。

在評論蔣委員長對於中共軍隊配置的意見時，周將軍

說，顯然蔣委員長沒有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基本原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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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整編期間，中共軍隊撤出的地區不得由政府軍隊佔領。

周將軍說，共產黨只能根據這項原則來考慮對方的建議；共

產黨同意撤出某些地區完全是單方面的讓步，因為共產黨並

沒有建議在政府控制下的任何地方應不由雙方軍隊駐防，而

且甚至建議政府軍隊可以在共產黨控制下的所有戰略地點駐

防；共產黨並沒有建議中共軍隊應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區駐紮。

他指出，蔣委員長沒有表示地方民政機構可以繼續執行職

務，直至政府實行改組。周將軍指責說，共產黨依照蔣委員

長要求撤退的結果，將把中共軍隊分隔成五個孤立的地區，

只有兩個地方是在鐵路線上（張家口和邢臺），只有兩個大

城市—在滿洲的齊齊哈爾和在中國本部的張家口。如果共

產黨撤離所有的鐵路線和公路，他們的交通線將被放棄，共

產黨地區將被分割成若干塊，而容易受到包圍。他最後說，

不過，在就軍隊整編方案的詳細修訂達成協議以前，他同意

對於軍隊整編擬訂某些條款，作為初步文件。

我於是告訴周將軍說，我草擬了一份初步協定的草案，

以指導 2 月 25 日的軍隊整編方案的修改和執行，這將是三

人小組須予以通過的條件的一份專門備忘錄。我解釋說，這

不是一份完整的指示，起草這份草案是為了避免把所有條款

都寫入一份軍隊整編協定的正式修訂文件的困難。這份草案

包括了激烈爭論之點，草案中所包含的問題將決定共產黨和

國民政府能否在剩下的短時間內獲致協議。我建議可將這份

草案的摘要向報界發表，在 2 月 25 日軍隊整編協定的正式

修訂文件獲致協議時再將草案的細節公布。我最後說，在我

看來共產黨的主要考慮是：指定軍隊駐防於特定地點而不是

特定地區，禁止政府軍隊開入中共軍隊撤出的地區，目前的

地方政府繼續執行職務。

同日（6 月 28 日），按照蔣委員長要我談談對於談判現

狀的看法的要求，我送給他一份備忘錄，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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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蔣委員長要我談談對於談判現狀和 2月 25 日軍隊

整編協定規定的軍隊分布辦法的看法之要求，我感到國民政

府的要求和共產黨的立場目前在下列各點上是不可調和的：

中共軍隊完全撤出江蘇，中共軍隊撤出承德，共產黨堅持在

中共軍隊撤出的地區內地方政府不應受到干擾，直至改組過

的政府成立。蔣委員長最近告訴我說，在成功地簽訂軍事協

定之後三四個月內他將不考慮進行任何政治討論。我相信這

樣一種拖延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有嚴重的後果。雖然從蔣委員

長的觀點看來，這種拖延的目的是考驗共產黨的意圖是否良

好，但是由於對目前緊張的政治狀態頗為正常的反應，實際

上十之八九它會導致衝突的重新爆發。

在我看來明顯的是，2月 25 日軍隊整編協定的正式的詳

細修訂文件在 6月 30 日中午以前不能制定出來，而且我認

為，如果把休戰期限延長到 6月 30 日以後，就會使局勢完

全崩潰。因此，我建議達成一項包含對於危急地區的足夠詳

細的解決辦法的特殊協定，以充分地保護政府的利益，以便

可於 6月 30 日發出停止衝突的命令。

6 月 29 日，我同蔣委員長討論了關於一項特殊文件的折

中解決辦法，起草這項文件，是為了可能在 6 月 30 日中午

以前達成一項協定。蔣委員長拒絕改變他提出的關於中共軍

隊配置的條件。特別是，他堅持要中共軍隊撤出承德，整個

江蘇省（而不是淮安以南的整個地區）和滿州的安東省，並

且堅持在中共軍隊撤出的地區裏將現有的地方政府撤銷。

我告訴蔣委員長說，我覺得進一步談判是沒有基礎的，

因為政府提出的僅限於關於華北的要求，而且除了少許修正

外，對於這些要求沒有作出妥協。當蔣委員長再一次談到他

過去同共產黨談判的經驗和必須謀求永久而非暫時的辦法

時，我回答說，同樣的邏輯可以推論到這樣的程度，即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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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持中國和平的唯一辦法，完全消滅共產黨和中共軍隊

也是正當的。我又指出，由於政府高級官員們、特別是在滿

州的司令官們直率地和公開地發表意見，使談判特別困難；

他們說，即使達成協定，也是無關緊要的，他們決心採取武

力政策。國民黨內的政治領袖們也表示同樣的意見，他們反

對談判，而贊成使用武力解決問題。我說，不管根據過去的

經驗可能有什麼想法，中國政府將被世界輿論（而且一定被

美國輿論）判斷為，以其不可改變的要求且帶著以武力解決

問題的明顯願望，使國家陷於不必要的混亂之中。蔣委員長

在回答中表示對談判失敗感到遺憾，對我的努力表示感謝，

並起草了一份其中提到我的聲明草稿（顯然是供報界發表

的），在聲明中他表達了他的希望即我將繼續進行調解的努

力。我對聲明中稱讚我的話向他表示感謝，但是也說，我寧

願不要提到我，我不願作一名戰場上的裁判員。我最後說，

我將立刻去會見周恩來將軍，但是看來很難達成任何完滿的

協議。

6 月 29 日下午，我同周將軍舉行會談，把蔣委員長對

於題為《關於修改及執行 1946 年 2 月 25 日軍隊整編方案的

初步協定》建議草案的評論告訴了他。蔣委員長不願同意把

這項文件的第五條 38」只適用於滿州。關於處理哈爾濱現狀

的第六條，蔣委員長同意任命一名市長，而且要選任一個共

產黨能接受的人。關於第七條 39，蔣委員長最初表示完全不

贊成，他最後的態度也沒有清楚地表示出來—他同意共

產黨的地方政府，但是不能同意江蘇省境內的這樣一種地方

政府，因為他覺得這樣要有許多難民遭受那裏現有地方政府

的虐待。蔣委員長接受兵力等於一個縣的地方治安部隊之保

安隊的辦法，但不願接受政府軍隊只佔領蘇北的一部分的辦

法，而堅持中共軍隊須在六個星期之內往北撤到淮安，在三

個月至六個月之內撤到隴海鐵路以北。他還要求中共軍隊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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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膠濟鐵路須包括沿線煤礦，特別是博山亦須包括在內（在

自張店南行的支線上）。他堅決要求中共軍隊撤離承德，

並且說中共軍隊須在一個月之內撤離承德緯線以南的熱河各

地，在三個月之內撤離承德。他要求中共軍隊在一個月之內

撤出安東省。他最後說，要在這個文件上加一個條款—要

求在十天之內完成對 2 月 25 日軍隊整編協定的修正工作。

關於他已同意的滿州附加條款，他說，滿州的全部復員和統

編計畫應在 1946 年 11 月 1 日以前完成，而原來的文件上規

定應在 1947 年 1 月 1 日完成。

周將軍回答說，他不能同意蔣委員長要把蘇北作為一個

例外的願望，因為在沒有一個聯合政府的情況下，共產黨不

能輕率把那個地區的兩千萬人民交給國民黨統治。他又說，

共產黨願意在那個地區僅僅駐紮最少的軍隊，在第二階段，

該地區的駐軍將以兩個師為限。由於這兩個師將與政府軍隊

實行統編，由政府軍官充任軍長，政府似乎不應覺得受到這

樣一支共產黨部隊的威脅。當我指出，蔣委員長覺得，如果

從那個地區逃出來的大量難民在這個地區處於共產黨控制下

的時候回去，他們的和平和安全將受到威脅時，周將軍說，

難民的人數並沒有像政府指責的那樣多，無論如何，如果政

府軍隊回到那個地區，那麼受政府軍隊壓迫人民的人數將比

散布在南京到上海地區的難民人數多得多。周將軍於是提出

一項解決辦法：在今年或在國民政府改組以後，在國民黨和

38

於 6 月 29 日擬定文件的第三稿第五條如下：「軍調部將立即決定 1946
年 6 月 7 日中午以後在滿州的國民黨軍隊或共產黨軍隊所佔領的據點，
並要求有關部隊除有特殊命令者外，在本協定簽字後十天內撤出此等據
點。」

39

於 6 月 29 日擬定文件的第三稿第七條如下：「中共同意集中其軍隊於特
定地點。根據協定，國民黨軍隊不調入關內在此情況下撤退之地區。現在
建立的地方政府及為維持地方治安而成立之保安隊仍繼續存在。現進一步
協定，此等地區對進出口貿易不加限制，並將保證其與鄰近地區之自由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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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黨監督下舉行選舉。

在評論這個初步協定的附件時，周將軍說，他不能接受

蔣委員長所希望的時間限制，因為他不充分瞭解實際情況，

不知道中共軍隊在指定的地區裏實行集中需要多少時間。因

此，他建議規定一至三個月的時間，為中共軍隊實行集中的

時間—可能在某些地區只需要一個月，在其他地區卻需要

較多的時間。周將軍繼續說，由於山東省幾乎完全處於共產

黨佔領之下，如果中共軍隊完全撤離膠濟鐵路，他們應在津

浦線上佔有某些城市。他覺得若要中共軍隊放棄膠濟鐵路線

上所有煤礦，這項規定在原則上是不能接受的，即使共產黨

並無意在那些地方駐紮軍隊；這項要求似乎表明，蔣委員長

正試圖扼殺共產黨。周將軍認為，關於承德，再做退一步的

讓步是不可能的，並且說，他已經向政府作出許多讓步，除

了建議在滿州增加幾個中共軍隊師外，沒有向政府提出任何

要求，他現在請求延安核准將那項建議撤回。關於安東，周

將軍說，他以前以為要中共軍隊撤出的這項要求指的是安東

這個城市，而不是安東省，現在他在作出答覆以前，不得不

把這件事提請他在滿州的同事考慮。

周將軍對我的努力表示讚賞，但是也說，蔣委員長的建

議使他陷於困境，因為他已經作出他能夠作出的一切讓步，

在承擔義務以前，關於幾項問題他必須取得延安和滿州的同

意。如果對於這項初步文件不能達成協議，他擔心隨著政府

重新開始進攻，同時企圖繼續談判，繼之而來的或許是完全

的崩潰。他警告說，蔣委員長已經完成進攻山東、熱河和江

蘇省的準備，並且說，雖然他已經做了一切他能夠做的事，

並且被我對於和平的強烈願望所感動，但是共產黨在這種情

況下不能接受蔣委員長的條件。

我向周將軍指出，由於共產黨在山東和大同附近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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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使我在談判中遇到嚴重困難，這種進攻行動使我難以

說服政府改變其立場。我又說，我知道政府的行動使中共軍

隊的陣地受到威脅，所有這些情況使我的工作非常困難。我

不覺得在已延長的休戰期限終了時談判可以成功地結束，而

且我也不知道政府將採取何種辦法。我的印象是，局勢是如

此緊張，因此，如果目前無約束的所謂休戰基礎繼續下去的

話，局勢或許會無法控制。因此，我的希望是，及時就這項

初步文件取得協議，以保證發出在滿州停止衝突的文件和在

中國本部停止戰鬥的命令。

周將軍在回答我要他提出建議的要求時說，除去牽涉中

共軍隊撤離蘇北和政府軍隊佔領那個地區的地方民政問題之

外，他準備考慮任何方案。他建議我同王世傑博士（中國外

交部長）、陳誠將軍（國民政府參謀總長）和邵力子先生（參

加政協會議的主要政府成員）商議，並且說，他也要同這些

官員會談，努力使政府在 6 月 30 日中午以前接受這項文件

的主要條文。他說，除一兩項次要問題外，這個文件的主要

條文共產黨幾乎完全可以接受。周將軍說，如果這些努力被

證明是不成功的，可以制訂立即停止衝突的辦法，這種辦法

可以規定解決這個初步文件中所包含之主要問題的時限，在

這個時限裏可以接著進行進一步的討論。如果那樣，在時限

終了時政府仍然可以自由採取行動。

6 月 30 日，蔣委員長通知我說，關於承德問題，他願意

接受稍微折中的辦法，但是他堅持在江蘇的中共軍隊撤到隴

海鐵路以北須在一個月之內完成。

在回答蔣委員長提出的關於共產黨願意在那些條件下妥

協之可能性的詢問時，我說，我不相信共產黨會作出妥協。

我告訴他，江蘇的問題是嚴重的；在一個月之內撤到隴海鐵

路以北在軍事運輸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共軍隊在一個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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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撤到淮安以北為蔣委員長所接受，我或許可以說服共產黨

在三個月以內撤到隴海鐵路以北。我指出，最嚴重的因素是

共產黨堅持繼續保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和保安隊。因此，我希

望看到一種以繼續保持地方政府為基礎的折中辦法，這種辦

法包括召集一個政治團體或某種特別選擇的團體，以獲致

關於改組這些地方政府和保安隊問題的協議。當蔣委員長表

示，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滿足，否則他擔心難以獲得和平時，

我指出，所有關於華北的要求都是政府提出的，而且除去條

件的某些修改外，政府沒有向共產黨作出讓步。我說，再者，

局勢是被政府裏的軍事集團控制著：何應欽將軍，他對於談

判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他雖然不擔任參謀總長了，但還是

視察了包括北平、瀋陽和長春在內的關鍵地區；政府的參謀

總長曾在滿州發表對時局的公開聲明；國民黨的政治領袖陳

立夫也曾發表聲明。所有這些都向我表明，政府現正擯絕任

何民主程序，而遵循一項使用武力的獨裁政策。我告訴蔣委

員長，將日本的軍人獨裁（這導致那個國家的毀滅）與中國

軍事領袖們現在的行為相對比，將是不可避免的。蔣委員長

對於中國官員們的言論拒絕承擔任何責任，他說，這些官員

是在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他談到他對於成千成

萬難民的責任。他最後說，他已經向他的軍隊發出命令：除

為了自衛外，不得採取任何進攻行動。他表示他的希望：由

於繼續停止衝突，談判可以成功地完成。他要求我為了那個

目的運用我的影響力。

我告訴蔣委員長，我認為我們此刻必須開始進行某種政

治討論，並且提到周恩來將軍早一天提出的建議（這也是我

原來建議的）：由三名高級政府官員—兩名文官和一名

武官，即外交部長、參謀總長和一名政協的主要成員—
與相應的共產黨官員會談，努力制訂關於地方政府和目前談

判中的任何其他問題的解決辦法，以便共產黨或許可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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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蔣委員長同意向周恩來將軍建議由這個特別的團體進

行會談，而且在回答我提出的由他親自同周將軍會晤的建議

時，也表示同意。

在進行上述談話的當天下午，我通知周將軍說，蔣委員

長已經發出命令，規定他的軍隊不得從事任何進攻行動，但

應保衛他們目前的陣地，他也表示了繼續進行談判的意圖。

我又說，我沒有提出關於延長禁止進攻行動之時限的建議，

因為我擔心，由於緊張的局勢，僅僅延長時限會導致衝突的

猛烈爆發。我指出，我反對在命令中規定時限，但是不知道

蔣委員長在他發給軍隊的命令中是否規定了任何這樣的時

限。我解釋說，蔣委員長和我本人的願望是盡可能快地完成

談判，但是我擔心在完成談判以前，危急且緊張的局勢就會

使大規模的衝突爆發。我告訴周將軍，蔣委員長願意同他會

談，並且建議他在會談時討論初步的特殊協定，因為討論 2

月 25 日的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的全部修改問題將需時太多。

在討論目前的局勢和談判面臨的困難時，周將軍描述了

各地的衝突和為衝突所作的準備，並且說，主要的困難在於

蘇北、熱河和津浦鐵路沿線，因為蔣委員長對於與這三個地

方有關的問題是非常頑固的。我表示這樣的看法：地方政府

的問題，即在希望中共軍隊撤離的那些地區地方政府的問

題，同樣是困難的。在我看來，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是制止

在華北的進一步衝突，因為政府覺得中共軍隊於 6 月 9 日至

6 月 13 或 14 日在山東的行動是非常有敵意且很挑釁的，也

因為中共軍隊在大同周圍集中現在具有威脅的性質，且中共

軍隊最近毀壞橋樑並非誠意的證據，使制止衝突很困難。我

繼續說，在共產黨這方面，則覺得政府軍隊在湖北北部和山

西同蒲鐵路沿線的行動構成了挑釁行動。因此，由於雙方採

取報復行動以奪回自 6 月 7 日以來失去的陣地，使局勢複雜

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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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下午，國民黨宣傳部長公開宣布，雖然休戰期

限已在 6月 30日中午滿期，雖然雙方尚未達成滿意的協定，

政府已經要求我繼續調處，以期和平解決。政府對共產黨軍

隊將不發動任何攻擊，而命令它的軍隊採取守勢，等待問題

的解決。政府給了我一份蔣委員長於 7 月 1 日向他的司令官

們發布的命令的抄件，在命令中規定：「如中共軍隊不進攻

我軍，則我軍亦不進攻中共軍隊。設中共軍隊向我軍進攻，

則我軍為自衛、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及維持地方治安計，將

集中力量予以反擊……」

周恩來將軍隨後交給我一份命令的抄件，他說，這是毛

澤東主席與朱德將軍於 7 月 1 日向共產黨軍隊發布的命令，

其內容與國民政府向其軍隊發布的命令相同。

這樣的沒有任何時限的停止衝突，為談判提供了延長的

時間，不過，沒有發布任何正式的停戰令。對於使兩黨不和

的幾項極其重要的爭端已經達成協定，只是在關於軍隊整編

方案的修改問題達成部分的協定之後，談判才陷於破裂，這

次破裂主要是由於未能找到能為雙方接受的關於地方政府的

方案。不管是什麼原因，看來清楚的是，在休戰期間的談判

中，共產黨是比較願意就停止衝突達成協議的，政府則提出

如此苛刻的條件，而使共產黨不大可能接受這些條件。看來

同樣清楚的是，某些國民黨文武領袖的力量和權力是以武力

解決為目標的，他們的信念是，全面戰爭要比目前伴之以經

濟與政治停滯的半戰爭狀態為好。

二十四 .五人會議舉行會議討論地方政府 
 問題；衝突的蔓延和局勢的惡化

當我在已延長的休戰期限滿期以前，與蔣委員長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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