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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歇尔调处时期

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

·生一室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马歇尔询处时期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

美国的政策，包括国共两党在战后如何估计美国在国共斗争中的

作用和它们是初的政策目标、 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调整、以及它

们最终是否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一 马歇尔使华前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调整

自 20世纪初中国出现分裂局面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对

外政策基本上都具有利用国际力量来对付国内对手的特点。 战后

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也是如此。美国由于在战争中在中国取得了

超过其他任何大国的影响力，并在战争后期直接介入国共斗争.

致使它在战争结束时成为国共两党对外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不同

的是蒋介石希望利用战争时期与美国形成的军事同盟，促使美国

在战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共在战争后期与美

国已经处于敌对状态，它在战争结束时的方针则是尽可能地避免

美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国共冲突。国共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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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I)国民党政府对美政策的调整及其目标。

对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恢复其

在全中国的统治。 这包括与中共争夺受降权以控制华中和华北被

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 由

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被极大地削弱，并龟缩于遥远的西南地

区，蒋介石除了需要盟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接受日

军投降者外，还迫切需要美国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中和华北的

日军占领区，并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

力。

在战争结束后最初的三个月里，蒋介石是成功的.因为他从

杜鲁门政府那里到了四个方面的实实在在的援助。首先是在赫尔

利的帮助下，美国突出地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战区接受日投

降的合法性，致使中共在争夺受降权的斗争中，在政治上处于不

利的地位。 其次是驻太平洋地区和驻华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华中

和华北大规模运兵，以使其能先于中共军队占领日军控制的战略

重镇和交通要道。 第三是承诺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第四也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在华北登陆后，竟然与日军

和伪军共同组成"卫戍"部队，为国民党政府保卫交通线。。 美

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使得同时进行的赫尔利在蒋介石

与毛泽东之间的斡旋显得既虚伪又滑稽，因为这些支持和援助至

① 资中篇， (圭 lí;I对华政策的缘起和监展).重庆出版社 19阴<1'版，第 43 -44 

:9ï ~ .. ond StnfL'menl by pr回idmt Truman 10 Dr. T. V .Sooog Conct-ming A剧血nce to 0世m.\

Septt:'l1'曲 14. 阳.s. 1'he China wh由 P""". (S!anf，耐. stanf 回Ilni\"e1S町Pre.;. 1咽17) • 

飞{ol.lI. p . 939.He曲川剧， 'o,e China Tangle : l'he Ameri幽阳帽 in Ü1ina ftom Pear! Harbor 

tCl lht:! M8J甜甜1 MiS>lioo. (Prinoetæ : Prill(划m University pr四， 195:\ ) . chapler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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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 10 月中旬后国共军事冲突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杜鲁门政府从 11 月下旬开始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其原因

首先是美苏关系恶化，在东北的苏军一面给国民党政府接收设置

障碍，同时积极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 国民党政府"军事接收

华北、外交接收东北"的战略成为泡影。① 其次是国共在华北地

区的军事冲突日益严重，美军与中共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尽管

规模并不大，但毕竟已有美军官兵在冲突中伤亡或被中共军队相

押。

魏德迈于 11 月中旬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比较典型地概括和反

映了美国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即美苏"在东北和华北争夺实力地

位的斗争已经展开" ， 而国民党政府的实力有限，它如不与中共

达成协议，就不可能稳定地控制华北.如不同时与苏联和中共达

成协议，更不可能控制东北。@ 杜鲁门政府决定一方面与苏联协

调对华政策，同时派马歇尔使华调处国共冲突。 12 月 15 日杜鲁

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原则.即承认国民党政府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促倪国共停止军事冲突，通过谈判组成代

议制政府;美英苏共同承担义务，使东北归还中国。③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严重冲击了蒋介石的战略。美国的支持和

援助是蒋介石争夺华北和东北不可缺少的条件，美军甚至直接协

助国民党军队保护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和修筑了从秦皇岛到山海

① 害阅牛草: (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的斗争). (近代史研究) 1咽7 年

第 1 期。
③ 〈魏德ili报告).台北光复书局 1959 年版，第 3础页。 (~，央荒草资抖胡编}

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91 -192 ~lo 
③ "飞SIaI回"""b均.y pt回咽1曲n削tT阳瞄1 00 lInil时cd Stal国川t阳町c叮:y t刷田时~ (α'l1in阳‘U'". . 阳凭睛嚣

l归5孔. 刊e α阳 'While Pl问句览阳盹'. p怦P 田7严-仅E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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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铁路。① 正是对美国援助的依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战

略计划。 11 月 15 日，蒋介石打电报给杜鲁门，希望美国在东北

采取更织极的行动。@ 但他未能从杜鲁门那里得到任何进一步的

承诺，驻华美军也拒绝向东北再运送国民党军队。魏德迈告说蒋

介石，美军已受命不得运送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 他建议蒋介石

集中力量巩固华北，然后再接收东北。@ 在得不到美国进一步支

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在东北的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

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魏道明亦暗示蒋介石，应配合美国的政

策。 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杜鲁门实际上是坚决支持国民党

政府的，其政策声明由国务院起草 ， 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视听。

杜鲁门已经告诉马歇尔，如询处失败美国仍将支持国民党政

府。@

蒋介石显然选择了配合美国的政策。 12 月 22 日，国民党中

宣部发布一份分析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的通电，比较全面地反映

了国民党方面的看法。该电断定美国对华政策并无根本变化，对

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不可能停止，美国的限度只是不会直接

在军事上卷入，当前的政策调整是为了应付国内政治的需要。国

民党有必要配合美国政策的调整，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改善自

① 杜建时， (蒋帮劫收平撑经过)，政协主史资料委员会编{立史资料选，因) ，

第 55 蝇。
② 蒋介石， (苏俄在中国) ， 台湾察明文化事业公司 l帽5年版 ， 第 120 ffi: 0 

③ {魏德迈报告)，第 319 页。 lhe Oiina Tangle . 附 3妇- 386 , 416 - 417肉

@) (驻美大使魏道明显蒋主席告盖，t，l.统促马歇尔将军速来华咆)， 1945 年 11 月
却 日 (驻美大使魏湛明里蒋主席告吏且统指示马歇尔特使调停方制等事电) ， 1945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 (3) ，上册，第 42 ，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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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政治形象。@ 此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

军事行动，恢复国共谈判，以及缓和中苏关系等等，都同配合美

国的政策调整有直接的关系。

(2) 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调整与目标。

与国民党企图将美国拉到中国的内战中正相反，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结束后的对美政策是要尽可能地阻止美国介入国共斗争。

在对日战争结束之际，中共领导人认为，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

战的方针己定，但它到底会走多远，还有待观察。@此后直至美

军在华北大规模登陆前，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各有关部队对美军保

持克制。 毛泽东在重庆亦对魏德迈提出的调查美军被枪击事件，

采取了相当容忍的态度。@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谨慎态度， 一方面

是因为重庆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与美军关系紧张不利于在重庆的

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政策。

10 月上旬中共中央对驻华美军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中共中央这时已经下决心全力争取控制东北，而在华北登陆的美

军对中共争取东北的战略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不抵抗美军的干

预，中共军队将失去进入东北的先机。 中共中央指示在烟台和秦

皇岛，山海关等地区的中共部队， 不惜冒军事冲突的风险，也要

① f国民党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1945 年 12 月 n 日。

@ 毛泽*，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制)， 1945 年 8 月 13 门， (毛佯
东选集)，第 4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32-1133 页.

@ (魏德迈与毛洋东谈话要点备忘录)， 1945 年 8 月 30 日 。 f荣军登陆lItJ.也避免

忡突)， 1945 年 9 月 1 日 。 {将放美人)， 1945 年 9 )l I [1 o (山东分局关于对付史习~{f
陆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给各区的指示)， 1归5 年 9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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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美军的进犯。① IO 月底至 11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有关指示

中反复说明，对美军迸犯"应有武装抗击其前迸的准备

军的直接挑衅"应坚决抵抗 .. \'不再帮放被扣留的美军人员 。P@ 

与此同时.中共开始动员舆论，抨击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要

求美军撤出中国。@

11 月中旬，由于苏联改变其支持中共控制东北的政策，中

共已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 在苏联再次表示承认美国在华的主导

地位和美国表现出有意介入国共冲突后，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

响力明显提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并于

11 月下旬提出..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 . …有时(甚至

只是形式上)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

难"。@ 以此为标志，中共中央开始实行一项"中立美国..'的政

策。

"中立美国"政策最初提出时，正值中共中央调整在华北和

东北的战略布署，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在华北铁路沿线不时发生

军事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指出，所谓..中立美国 .. 

只是"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

减少美国寻隙借口..但对美国援蒋内战和介入国共军事冲突仍

① {中央关于来取强硬态度拒绝莹牢{!:陆的指示)， 1归5 年 IO JJ4U ， {中典关

于坚诀反对美军强修铁路问题给最肖詹的指示) ， 1945 年 10 月写口 。 {军委关于峡决

抵抗美军的进攻给李詹的指示扎 1945 年 11 月 7 日 。

③ {中央关于应付华北聋'平活功给各局书区党委的指示)， 1归5 年 10 月 29 11 , 
③ {巾央宣传部关于展开揭露美蒋进攻解放区的宣传攻势致持地't!.)， 1945 年

11 月 4 日 。 中央挡来俯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 15 珊，巾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峭-哺7 页。
④ {中央关于对美蒋牛争策略的指示)， 1945 年 11 月 28 11 , ('I'其中央文件i3i

集)，第 15 册 . 第 455 - 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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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强硬立场，包括进行军事抵抗。①

12 月初，中共领导人注意到已经存在恢复国共谈判的可能

性，但他们认为，在美苏关系未定和美国政策没有明朗以前，谈

判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中共领导人这时显然更关心美国政

策的变化，因为毕竟是美国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政

策。美国务卿贝尔纳斯 12 月 7 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讲

话发表后，中共领导人立即断定，马歇尔来华后美国政策会有变

化，应可加以利用。 因此中共中央决心采取更富伸缩性的策略，

以使美国对国共和解抱有希望。@

12 月 15 日，就在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

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 会议认为美国援蒋反

共有其限度，美政策调整有可利用之处。中共中央发言人随后发

表公开谈话，欢迎杜鲁门的政策声明。 驻重庆的中共代表亦向美

国驻华大使馆表示欢迎马歇尔使华。(j)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就杜

鲁门声明和党的对美政策发布党内指示。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政

策的调整对中共正在进行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其中一些内容对

中共是有利的，因此应"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中共要求各

地区各部队缓和与美军和其他美国人员的关系，并允许美国记者

①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 1945 年 II 月 28 日:周恩来 〈关于国

共谈判)， 1945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及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 (周恩

来与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l酬年版.第 5-6页。
②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策略给董必武、 王若飞同志的指示)， 1945 年 12

月 5 日 。

③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及谈判问题敖董必武、王若飞同志也)， 1945 句 12 月 9
日，中央统战部和中典筒案馆编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的
察出版社 1回8 年版，第 34 页。

Iil FRUS , 1945 , Vol. 7 ，响'te Far E.回山ina. p.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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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共控制地区采访。① 同时中共中央公开表示，将有条件地承

认美军可以留在华北。@ 至此，"中立美国"的政策演变成利用

美国对华政策来推动国民党恢复谈判。 l 月初，中共中央在邀请

苏联和英国与马歇尔共同参预国共谈判元结果后，终于同意马歇

尔参加国共谈判，即接受美国直接介入国共斗争。@

二 马歇尔调处时期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变化

首先需要指出， 1945 年末国共两党调整对美政策并不仅仅

是因为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经

过近两个月的军事冲突后，国共的军事力量达到-种新的平衡状

态。 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处于攻势，但面临着战线太长，在华北

兵力严重不足，而那里又没有一条铁路畅通无阻。在东北，苏联

延缓撤军看上去对国民党政府有利，但要想顺利接收，还需要中

苏关系进一步改善。 中共军队在华北明显处于守势，如果美国继

续帮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形势将对中共更为不利。 在东

北，由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既无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

北，也不能阻止其接收仍被苏军控制的长春路沿线的大城市。

正是上述的平衡状态，促使国共两党都认为有必要调整各自

的战略方针，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只是在这种背景下对它们才显

得特别重要。 换句话说，这时国共调整对美政策是因为它们有利

① ( I IJ虫芷于:1i罔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 1945 年 12 月 19 日. (中

共巾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 ， 第 494 - 495 页。
② {解放 H 报). 1945 年 12 月 18 11 0 

(J) ( 叶' 身也关于停战、圭降、 恢复交通等问题给重庆代进圆的指示). 1946 年 1 月
2 lL. (1卡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 1946 'r 1 月 3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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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的客观需要。国民党政府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

都明显地依赖于美国的帮助，因此需要与美国协调战略方针。 中

共处在弱势的情况下，需要运用谋略阻止或减少 、 减缓美国对国

民党政府的支持和援助。 这才是马歇尔调处之初能获得一些成功

的主要背景。

())谈判初期国共两党对马歇尔的策略。

所谓马歇尔调处的初期指的是 1946 年 1 月至 2 月国共达成

整军协议。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出于战略的考虑，都对马歇尔的调

处采取了配合的方针。 在一些重要的分歧上，双方都作了相当大

的妥协。

马歇尔来华后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便暴露了双方的基本分

歧。①首先是在停战问题上，马歇尔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战，而蒋

介石却要求美国继续为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 与停战密切相关

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中.哪一个是战略重

点。蒋介石在 11 月中旬便决定，先集中兵力夺取华北的战略要

地，控制铁路交通后再接收东北。马歇尔则正相反.认为尽可能

早地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应是国民党政府的战略重点.华北停战

则是为接收东北创造条件。

不论是有意还是被迫，蒋介石最终接受了马歇尔的方案。 在

此后不久的停战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曾一再坚持其军队有权接收

热河的赤峰和内蒙古的多伦。有关的争论持续到停战协定签订的

前一天。 I 月 9 日，马歇尔直接向蒋介石交涉。 蒋介石终于同意

( FRUS. 1945. VoI .7. 咽1e Far F..ast: China , ~p . 795 - 7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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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搁置这一问题，致使停战协议得以按时签署。①此时国民党

军队进攻热河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行动，如得手既可对这一地区的

中共军队形成包围的态势，又可切断东北中共部队与华北的联

系。 因此可以说国民党方面的让步是实质性的。

此后在政协谈判和整军谈判中，蒋介石继续做出了让步。 马

歇尔没有直接参预政协谈判.他只是在关键时刻向国民党方面提

交了一份协议草案。 蒋介石的评价是.马歇尔在草案中提出了

"共党所不敢提者.…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② 蒋介石并非言

过其实 ， 中共的反应可以说明马歇尔的方案确实对国民党有诸多

不利之处，但蒋介石还是签署了政协决议。 整军谈判的情况也是

如此，蒋介石认为该协议的签署是国民党政府"最大之损失"。③

蒋介石在停战、政协和整军等谈判中的确做出了重大的让

步，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蒋介石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以致于一元所

获，那就错了 。 实际上蒋介石在让步中完成了与美国的一次战略

性的协调。

自从马歇尔被任命为特使后，国民党方面拉他下水的主要策

略就是将国共斗争说成是国民党政府抵抗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的

斗争。@ 这一策略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使马歇尔对苏联在东北的意

① 事幸仪编 〈且统蒋公大事 t主编初稿)，卷 6 ， 1 册，台北中虫文物供应社
l唰句版，第 27，曲页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马歇尔使华二盖
因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 1锦1 年版.第 39 页。

② 〈中华民因重要史料韧编- -对日抗战时期L 第 t编"战后中国" (刻， t 
册，第 71 页 。

@ (蒋且统*最)，第 14 册，第 37 页"
(j) (40哥大使魏iIt明里蒋主席听与马歇尔特使两谈曹点也)， 1945 年 12 月 6 日，

前创刊'华民网 11"\ '"虫料初编}，第崎- 47 页。 FRUS ， 1945, Vol. 7, The FIlJ' t:ast: 
由ina. pp .7Q5 -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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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满腹狐疑，并决心尽快将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去接收。①1 月\0

日达成的停战协议中规定，停战后国民党军队可进入东北，并在

那里调动。@ 此条款反映了马歇尔与蒋介石协调政策的结果。蒋

介石以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的就是美国承担义务，支持和帮助

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包括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马歇尔这样

做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当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受到威胁时，

美国将不可能不向它们提供援助。甚至可以说就在停战协议签字

时，美国已经为国民党政府承担了特殊的军事义务。

中共领导人最初对马歇尔调处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尽管

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内容，但对美国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他们断定，美国不会根本改变扶蒋的一贯作

法，对此"不可存幻想"。@实际上中共领导人最初对于是否允

许马歇尔参预国共谈判，都还是犹豫不决的，他们甚至设想，在

无法拒绝马歇尔参预国共谈判的情况下，同时邀请苏联和英国代

表也加入到调处的行列中，以造成对马歇尔的制约。@

马歇尔参预国共谈判后的表现很可能是出乎中共领导人的预

料的。按照中共领导人的设想，马歇尔如果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的话，其限度也不可能超出赫尔利在 1944 年访问延安时曾签字

( mus. 1945. VOI.7. 11>...... Ea.t, Crun.. p.813. fIIUS. 1归6. VIJ1. 9 ，币、e r", 
Easr:: o.inø., pp.142 - 143 

② {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且恢复交通的命令与 ;>;191>.
1蝇年 1 )1 10 日，孟广漏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1 下巷，章制1版竹 1989 年

版.第 847 -制8页 。
③ <'1'虫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 1945 年 12 Jj 19 日 。
@ (欢迎外辈的友也协助，带回盟国不干涉中囚内政). 1蝇年 1 H 1 n. (周

恩来-丸四六年谈判文选).第 28 页， (中典关于提议英国苏联盎加国共谈判问剧的
指示)， 1铜6年 1 月 H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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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五点协议}。① 在马歇尔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中，针对马

歇尔强调统一军队问题，周恩来提出，首先必须元条件停战，然

后完成国家民主化，最后才能解决统一军队的问题。②此后的谈

判进程表明，马歇尔实际上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在停战谈判中，马歇尔基本上遵循了元条件停战的原则。尽

管在有关东北的条款上，马歇尔坚持国民党军队可以在那里调

动，但中共毕竟从一开始就没有坚决反对这一内容，只是提出了

限制条件而已。至于政协谈判，其结果显然比中共领导人开始的

估计更好-些。 因此周恩来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即向马歇尔表示，

中共中央决定接受政协决议，并愿与美国进一步合作。毛泽东亦

发表公开声明，称马歇尔在促成停战与和平民主方面"其功殊不

可没"。@ 在对中共来说最为敏感的整军谈判中，中共领导人尽

管始终对美国的意图保持着警惕，但也承认马歇尔的整军方案很

有些可取之处。@ 中共最后签署整军协议，除该协议的内容是可

以接受的，中共领导人认为马歇尔态度尚属公正也是原因之-。

中共能在谈判中取得相对有利的结果，除了中共的一些主张

与马歇尔本人的看法有不少吻合外，便是因为中共在策略方面运

用得当。 如自始至终高唱"和平"与"民主

的领袖地位和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以及在东北问题上允许国

民党军队运兵，等等。这些措施对影响马歇尔的态度都起了重要

@ 周恩来 {盖于国共谈判). 1归5年 12 月 5 日。

② {欢迎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和平) . 1945 年 12 月 n 日.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

谈判文选).第 22-24 页。

③ 周恩来， (巾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 1如6 年 l 月
31 Il. (周恩来一九四汽年谈判文选).第 92-94 页。{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重庆
{新华日报). 1946 年 2 月 13 日 。

(j) (中史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鹦编的方针的指示). 1归6'1'2月 B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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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以致蒋介石强烈抱怨马歇尔..受共党之麻醉日甚"。@

总而言之，在马歇尔调处的第一阶段，国共双方在政治和军

事问题上都作了相当大的让步 ， 而他们的让步又几乎都是马歇尔

所强烈要求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国共两党都是在迫

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用马歇尔来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 蒋介石是

以其他方面的暂时让步，换取马歇尔承诺为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运

兵并提供支援。中共则是以允许国民党军队进人东北，换取马歇

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来实现停战和实行政治改革。 至于在双方都

最重视也最敏感的整军问题上，国共对马歇尔几乎都采取了有保

留的态度，即一方面签署协议，实际上则是拖延观望。

(2) 国共两党在东北问题上对马歇尔的策略。

3 月到 6 月间，东北问题成为马歇尔调处的焦点，国共两党

对美政策发生关键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蒋介石解决东北问题的策略之一就是要把美国拉进来。 马歇

尔到中国后.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对苏联在东北意图的怀

疑，促使马歇尔竟然相信，东北问题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之间的

问题，中共不过是苏联在那里的愧偏。 马歇尔显然掉进了蒋介石

布置的陷井里，尽管部分地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一时期马歇尔的

有关报告表明，他几乎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观点。@ 因此他在迫

使中共同意国民党军队可进入东北的同时，无视中共为解决东北

问题提出的要求。最典型的是 3 月 11 日马歇尔就向东北派遣军

调小组提出一项草案，几乎完全反映了国民党方面的立场。 在此

草案基础上达成的关于军调小组前往东北制止冲突的协议，自然

① 《蒋且统秘最)，第 14册，第 37 页。

<z> FRUS, 1946 , VoI .9, lbe r" w‘Chil'la. ppA27 -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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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马歇尔调处以来第一个得到蒋介石赞许的协议。①

自 4 月初起，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持越来越不妥协的立场。

4 月 1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二次会议上声称，东北问

题"本质上是-个外交问题..中共不得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以

自立。@ 这无异于一份对中共的宣战书。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

在东北开始放手向中共军队发动进攻。这时蒋介石已将美国的调

处撇在一边，即使马歇尔从美国返回后，蒋介石仍然是我行我

素 。 {也不仅蔑视马歇尔提出的在东北停战的建议，后来甚至于脆

一走了之，以到东北视察为由，躲开马歇尔的纠缠。

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不愿再对马歇尔妥协，是因为他认为形

势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自 2 月以后美苏关系越来越紧

张，美英等一定会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其次，美国决不会允许苏

联控制东北，因此马歇尔也决不会允许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收

东北;第三，囱于蒋介石在马歇尔调处初期待配合态度，多少改

变了一些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形象，美蒋关系在稳步加强.马歇

尔回国述职为国民党政府争取援助也进展顺利;第四，马歇尔已

经认识到中共亲苏。③ 正是上述判断使蒋介石不顾马歇尔的强烈

① {马歇尔徙:B关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停战小组击东北的指+草案)， 1946 
年 3 月 11 日，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L 下卷.第 1111 页。 (:-1'调部主t东北执行小组美

方代表宿舍) ， 19咽年 3 月， ('1'华民国重要史料布J编) ， lI'l t编"战后中国. (3)，上
册，篇由页 o ( .'也统将公大事长编初稿)，眷 6，上册.第 2836 页.
③ 重庆〈中虫日报)， 19咽年 4 月 4 A ., 

③ {且统蒋公大事 t是编)，卷 6，上册 . 第 2817，血2. (蒋单镜秘韵，第 14
册.第 38，咂. 49 , SS 页。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马歇尔特使返美报告观点等
事也)， 19咽年 3 月 21 ß; (商震~军li:呈蒋主席告隔李梅上将尼来兹上将情形电) ，

19咽年 3 Jl 23 日; (商震盎军任呈蒋主席告晋且杜鲁门品统情形电)， 1问6 年 4 月 1
日; (商震.军\(:皇蒋主席告与马歇尔特使'面谈情形也)， 1倒6年 4 月 4 日， (中华民
囤篮要虫料tJJ编)，第七编"战后中国. (3)，上册，第 1∞- IQI , 102 - 100 页， 107 
-1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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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在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继续向北进攻。 6 月上旬蒋介石

同意在东北停战固然与马歇尔施加压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

于，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无力再打下去了。

中共中央同意停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可以向东北运兵和在那里

调动，主要是基于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在美

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苏联不会支持中共控制东北，而中共靠自

己的力量无法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并占领那里的大城市和

交通要道，因此中共需要通过谈判才能取得在东北的合法地位。

考虑到马歇尔在调处中的表现，中共中央相信，只要使美国方面

认为中共并无独占东北的企图，马歇尔就不会反对和平解决。①

营口冲突发生后.中共支持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这表明中共认

为美国介入东北问题并不一定对中共不利。中共领导人一度甚至

相信，请马歇尔参预调处东北问题，比请苏联代表更好些，因为

他对中共"态度可能更须公平"。@

有关东北的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里仍然认为，

马歇尔的调处是公正的和可以接受的，因此中共中央在 3 月间还

相信东北问题有希望和平解决。@ 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一方面

中共领导人开始认为，马歇尔在东北问题上与蒋介石的立场接

① {叶'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1归6 年 1 Jl 11 

日;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制给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指示)， I~崎年 1 月

21日(中央关于目前在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1归6 年 1 月 26 11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20-21 ， 55-60 页。

②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也)， 1946 年 2 Jl 12 日， (中共中虫解
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那 77 -79 页 。

③ {中央关于不要主~J进攻沈阳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1归6 年 3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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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美国就是要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长春路;① 另一方面，中共

实际上越来越将马歇尔的调处置于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地

位。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中共中央在东北问题上对美国的调处

不予重视。一是苏联从 3 月中旬开始再次积极支持中共夺取长春

路以北的大城市。@二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要的

变化。正当蒋介石认为美苏将发生严重对抗以致于"有第三次世

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时，毛泽东断定美苏妥协才是真正的大趋

势。@ 苏联在中共中央决策中的地位上升和毛泽东断定美国早晚

会与苏联妥协这两个因素，使马歇尔调处对中共中央决策的影响

大大下降，中共不再接受马歇尔的调处从这时起也只是个时间问

题了。这是这-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最有意义的潜在的变化。

(3) 最后的拖延。

6 月上旬东北停战令发布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华中中共部

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从这时起到马歇尔离开

中国，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马歇尔的调处都在采取拖延

的战术。马歇尔之所以还在中国待了 6 个多月，除了他本人表现

出-种不可思议的耐心外，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都还认为他尚有

可利用之处，而且它们都力图避免承担破坏美国调处的责任。

蒋介石这-时期不愿得罪马歇尔，只是为了避免在得到美援

① 《美企图助蒋援收l<春路 ， jl't[平足以是其威风)， 1946 年 4 月 8 ll , (对蒋
介石两面t\法的分析和我们的对策)， 1946 年 4 月 16 日， (美蒋在京北问题上距离已
不相远)， 1蝉年5 月 13fl ，(周恩来-}L四六年扭曲如IJ~选)，第 2却 - 230， 247-2崎，
3万 -328 页。

③ 〈从延安走向世界)，第 234- 23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H害，第 JJ S4 -IJ85 页。 {蒋且统秘帚)， 第 14 册，第 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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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遇到新的困难，但他已决心不再允许马歇尔的调处妨碍国民

党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同意东北停战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在关内

对付中共，但他仍利用这一机会要求马歇尔以向中共施加压力作

为回报。①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马歇尔所起的作用看上

去更象是在不断向中共传达蒋介石的旨意。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对

待马歇尔的调处，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

首先是蒋介石相信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已定，只要他

打着反苏反共和统一的旗号，美国最终会给他支持与援助。在东

北停战期间.杜鲁门政府向国会提交 r一项"予中华民国军事顾

问与援助的法案..并决定对国民党政府的租借予以延期。与此

同时， 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加紧谈判并于 11 月签署中美商约。美

国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和中美关系的不断密切，都起着削弱

马歇尔地位的作用，使蒋介石不可能再认真对待马歇尔的调处。

其次，与美国政府加强援蒋同步，马歇尔本人在调处中越来

越铺祖国民党方面。这使蒋介石相信，马歇尔对中共已无好感，

最终会完全站在他一边。 因此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要求多数是予以

敷衍，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做做样子。 而其效果不出蒋介石所

料，马歇尔在离华时对蒋介石观感竟然"转佳"。@

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次重大的转变。全面内战爆

发后，中共中央决心全力以赴地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 与

此相适应，中共对美政策重心从争取与美国合作转向排除美国的

干涉，即迫使美军撤出中国，从根本上排除美国军事上卷入的可

能性，以及阻止或减少减缓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中共中央

① (;邑统蒋公大事t是篇切摘).岳 6. 上册，那 2943 页内

Q) ($镜蒋公大事*篇初稿).卷 6. 上册，第 2帽，却70 . 2971. 2983 ji. 第
细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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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之所以还愿意与马歇尔周旋，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利用马

歇尔的调处争取时间，为战争做好准备;二是将内战和马歇尔调

处失败的责任推给美国和蒋介石，不给美国以干涉的借口。①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策略特别突出地证明，马歇尔 、 或者说

美国，对中国形势的控制力相当有限，而且正变得越来越有限。

马歇尔调处与其说是美国为了控制中国局势所作的努力，不如说

更像是国共两党都在利用的一手外国牌。

三结论

综观国共两党一年多来对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可以大致得

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都有其成功之处。 国民党对美政

策的目标就是要在反对中共的斗争中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在

马歇尔调处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地将马歇尔

一步步拖下水。 美国在中国爆发全面内战的时刻仍然决定向国民

党政府提供援助，表明它最终还是放弃了给援蒋附加的条件。 而

当美国做出这-决定后.它就再也没能从中国内战中脱出身来。

中共对美政策的目标有个比较复杂一些的变化过程，即从最

初利用美国调处来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和椎动中国的民主改革，

① {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荣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 1如6年 6 月

24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罔且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 1归6

年 7 月 6 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对先宣传中的政策问跑的指示). 1伺6 年 7 月 21 11; 
〈中央关于马歇尔 、 司徒宿费盘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辈的指示). 1如6 <~ 8 
)1 12 日; (中央关于圭方撤消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指示). 1阳7 年 1 j] 30H; (中共巾
央文件选的，第 16册，第 216 - 217. 230 - 231 . 2s9 - 260. m - 273. 397 - 398 页，
{揭露蒋介石拖中大tr和美国边谈边1I蒋的阴谋). 1946 年 8 月刀 11. (间恩来一九四

大年谈判立选).第 628 - 6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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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到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防范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和阻止美国

援助国民党政府。 在这两个阶段中，中共至少都部分地达到了目

的，尽管这并不都是因为中共执行其政策的结果。 不过在全面内

战爆发后，中共的收获并不仅仅在于利用马歇尔的调处推迟了美

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更重要的是中共领导人通过马歇尔的调

处得出结论，美国介入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都是相当有限的，

它不可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 这一判断对中共中央此后的战略性

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都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精心

考虑的产物，并不是对美国政策调整的简单的反应。概括地说，

除了美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外，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都还取决

于两党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估计，以及他们对国共力

量对比和两党斗争的发展趋势的看法。

与上述两点相联系的第三个结论是，从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

制定、执行、调整和结果看，可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政治局势的

影响是有力的，但也是相当有限的。 美国从介入国共斗争之日

起，便被国共两党根据各自的需要不断加以利用。马歇尔退出调

处肘，他没有能阻止中国爆发内战，也没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好

感。 蒋介石送给他一些赞美之词不过是因为怕得罪美国政府，中

共则公开抨击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国政府是在进行欺骗。马歇尔调

处的失败代表着 40年代后期美国介入中国内部斗争的失败，其

根源在于美国政府要管一件它根本管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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