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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五星上将赴华斡旋

1945 年 12 月 20 日，美国

总统特使、前陆军总参谋长马

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乘专

机抵达上海，来华调处国共两

党冲突。

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南京

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会晤马

歇尔。 见过蒋介石后，马歇尔

22 日就飞往尚是陪都的重庆。

当他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

场时，舱门打开，没有想到出

现在舷梯旁的竟是周恩来、叶

剑英等共产党领导； 隔了片

刻，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官才

赶到。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出现

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还在飞越

太平洋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

商量：到中国后怎么才能争取

到中国共产党接受他的调解

人地位？ 要是中共不认可，他

作为总统特使就无法开展工

作。 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表明了

中共对他的地位的接受及对

其赴华使命的重视。 他问美国

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伯逊：

“是你让大使馆通知中共来接

我的吗？ ”罗伯逊摇摇头。 原

来，11 月 27 日华盛顿宣布赫

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及马

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赴中

国之后，杜鲁门总统发布对华

政策声明，决定不参加中国内

战，愿意中国和平统一，中共

立即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和平

谈判。

马歇尔抵达上海时，中共

外事组的王炳南即从驻重庆

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将军将

于 22 日飞抵 重 庆 的 准 确 消

息，于是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

前往机场迎接。

毛泽东自重庆谈判回到

延安后，就病得厉害 ，听说马

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毛泽东拖着病体出院了。 他需

要亲自掌握中共在和谈中的

具体方针与进程。 在这样的背

景下，12 月 27 日，中断一个多

月的国共谈判恢复了。

1 月 2 日， 马歇尔综合国

共双方的观点，向蒋介石与毛

泽东提出一份停止冲突与恢

复交通备忘录， 其中包括：在

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

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

停战，公正地调查。 执行部由

国、 共和美方三人委员会组

成。 这可算是马歇尔最早提出

的关于成立“军事调处执行

部”的方案了。

眼看就要创造奇迹

1946 年 1 月 10 日， 全国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 1 月 14

日，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

京饭店宣布成立。 中共委派叶

剑英， 国民党方面委派中将

“情报专家”郑介民，美方则让

罗伯逊作为执行委员。

1 月 22 日，马歇尔给蒋介

石送去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宪章》草案 ，这是由他亲自

主持起草的。 其主要内容为：

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成

立联合政府； 国府委员由 14

人组成 ，双方票数相同 ，总统

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在立宪政

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

同意， 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

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事务的

法令……蒋介石看了忿忿然

说：“马歇尔制订的这个提案，

连共产党不敢提出的他都提

了。 ”这天，马歇尔与蒋介石一

见面 ， 就开门见山直问政协

会议的进展。 事后， 他向杜

鲁门总统报告了 22 日“劝导”

蒋介石的谈话内容 ：“我已经

告诉委员长， 按照我的意见，

有两个因素使他绝对有必要

与共产党人尽早就建立一个

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一项

协议…… ” 在马歇尔的斡旋

下， 国共双方都作出了让步，

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马歇尔成了重庆的红人。

政协会议之后马歇尔觉得较

好的气氛形成了，可以着手解

决军队整编的问题。 马歇尔的

整编军队构想是，大幅度削减

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

军队数量；整个中国军队要按

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

队是国家军队 ， 不是党派军

队， 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

在上述思想主导下，马歇尔向

蒋介石提出一个整编中国军

队的秘密草案：中国陆军作战

部队应有 60 个师，其中 20 个

师由共产党领导；海军、空军

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

兵，其比例至少占总实力之百

分之三十。 蒋介石看了这个草

案 ，大为恼火 ，他不同意中共

部队加入海军、空军。 只好先

默认对陆军的比例。

停战令下达，政协会议召

开，整军协议也签订了。 马歇

尔很高兴 ，约张治中、周恩来

外出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

况。 从 2 月底到 3 月初，马歇

尔一行人足迹遍及西南 、华

北、华东、中原、西北及华中各

个战区 。 马歇尔返回到重庆

后， 相信自己要创造奇迹了。

他十分兴奋地给杜鲁门写信，

要求急速回国筹措贷款 ，以

“奖励国共两党之和解”。

最终无功而返

马歇尔春风满面地回到

华盛顿， 杜鲁门对他赞不绝

口。 马歇尔为解决给中国的贷

款问题，到处奔走游说，5 亿美

元的贷款终于被杜鲁门总统

批准了。 不料 4 月 1 日，蒋介

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了

准备已久的政治报告，宣布推

翻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撕毁刚

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 与这

个报告相配合，国民党军队在

东北大举进攻。 马歇尔从报上

看到东北国共两军爆发激战

与蒋介石 4 月 1 日的政治报

告，极其震惊。 他正着手进行

的援华计划被战火烧掉了！

4 月中旬， 马歇尔携夫人

凯瑟琳急匆匆飞返中国。 他先

到北平，急着了解苏联军队撤

退和东北国共两军交战的局

势，尔后会见了军调部国共双

方代表。 4 月 18 日，马歇尔从

北平飞往重庆。 刚下飞机他就

得到消息，中共部队刚刚占领

了长春城。 蒋介石急于会见马

歇尔，他欲擒故纵地说：“东北

的国军有被歼灭的危险，我想

撤出一部分部队，甚至考虑完

全撤出东北。 ”马歇尔大为惊

愕，他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怀

有戒心 ， 怕国民党在东北撤

军， 会让苏联完全控制东北，

就忙给蒋介石打气。 当晚马歇

尔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对美

国第七舰队正在帮助国民党

运送两个军去东北的行动，给

予了充分肯定。

次日傍晚，马歇尔与蒋介

石再次见面。 蒋介石向马歇尔

要求， 除了前两个军之外，美

国再帮助增运两个军去东北。

马歇尔知道帮蒋介石运兵过

多 ，会导致内战加剧 ，当即拒

绝了这一要求。 接着马歇尔安

排与周恩来见面。 经过几番商

谈，周恩来答应接受国民党提

出的在谈判之前让出长春的

要求。 但必须采取四条措施：

一、将双方紧密接触的部队分

割开来；二、禁止双方调动军

队 ；三 、解决交通问题 ；四 、派

遣军调部执行小组到双方紧

密接触地点和主要铁路沿线。

当时东北绝大部分地区都已

在中共控制之下，让出一个长

春市不会影响中共在东北建

立根据地。 在马歇尔调处下，

双方终于约定，蒋介石、毛泽

东都给各自部队下达命令 ：6

月 7 日正午休战。 与此同时，

重新开始谈判。

国民党顽固派 、CC 派对

马歇尔来华促进和平统一的

做法很恼怒 。 从 5 月底 6 月

初，他们通过报纸攻击马歇尔

戴了红帽子，某报的一幅漫画

画的是马歇尔打着绑脚穿着

八路军军装。 有的还编造说凯

瑟琳为此和他吵翻，一怒之下

离开南京跑到上海等。 美国报

刊纷纷转载 ，称“马歇尔夫妇

在华吵翻 ， 夫人因气罹病住

院”。 马歇尔的好友艾森豪威

尔将军写信表示问候，马歇尔

才知此事。 杜鲁门总统也让助

手打听他们为什么吵。 杜鲁门

知道事情真相后，觉得马歇尔

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 他不

想让将军的声誉受到损害，打

算对其另作重用。 于是，杜鲁

门让艾森豪威尔飞赴南京，询

问马歇尔是否有兴趣成为下

一任国务卿。 要是接受，可否

于 7 月间回国。

但马歇尔太要强了，他表

示愿意担任国务卿，但要在中

国再逗留几个月，“以便看到

总统交付的使命获得成功 ”。

马歇尔在南京经常规劝乃至

斥责蒋介石，蒋就借避暑为名

上了庐山。 为完成肩负的调处

使命， 这位 67 岁的老人在短

短几个月里曾九上庐山找蒋。

但他一次次尝到蒋介石出尔

反尔的苦头， 终于得出结论：

“蒋的确在拖延谈判的掩护下

遵循明确的武力政策。 ”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在 10 月 4 日正

式决定退出谈判，“对马不再

挽留”。 马歇尔先见董必武、王

炳南， 得知中共不会让步后，

接着又见了不久前回到南京

的蒋介石。 他指责蒋介石说话

不算数，蒋介石却对他大谈共

产党问题，谈话不欢而散。 马

歇尔极度无奈，10 月 5 日他致

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将他“立

刻召回”。 12 月 1 日，马歇尔与

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

企图劝蒋派代表去延安启动

新的谈判程序。 此时蒋介石对

延安的进攻已经部署完成，婉

拒了马歇尔的要求。 1947 年 1

月 8 日，马歇尔返回美国就任

国务卿。 2 月 21 日，叶剑英率

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

美国提供的运输机飞回延安。

北平“军调部 ”结束了它的历

史使命。 （据《文汇报》）

1947 年 1 月 10 日晚上，

首都警察厅上至厅长下至警

员终于松了口气，这口气已经

憋了半个月了 ， 真不好受 。

1946 年 12 月 25 日，美国特使

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开

着车带着马歇尔等人去南京

黄浦路励志社听音乐过圣诞

节， 谁料出来后车就不见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偷盗事件，而

是“事关国体”。 首都警察厅立

即投入刑侦中，终于在来年的

1 月 10 日， 找回丢失的车子。

那么，这其中的细节如何？ 马

歇尔对此事有何态度呢？

圣诞节夜，美国总

统特使座驾遭窃

根据 1945 年 12 月 21 日

《中央日报》报道，12 月 20 日，

65 岁的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

出现在上海江湾机场，他来中

国的目的是“调解国共军事冲

突”。 第二天，马歇尔就出现在

南京与蒋介石会晤。 12 月 22

日，马歇尔来到重庆。 为了迎

接马歇尔，12 月 25 日，尚未还

都的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

官方的庆祝圣诞节活动。 1946

年的 12 月 25 日，这个活动再

次举行。 马歇尔一行坐着牌照

为 USA20593633 号的专用吉

普车，从南京宁海路公寓出发

到达了黄埔路上的励志社。

这辆挂着美国车牌的车

子当时停在了励志社的门口。

晚 9 点时，车突然不见了。

美国总统特使的座驾竟

然在励志社岗哨的眼皮子底

下失踪 ，这可不是小事，首都

警察厅很快派出刑事警官兼

北区警察局刑事科副科长陈

可友负责此案。

寻迹追踪，刑侦警

察无奈止步部队门口

陈可友办案经验十分丰

富， 此次他深知责任重大，因

此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待围

观的人群散去，陈可友拿着手

电筒在吉普车的停放处仔细

地观察起来。 突然，他发现地

面隐约现出几处泥灰，与周围

的不同。 趴下来细细一看，原

来浸染了油渍，被围观者脚踩

之后，吸附了灰尘，颜色略深。

警员们立即打开所有手电筒，

沿着星星点点的油渍追踪，一

直到太平路 34 号附近， 油渍

突然消失了。 警员们立即散

开，四处寻找 ，竟然在陆军总

司令部门口发现了同样的数

点油渍，看来丢失的车在此停

留过。 陈可友立即询问司令部

门口的值岗卫士， 被告知，就

在半小时前，有一辆草绿色的

吉普车曾停在这里，司机下车

后同司令部汽车队的吴鹤鸣

见了面，交谈了一会儿后就驾

车离开此地。

难道偷车贼和部队的军

人有关？ 看来事情比较复杂。

陈可友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

向上级报告后再说。

胆大包天，窃贼竟

托付军队友人卖赃车

陈可友向警厅韩文焕厅

长及副总队长曾狄汇报了调

查情况 。 韩文焕思索了一会

儿，写下了“事关国体，特令克

期破案 ”的手令 ，并亲自打电

话协调。 最终被同意可以调

查。 陈可友派出数名警员，白

天黑夜地蹲守在陆军总司令

部门口。

大概吴鹤鸣也心虚，竟然

连新年都窝在部队里。1947 年

的 1 月 7 日中午，吴鹤鸣终于

出“洞”了。 下午 3 时，陈可友

带着警员在西方庵 23 号堵住

了吴鹤鸣。 没费周折，吴鹤鸣

就全盘交代：偷车人是车队驾

驶员骆芳荣的朋友 ， 叫刘智

远。 案发当日，刘智远曾到部

队找骆芳荣 。 当时骆芳荣不

在，自己就出面接待了他。 刘

智远等骆芳荣回来后，说了他

的目的，就是托骆帮忙卖掉一

辆吉普车。 据刘智远解释，这

辆吉普是一个翻译官托付代

卖的，而这名翻译官则接受了

一位离华美军朋友的馈赠。 骆

芳荣和吴鹤鸣商量了一下，觉

得应该有赚头，但他们都是小

兵，人脉还不够广，于是，二人

就找到了车队的班长张明德，

说了此事。 张明德立即物色到

了一个急于购车的某处长，双

方讨价还价，以三百万元法币

的价格谈妥。 但该处长为人谨

慎，要求看汽车的保单。 刘智

远假装带他前去，到了太平路

一带 ，找了一个借口 ，就一去

不复返了。 自此，吴鹤鸣在遇

到刘智远一次后与他再无联

系。 当时，刘智远说他住在华

中旅馆，每晚都会到夫子庙附

近的凤凰餐厅欣赏音乐。

陈可友等人听完吴的交

代后，将其扣留。 第二天一早，

陈可友捕获了外出的张明德，

9 日早晨，又抓获了骆芳荣。两

人的供词和吴鹤鸣一致，剩下

的关键一步 ， 就是抓捕刘智

远，追回马歇尔的座驾了。

物是人非，座驾寻

回特使却已回国

1947 年 1 月 10 日晚 ，穿

着便装的警察带着吴鹤鸣出

现在凤凰餐厅。 晚 8 时，刘智

远果然出现在餐厅门口。 他朝

餐厅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突然

愣了一下 ： 吴鹤鸣竟然在这

里。 刘智远立即意识到出了问

题。 他掉头就走，迅速上了一

辆奶黄色的吉普车，向中华门

方向逃逸。 陈可友等人立即驾

驶一辆吉普车追赶，但两车距

离越来越远，陈可友见无法追

上，就掏出手枪 ，朝前面的汽

车开了一枪 。 刘智远心里一

慌，车右轮陷入了路旁的烂泥

里。 陈可友的车追到还有 50

米的时候， 他的车才脱离此

处。 陈可友见状，又开了一枪，

子弹穿过右车窗防风玻璃左

下角， 刘智远顺势滚下车，爬

山逃脱。 陈可友等人立即来到

刘智远开的吉普车前，细细一

看，这车明显被动过手脚。 原

来是草绿色， 被漆成奶黄色，

布篷也被除去。

陈可友松了口气，将这辆

美国特使座驾开回警局。 第二

天，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

将车取回。 只是，此时已物是

人非。 马歇尔丢失座驾时，其

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而座驾

追回时，他已卸任并受美国总

统杜鲁门特召回国。

（据《现代快报》）

南京黄浦路上

是谁偷了

马歇尔的吉普车

美国特派“国共中间调解人”

马歇尔在华军调失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从成立至关闭，共经历了一年零 29 天。 它试图以美国做中

间调解人，在国共两方面调处冲突，以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消除内战。 但是内战的战火

很快就宣告了这个历史性机构的结束。 本文记述了这段特殊的历史，而马歇尔正是这

个机构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周恩来（右一）与马歇尔（中）、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

马歇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