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与蒋介石

再没有见过面。 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

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

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

◆“蒋介石不想分裂中

国”

1950

年， 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

峡。

6

月

27

日，杜鲁门以共产

党占领台湾， 将直接危及太平

洋地区安全为由， 公开抛出了

“台湾地位未定”论。 当时的蒋

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

他自己的兵力， 不可能守住台

湾，因此，他希望美国人帮助他

守台湾， 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这

个“保护伞”能长期在台湾海峡

存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

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 杜鲁门

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他们

分裂中国阴谋的一部分。因此，

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

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 他没

有表示同意。 经过反复思考和

权衡，最后他下定决心，即使美

国人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

队，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当美国人公开抛出“台湾地位

未定”论时，他决定公开表示自

己的这个态度。

6

月

28

日，经

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

公超发表声明， 一方面接受美

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 另一

方面明确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

土的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

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并

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

整之立场。 他特意在声明中表

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

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

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

不想分裂中国， 不想成为千古

罪人。

◆“台湾还是蒋介石当

‘总统’好”

上世纪

50

年代末，在实行

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

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

台湾有些人， 包括国民党内部

一些人，要竞选“总统”。 原来，

这背后是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

“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

蒋介石换掉， 让另外一个更听

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

在美国人的支持下， 台湾

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

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

人推举胡适。 胡适是个亲美派

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

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

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

持陈诚。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

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 在政治

上实现一种过渡， 让蒋放弃权

力， 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

“两个中国”了。

正当此时， 毛泽东表示了

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

石当“总统”好。 他在一次接见

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

蒋介石当‘总统’ 好还是胡适

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

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

他我们不去。 至于当‘总统’还

是他好……十年、 二十年会起

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

兵， 让他去搞特务， 搞三民主

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

都要作恰当的估计， 不能否定

一切。 ”

毛泽东的这番话十分明

确， 我们共产党只希望蒋介石

在台湾当“总统”，而且只要是

蒋介石当台湾的“总统”，我们

就会给他一定的国际活动空

间，“国际活动场合， 有他我们

不去”。 不仅如此，还要让蒋介

石在台湾当“总统”当得“稳”，

“给他一点兵”。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

讲这些话的。 这些话也确实造

成了很大国际影响。 后来蒋介

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

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

特意讲这些话， 给他一定程度

上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毛泽东和蒋介石派

人互相沟通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

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

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

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

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

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

因此， 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

立特殊联系的打算。 毛泽东也

正想争取蒋介石， 以便实现台

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

介石沟通。 周恩来于

1956

年

5

月

5

日在接见外宾时， 请他们

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

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 就是一

大功劳， 中国人民会宽恕他

的。 ”蒋介石听了这个话，就更

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 国共双方都努力寻

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 这

个人终于被找到了， 他就是曹

聚仁。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

动能力的文化人， 过去与共产

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

切接触， 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

上宾， 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

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正

是因为这个关系， 他在中国共

产党解放大陆时， 没有留在大

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 也没有

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

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

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 蒋经

国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两次

找到曹聚仁。 一次是蒋经国秘

密派一艘小型军舰， 到香港把

曹接到台湾， 与曹密谈如何由

曹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

沟通渠道。 另一次是蒋经国亲

自到香港找曹聚仁， 与他再次

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 曹聚

仁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 蒋介

石就把曹请去了台北。蒋介石、

蒋经国在阳明公园会见了曹。

会见中， 蒋介石向曹表达了愿

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 同时告

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

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

曹聚仁于

1956

年

7

月到

达北京。

7

月

16

日，周恩来在

颐和园接见了他。 周恩来在听

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

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

作”的方针。 周恩来说，第三次

国共合作的目的， 就是实现祖

国统一。 对于台湾，“只要政权

统一， 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

共同商量安排。 ”

10

月

3

日下

午，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

见了曹聚仁， 对国共第三次合

作问题，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

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

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

该肯定的。 他还让曹到各处去

走走看看。第二天，周恩来宴请

曹聚仁，告诉他，今后你就是大

陆的常客，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经过多次沟通， 国共双方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

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

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

党也都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意愿。更重要的是，通过曹的沟

通， 双方也都有了一定的信任

感。

◆毛泽东制定“一纲四

目”政策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毛泽

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

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

一些新的内容， 形成了和平统

一祖国的总体构想。 后来周恩

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

“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

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 他

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

1963

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 陈诚二

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

陈诚， 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

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内容是———

“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

国， 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

裁”

(

指蒋介石

)

与兄

(

指陈诚

)

意

见妥善处理。

“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

国后， 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

外， 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

“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

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

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

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

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

商决定，然后进行。 第四，双方

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

之事。

曹聚仁到台北后， 向蒋氏

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

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

定提出他们的条件。

1965

年

7

月，毛泽东与曹

谈话中间， 毛泽东亲笔写了一

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

“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

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

安度晚年的诚意。

7

月

20

日，

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

潭的涵碧楼， 向蒋氏父子介绍

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并且向

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作的词。

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词后表

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同

时， 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

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

蒋氏父子要曹向毛泽东转达这

六个条件， 然后双方再进一步

商量。

这六个条件是：

1.

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

陆， 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

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

京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

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

2.

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

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

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

田， 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

府全权处理。

3.

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

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

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

助。

4.

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

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

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

个师驻在台湾。

5.

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

自由市， 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

缓冲与联络地区。 该市市长由

驻军师长兼任。 此一师长由台

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 其资

格应为陆军中将， 政治上为北

京所接受。

6.

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

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

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应该说，对双方

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统一

认识，是很不容易的。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 中国

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

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

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

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

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毛泽东答应把庐山

给蒋介石养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

四目” 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

住庐山的问题，而在

1965

年

7

月蒋氏父子商量条件时， 却特

意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

公的汤沐地

(

即封地

)

”写入六

条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蒋介石对庐山情有

独钟。 在大陆时，他曾经有

13

年是住在庐山的。

1948

年

8

月， 蒋介石在庐山他的住所一

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

个字。

1956

年

10

月， 毛泽东在

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我知道

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

大陆的一些房产， 你可以到处

走一走， 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

看。”这样，曹就在当年

10

月先

上了庐山， 在庐山住了一个星

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

片。 他对“美庐”管理得很好表

示高兴。之后，曹又去了蒋介石

的老家奉化， 看到蒋家祖坟保

护得也很好。他回到香港后，给

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 介绍他

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

游历的情况， 同时附上了一些

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

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

到保护的情况。当然，曹在信中

也讲到， 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

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 剧院

等的名称也改了。 曹怕蒋介石

对此不高兴， 在信的最后写

道

:

“聚仁私见， 认为庐山胜

景， 与人民共享， 也是天下为

公之至意。 最高方面， 当不至

有介于怀？” 没有想到， 蒋介

石看了这封信后， 不仅没有介

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

有， 而且十分高兴。 他看了三

张照片， 感慨万千。 让曹向毛

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

不久， 曹聚仁把蒋介石的

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

泽东大方地表示， 如果国共第

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

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

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

里。

1959

年他上庐山开会时，

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

在石碑上写的“美庐”二字，连

忙制止， 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

个字保留了下来。

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转

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更加

感激毛泽东， 同时也把这件事

情记住了。在

1965

年拟定条件

时， 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

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蒋介石曾密约毛泽

东访台

晚年， 蒋介石经常想起他

在大陆的日子， 想到与大陆沟

通的问题。 就在他出任第五届

“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

197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

国总统尼克松时， 竟把蒋介石

称为“老朋友”。 这个消息在美

国和香港传了很久。 蒋介石注

意到，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

际上， 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

长得多。 ” 对毛泽东说的这句

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

在国际上， 中共的活动空间越

来越大， 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

间则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对与中共关系有些犹

豫。 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

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

在蒋介石犹豫之时， 中共

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

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

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出面发表

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

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

面人员来大陆参观、 探亲、访

友， 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

由。 ”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

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

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 其

原因， 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

的沟通人选。 曹聚仁已于

1972

年去世。

正在这时， 毛泽东却派人

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

士钊。当时章士钊已经

92

岁高

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

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

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 他到

香港后， 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

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和

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 他当时

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

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

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 他在香

港顶多住

3

个月即可完成任务

回北京。 不料， 章先生由于劳

累，休息不好，于

7

月

1

日在香

港去世。因为章先生的去世，此

次的国共沟通当然没有实现。

但是， 蒋介石并没有放弃

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 找不到

合适的沟通人选， 他就采取了

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

出信号。

1975

年春节后，蒋介

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

夫， 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

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

泽东来台湾访问。 毛泽东得到

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

1975

年

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周恩来也重病在身， 他们两人

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 毛泽

东找来邓小平， 亲自向邓小平

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

岸可以以此为契机， 尽快实现

“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

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 十分

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

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

《假如我是毛泽东》 的文章，文

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

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

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

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

嫌， 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

合作的前例， 开创再次合作的

新局面。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

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

蒋介石却因病于

1975

年

4

月

5

日去世。 海峡两岸的再次沟

通又中断了。（据《世纪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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