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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人小組

為與總統的指示（要我盡力說服中國政府召開各主要政

黨代表的國民會議，實現中國的統一，同時停止敵對行動）

相協調，以及我到達重慶後根據此種方針與蔣介石委員長商

談的結果，國民政府同意設立一個由一名國民政府代表、一

名中共代表和我（作為主席）組成的委員會，商討停止衝突

的措施和有關的問題。這項辦法爾後在國民政府向共產黨提

交一個停止衝突的三項建議時以具體方式提出，其中建議由

國民政府和中共各指派一名代表，與我一道商討並制定停止

衝突解決問題的措施和有關事項。1946 年 1 月 3 日，中共就

此向國民政府提出一項反建議，其中同意每方各指派一名代

表與我一道商討停止衝突的問題以及此外的一些相關事項。

根據這些安排，組成了三人小組，組成人員由四川省政

府主席張群將軍為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將軍為共產黨代

表，而我則作為小組的主席。經過兩位代表之間的初步商談，

並由我分別與兩位中國代表進行探索性討論之後，第一次正

式會議於 1946 年 1 月 7 日在我位於重慶的宅邸舉行。我們

的主要目的是達成一項關於停止衝突的協議，作為解決任何

中國內部問題的一種重要條件，並作為預定 1 月 10 日在重

慶召開的、人們心理上極為渴望的政治協商會議之序幕。

五 .停戰令

三人小組經過四天的正式會議，於 1946 年 1 月 10 日達

成一項發布停戰令的協議，命令由蔣介石委員長向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的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團、非正規軍和游擊

隊發布，並由中共毛澤東主席同樣向中共領導的軍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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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戰令分別宣布，內容相同的備忘錄由三人小組各委員於 1

月 10 日簽署，並於同日經小組各自的代表遞交蔣介石委員

長和毛澤東主席批准，同時採取必需的行動。

停戰令規定立即停止衝突。但鑒於命令傳達至廣闊地區

的部隊有困難，三人小組正式會議同意有一個至 1 月 13 日

（包括 13 日）為止的三天時間，國民政府與中共均在此期

間發布命令，以便一切衝突可望在 1月 13日午夜均能停止。

停戰令禁止中國境內一切軍隊的調動，唯對於復員、換

防、給養、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的軍事行動，屬於例外。停

戰令提到的此種例外情況，在關於停戰令的條款中加以列

舉，這些條款已被允准並作為三人小組會議記錄中一項有案

可查的記載，由張群將軍與周恩來將軍簽署，於 1 月 10 日

新聞稿中公開宣布。在新聞稿中聲明，國民政府代表張群將

軍及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已建議蔣介石委員長和毛澤東主席

發布一項停止衝突的命令，並授權宣布，新聞稿中所說的此

種命令業已發布。根據上述條款，准許國民政府軍隊在長江

以南因繼續實行軍隊整編計畫而進行的軍隊調動，准許為恢

復中國主權將軍隊開入滿州並在滿州境內移動。規定國民政

府軍隊根據上述條款之行動，應每日報告軍事調處執行部，

軍調部將根據停戰令而設立，以履行已達成的協定。

停戰令還規定，停止破壞與擾亂一切交通線的行動，拆

除阻礙此種交通線的一切障礙物。條款聲明交通線包括郵

政、交通在內。

停戰令最後一節規定，立即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
１，以履行關於停止衝突的協議。軍調部由三委員組成，一

代表國民政府，一代表中共，一代表美國。必要的訓令和命

令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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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發布。

在宣布停戰令的新聞稿中明確聲明，軍事調處執行部的

一切協定、建議和指示，只涉及停止衝突所引起的直接問題，

美國參加軍調部僅為協助中國委員實施停戰令。

六 .達成關於停戰令協定的會談

研究一下三人小組會議和我與中國雙方代表的初步會談

是有益的，因為它顯示了國民政府和中共對某些重要問題的

態度，這種態度以後對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任務，和這兩個敵

對政黨之間關係的一般問題都有重大影響。

（a）滿州問題

在這些問題中，首要的是滿州問題和對該地區的控制問

題。這一問題是我到中國後與之商談的蔣介石委員長和其他

中國官員所特別提出的。他們堅信，蘇聯以下列措施阻撓中

國政府接管滿州的努力：（1）不准國民政府軍隊在大連登陸；

（2）使中共易於控制營口和葫蘆島，從而阻礙國民政府軍

隊在這兩個港口登陸；（3）默許中共軍隊包圍長春機場，

使國民政府無法空運足夠的軍隊到長春；（4）拖延從滿州

撤退蘇軍，為中共滲入該地區鋪平道路；（5）以武器裝備

的形式擴展對中共軍隊的物質援助。

按照（1）美國對華政策聲明（聲明指出，美、英、蘇

由於與中國國民政府達成的各種協定，有義務將包括滿州在

１

軍事調處執行部的機構將在本書另外一章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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