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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邓 　野

内容提要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 :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

四军 ;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 ;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 ;王世杰、张治中、

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 ,又都为避

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 ,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

到控制之后 ,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

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 ,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

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 ,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 ,中共通过拒绝出

席参政会 ,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 ,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

中共条件 ,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关键词 　新四军 　国民党 　共产党 　第三方面 　参政会

抗日战争时期 ,国共两党分别遵行各自的政治学说 ,并且严格守护各自的核心利益 ,因此 ,两党

合作关系的建立 ,绝对是有条件的。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合作关系。一方面 ,双方对各自所持

的合作条件相互承认、相互接受 ,另一方面则又互为拒绝、互为抵制 ,既合作又对立。皖南事变的发

生 ,说到底 ,其实就是两党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 ,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一次集

中展现。

皖南的军事冲突发生之后 ,接下来便是它在政治上的反映 ,最后 ,全部问题归结为一点 :皖南的

这件事在政治上如何了结。

国共关于皖南事变的政治处理大体分为四个部分。其一 ,各自发出的政治信号 ,这个问题的实

质就是各自的基本立场 ;其二 ,两党关于事变性质的定性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事变的责任应由何

方承担 ;其三 ,两党对事态的控制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回旋留出余地 ;其四 ,双方开具的条件 ,这

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双方将以怎样的条件和方式妥协 ,从而继续保持合作。

由于皖南事变是对国共合作的一次严峻考验 ,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长期以来被各类论著反复

提出。相关论述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展开 :中共是如何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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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共一方的判断、决策、方针、措施等等 ,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政治总结。① 其局限在于 ,对于国

民党一方的材料很少采用 ,并且缺乏具体分析 ,因而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

本文将依据信号、定性、控制、条件四个要点 ,采用多方材料 ,反映多方意图 ,力求展开一次真正

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两道命令与两个信号

皖南事变始于 1941 年 1 月 6 日 ,14 日基本结束。从 1 月 15 日起 ,重庆军政高层人士开始磋商

新四军问题的处理方案。

军事委员会的会商时间定于 1 月 15 日上午。是日会议之前 ,参谋总长何应钦造访军令部长徐

永昌 ,徐记载 :“早间敬之来 ,研讨对新四军善后问题 ⋯⋯敬之主消灭原来之新四军 ,另为叶 [挺 ]编

一新四军 ,余极赞同 ,盖可藉此得以暴共党阴谋 ,使叶挺有地位 ⋯⋯”

何应钦字敬之。所谓另编一新四军 ,就是保留新四军之名 ,而去除中共领导之实 ,留名而去实 ,

这是蒋对付地方军阀通常采用的手段之一。何的这个意见得到徐的赞同。这个意见有两个要点 :

其一 ,何与徐此时尚无取消新四军番号之意 ;其二 ,何与徐此时亦无惩办叶挺之意。何应钦所以于

军委会会议之前私访徐永昌 ,就是要事先取得一致 ,然后使该意见在会议上得以通过。

接下来徐记载 :“九时半往军委会会商该问题。”然而会议召开之后 ,何与徐早间商谈的这个意

见未能成为主导性意见 ,主导意见出自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徐记载 :“健生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

命令 ,及其谋窜扰后方等之经过 ,即取消该军番号 ,叶挺交军法。”白崇禧字健生。白之意见其核心

也是两点 :取消新四军番号 ,惩办叶挺。这两点与何、徐早先“另为叶编一新四军”的拟议正相反。

从徐永昌的记载看 ,会议基本围绕白崇禧的意见展开争论 :“贵严恐与共党全面破裂 ,主妥协怀

柔。文伯相当附合之。余与敬之、为章则同意健生主张。”贺耀祖字贵严 ,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张治中字文白 ,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 ,文伯为笔误。刘斐字为章 ,时任军令部次长。这个记载表

明 ,围绕白崇禧方案 ,重庆军委会形成两派意见 ,贺耀祖、张治中主张妥协怀柔 ,而何应钦与徐永昌

则放弃了自己早间的意见 ,转而与刘斐一道支持白崇禧。

蒋当时居住于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 ,15 日下午 ,军委会诸人前往黄山向蒋汇报 ,何应钦、张治

中因故未到。徐永昌记载 :会议“仍为研讨对共军处理方案。余与程颂云、白健生、刘为章仍主公开

正面宣布之 ,贺贵严仍恐破裂。”程潜字颂云 ,时任副参谋总长。所谓公开正面宣布 ,指撤消新四军

番号和惩办叶挺这两件事应公开宣布 ,此即白崇禧上午的主张。尽管贺耀祖仍持异议 ,但加入程潜

的支持之后 ,白之意见已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在黄山官邸会议上 ,徐永昌的立场不仅已远离其早间的态度 ,甚至超出白崇禧意见范围。如果

说白案还仅限于军事 ,而此时的徐则将问题引向政治 ,主张在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徐说 :“政治

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 ⋯⋯尤其能公开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 ,

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 ,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

军者 ,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 ,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

用时间 ,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 ⋯⋯再迟恐至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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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乔木著《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 ,对毛泽东的处理过程做了系统研究。详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

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99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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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治上全破裂 ,就是主张终止国共合作。徐之三点意见 ,其核心就是国共合作被中共利用

于发展自身势力 ,因此合作对国民党不利 ,而破裂则有利。

这样 ,在 1 月 15 日下午的黄山官邸会议上至少提出三种意见 :其一 ,白崇禧的意见 ,主张撤消

新四军番号 ,将叶挺送军法审判 ,并公开宣布。但仅限军事 ,不涉及政治。其二 ,贺耀祖的意见 ,担

心与中共破裂。其三 ,徐永昌的意见 ,主张在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

从徐永昌的记载看 ,蒋对三种意见均未明确表态 ,其惟一的表态是 :“蒋先生主再考虑一夜”。①

亦即蒋还要做进一步的权衡。

经过 1 月 15 日上下午两次会议 ,尽管蒋尚未做最后裁决 ,但白崇禧方案已经成为主流意见。

由于白案主张公开宣布新四军事件 ,这就涉及到宣传问题。1 月 16 日 ,重庆党政军高层会商此一

问题 ,王世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参加了这次会议。王记载 :“今日军委会约集党政各有关机

关 ,研讨关于新四军问题之宣传方案。白健生、程松〔颂〕云等均主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叶挺

交军法审判 ,通缉项英 ,并宣示新四军之罪状。予主张不作公开声明 ,白健生反对。”②

王之记载表明 ,继是否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争论之后 ,在是否公开发布命令的问题上重庆高层再

度形成两派意见 ,这一回对立双方以王世杰与白崇禧为主。看来 ,两次争论的主角都是白崇禧。

重庆高层连续两日的争论于 16 日晚尘埃落定 ,是日晚蒋做出最终裁决。徐永昌记载 :“晚饭在

蒋先生处 ,有李德邻 (今日来)及 □、程、刘、张、白等 ,决定公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 (扰乱行为等) ,及

处理经过。”③ 也就是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15 日下午蒋曾表示“再考虑一夜”,以上决定即考虑的

结果。李宗仁字德邻 ,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专程来渝参加这次会议 ,并且会议所采纳的又是

白崇禧的意见 ,表明在新四军处理问题上 ,桂系起到了核心作用。

这一回王世杰是一位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尽管蒋已于 16 日晚做出公开发布命令的决定 ,但王

仍未放弃其努力。1 月 17 日王记载 :“今晨予往蒋先生寓邸 ,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

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 ,如有必要 ,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予所顾虑者 ,此种公开宣示 ,有促

成共产党军队叛变 ,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 ,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应顾虑。”

王要求以密电方式处理而非公开宣布 ,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此事的影响。王之意见未被蒋接

受 ,但却促使蒋就处理新四军问题的限度做出明确表态 ,蒋说 :“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

八集团军 ,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④

这是两条重要的设限。不涉及共产党 ,这是一条政治设限 ,也就是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不涉

及第 18 集团军 (八路军) ,这是一条军事设限 ,也就是新四军不牵扯八路军。事后证明 ,如果没有这

两条设限 ,国共合作便不能维持了。

当王世杰力求限制事态的同时 ,徐永昌却力求扩大事态。王于 17 日上午向蒋进言 ,徐则于当

日下午向蒋进言。徐记载 :“午后五时在蒋先生处研讨对新四军处理之命令及其他宣布等事 (关于

十八集团军在黄河南之违反命令部分 ,余以在新四军问题解决后 ,应有警告该军之处置 ⋯⋯) 。”⑤

警告 18 集团军 ,就是要将国共纠纷由新四军扩展至八路军。徐没有记载蒋的答复 ,但根据当

日上午蒋对王世杰的表态 ,徐的这个意见不可能为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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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徐永昌日记》,1941 年 1 月 17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17 日。

《徐永昌日记》,1941 年 1 月 16 日。徐记诸人当指程潜、刘斐、张治中、白崇禧 ,另一人待考。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16 日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编印。

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1 年 1 月 15 日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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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论 ,面对重庆党政军各方人士的多种主张与进言 ,蒋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一方

面赞成取消新四军番号 ,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涉及八路军 ;一方面否决了王世杰不公开发布命令的意

见 ,另一方面又否决了徐永昌“政治上全破裂”的意见。也就是说 ,蒋一方面赞成打压中共 ,另一方

面又不赞成放弃国共合作。这是一个两手政策。

经过三天紧张磋商 ,1 月 17 日傍晚重庆军委会发布命令 :“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 ,逆迹昭彰

⋯⋯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 ,交军法审判。”同时发表军

委会发言人谈话 :“此次事件 ,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①

所谓军纪问题有两个意思 ,定性与设限。也就是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 (中共) ,仅限新四军不涉

及八路军。这两点也是重庆向延安发出的信号。

本文以上论述 ,头一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重庆军政高层处理皖南事变的磋商经过 ,从而头一次

为重庆军委会这道命令的由来及其内涵 ,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注解。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如果说重庆方面曾有人提出全面破裂的意见 ,同样 ,延安方面也曾有过类

似意见。据胡乔木说 ,事变发生之初 ,毛泽东一度认为 :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 ,中共与蒋之合作

已经完结 ,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 ,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②

既然考虑推翻蒋 ,必然提出军政全面反攻 ,尤其是军事反攻。1 月 13 日 ,毛致电刘少奇 :“如皖

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 ,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③ 韩、沈当时分任江苏、山东

省主席。

毛关于军政全面反攻并消灭韩、沈两部的意见 ,1 月 15 日同时收到内外两方面的劝告。刘少

奇于当日致电延安 :国民党“在皖南消灭我军 ,蒋亦曾下令制止 ,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 ,

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这是指政治。关于军事 ,刘认为彻底消灭韩德勤部甚为困

难。基于以上两点考虑 ,刘建议 :“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反攻 ,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

外 ,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④

刘电的核心就是不赞成国共分裂 ,在此原则下 ,反攻是必要的 ,但必须是有限的 ,以政治为主而

基本不涉及军事。

同样是在 1 月 15 日 ,苏联方面提出了与刘少奇几乎完全相同的劝告。根据苏联档案披露 ,1

月 15 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在重庆造访了苏联大使潘友新。周说 :中共中央已指示发表对国民党政府

的抗议书 ,并下令中共所有武装力量在 10 天之内向曾经打过新四军的沈鸿烈和韩德勤将军的部队

发起攻击。

周恩来所以向潘友新通报延安的军政部署 ,尤其是军事攻击部署 ,无疑是奉延安之命 ,征询苏

方意见。潘友新这样回答 :“我认为 ,目前中共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 ,倘若中共对国民党主动展开

进攻 ,这只会促使中国内战扩大 ,于抗战不利。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

自甘受辱 ,必须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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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1941 年 1 月 15 日全权代表潘友新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记录》,转引自 A1M1 列多夫斯基著 ,陈春华等译 :《斯大林与

中国》,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91、29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刘少奇年谱》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26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10 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20 页。

《军委会通令》,1941 年 1 月 18 日《大公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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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友新的核心意思就是应全力维护国共合作 ,在此前提下 ,他赞成政治反攻而不赞成军事反

攻。这个意见与刘少奇惊人的相似。

毛对来自内外的两个劝告是如何考虑的 ,尚无具体材料披露 ,总之 ,结果是毛迅速改变了推翻

蒋的原方针。1 月 20 日 ,毛致电周恩来等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 ,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

能取守势。”① 将政治与军事加以区别 ,一攻一守 ,其实质无疑就是设限 ,必须有此设限 ,才能做到

既有反攻又不破裂。

1 月 20 日 ,延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

军长。”同时命令 :“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 ⋯⋯实行三民主义 ,遵循《总理遗嘱》⋯⋯”

当日 ,延安军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 ,就新四军事件的解决提出 12 条办法 ,其中包括取消 1 月

17 日的反动命令 ,惩办何应钦等 ,同时重申实行三民主义 ,服从《总理遗嘱》,等等。②

延安的命令有两个要点。其一 ,由重庆军委会明令撤消番号的新四军 ,延安军委会则明令重建

军部 ,两个军委会的两道命令 ,说明两者互不隶属。其二 ,由延安重新任命的这支军队 ,其名称与序

列仍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 ,既然保持这一序列 ,那么 ,延安与重庆之间 ,至少在名义上仍然具有一定

的隶属关系。既是互不隶属 ,又是互为统属 ,此即延安向重庆发出的信号 :既要独立 ,又要合作。

同样 ,延安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核心也是两点 ,一方面将重庆军委会 1 月 17 日命令称为“反动

命令”,这是一个否定 ;另一方面又重申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这又是一个肯定。否定与肯

定所传递的也是一个信号 :既要反攻 ,又有限度。

综上所述 ,国共党内都曾提出全面破裂的意见 ,但都被各自迅速制止。重庆与延安的两道命

令 ,相互传递出两个信号 ,一方面双方均摆出强硬的对抗姿态 ,另一方面 ,双方又都在对抗的范围上

做出限制。国民党基本限于军事 ,不涉及政治 ;共产党则基本限于政治 ,不涉及军事。双方的行动

范围正好相互错开。正因为双方都做出了各自的设限 ,从而避免了全面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讲 ,重

庆与延安的两道命令所发出的两个信号 ,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的默契。

定性与控制

重庆军委会 1 月 17 日命令发布之后 ,皖南事变随即公开化。1 月 18 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周

恩来那首著名的挽诗。当日 ,王世杰记载 :“新华日报于报端题‘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

煎何急’十六字 ,由周恩来署名 ,且系于检查局检查完毕后插入 ,自系故意违检 ,以示反抗。予通知

检查局 ,勿就此事对该报施行压迫。”③

周诗早为人们熟知 ,但周诗违检发表之后《新华日报》为何未遭报复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不甚清

楚。王世杰的日记解开了这个疑团 ,原来是在王的节制之下 ,新闻检查局没有采取报复行动。

王世杰在新四军问题上原本力主低调 ,在摸到蒋不愿扩大事态这一底线之后 ,王便在其宣传部

长职权之内 ,对所属各部门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在通知新闻检查局勿对《新华日报》施行压迫

之后 ,1 月 19 日王又记载 :“予于今晨复告中央通讯社 ,对于新四军事 ,不宜再发消息 ,刺激共产党

人。”④ 王的上述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使两党关系没有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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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19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18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 ,第 614、618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中卷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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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皖南事变已经公开 ,从 1 月 18 日起 ,重庆各方舆论开始介入评论。当日《中央日报》发表

社论 :“我们相信这次军事最高当局处理这事变 ,一定比我们更痛心、更惋惜。其心理与诸葛孔明挥

泪斩马谡 ,正复相同。新四军擅自行动 ,是反抗军令 ,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 ⋯⋯这不但与政治问题

无关 ,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 ,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①

社论实际上就是为重庆军委会 17 日的命令做解释 ,与政治无关 (中共) ,与其他部队无关 (八路

军) ,仅仅是一次维护军纪的行动 ,所谓“斩马谡”。

官方舆论的两条解释徐永昌并不接受 ,1 月 20 日徐记载 :“午后会报。关于十八集团军不服从

命令问题 ,诸人皆主不发表任何宣示 (日前在蒋先生 [处 ]谈话 ,诸人即系如此主张 ,蒋先生亦然) 。

余以为不当 ,一、今时正是与[中 ]共绝裂之时 (迨至战后使人民误会) 。二、军事的绝裂限于冀省以

南地区 ,政治绝裂要全面的 ⋯⋯”②

从徐的记载看 ,其关于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 ,以及将事态扩大到八路军的意见 ,至少提出两

次。但包括蒋在内的军委会“诸人”均不予采纳。但徐反复提出中共与八路军问题 ,表明在这两个

问题上其党内仍存在分歧。

或许为统一党内意见 ,1 月 23 日 ,国民党对外对内采取了两个动作 ,重申其不涉及中共和八路

军的方针。当日 ,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发表社论 ,集中从军纪的角度解释新四军事件。内

称 :“诸葛武侯斩马谡 ,则以马氏违反军令”,“韩复榘、石友三等辈破坏军纪 ⋯⋯天下皆曰可杀”,“这

次苏皖境内有一部分军队违反军令 ,擅自移动 ,罪在该军少数负责将领身上”。③

《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两篇社论 ,其核心都是为皖南事变定性 ,即军令军纪问题。所谓军令

军纪的定性则有两个意思 :其一 ,事件的责任 ,称新四军违令移动 ,责任便在新四军 ,“斩马谡”便是

维护军纪的正当处置。其二 ,事件的范围 ,既然是军纪问题 ,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不涉及政治 (中共)

和其他部队 (八路军) 。

官方在公开的谈话和宣传中 ,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设限所采取的是暗示方式 ,但在内部则明确了

这一设限。1 月 23 日 ,国民党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对各级党部下达一道宣

传指示 ,共两点 :其一 ,新四军问题“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其二 ,“各

言论机关 ,如有评述 ,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 ,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④

王世杰时任宣传部长 ,张治中时任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 ,这道宣传指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王与张的立场。

避免军纪成为政治问题 ,此一设限涉及若干具体问题。1 月 24 日王世杰记载 :“今午与蒋先生

谈共产党军队事。予力主勿封闭新华日报。蒋先生亦云 :对于共党 ,在军事方面须严 ,政治方面不

妨从宽。”⑤

封闭《新华日报》,大约指周恩来挽诗违检发表之后 ,有人主张封闭该报。然而《新华日报》一旦

被封 ,军纪问题必然演变为政治问题。蒋称对中共政治上从宽 ,等于认可了王“勿封”的意见 ,这与

早些时候蒋对王表示“不涉及共产党”的态度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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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24 日。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选组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376 页。

《贯彻军令整肃军纪》,1941 年 1 月 23 日《扫荡报》,第 2 版。转引自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1 年 1 —6 月) ,

台北 ,“国史馆”1990 年版 ,第 76、77 页。

《徐永昌日记》,1941 年 1 月 20 日。

《抗战的纪律》,1941 年 1 月 18 日《中央日报》,第 2 版。

邓野/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新四军问题既然公开 ,蒋本人便必须公开表态 ,从而向国内外表明其立场。蒋选择 1 月 27 日

在国府纪念周发表演说 ,此举无疑是皖南事变以来 ,重庆当局最具权威性的一次政策宣示。1 月 26

日王世杰记载 :“今日午后予与蒋先生商讨明日纪念周中之演说。对新四军予力劝蒋先生务于坚决

严厉之中 ,透示慈祥 □□之心理 ,并劝其勿涉及苏联。”①严厉与慈祥 ,无非是两手之意 ,王之建言

就是力求保留与中共的回旋余地。当然 ,王世杰这位温和派人士能够事先参预演说的商讨 ,这一点

本身就是蒋的倾向性的反映。

1 月 27 日 ,蒋在国府纪念周发表长篇讲话 ,为皖南事变定性定调。蒋的基调是淡化事件的政

治性质 ,从而淡化事件的政治色彩。蒋把事件定性为军纪问题 ,认为 :“性质很明白 ,问题很单纯 ,事

件也很普通”。蒋也是把解决新四军与解决韩复榘、石友三的抗命问题相类比 ,表示 :“并无其他丝

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现在新四军番号既已取消 ,这个问题自然是完全解决 ,再没

有其他问题了。”② 蒋称新四军问题很单纯已完全解决 ,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 ,不涉及中共与

八路军 ;其二 ,要中共接受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既成事实 ,吞下这枚苦果 ,事情就此了结。

蒋的意思毛当然读懂了。1 月 29 日毛致电周恩来 ,判断 :“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 (防御)

态度。”③皖南事变国民党是进攻一方 ,由进攻转入防御 ,此即事态的转换。在此判断的基础之上 ,

中共早已部署的政治反攻继续展开。当日 ,毛在政治局会议发表讲话 :蒋介石“现在宣称目前的问

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 ,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 ,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

的这种阴谋 ⋯⋯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是全局问题 ,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④ 外交

问题指这件事要闹到国际上 ,引起苏美的关注。

总之 ,蒋称军纪问题 ,毛称政治问题 ,蒋称单纯问题 ,毛称全局问题。此即毛对事变性质的定

性 ,也就是拒绝接受既成事实 ,拒绝吞下这枚苦果 ,拒绝就此了结。

在进一步明确反攻的同时 ,中共的底线亦更加明确。如前所述 ,1 月 17 日蒋曾对王世杰明确

表示不涉及中共与 18 集团军 ,而毛为国共合作是否破裂所设置的底线恰恰就在这里。1 月 27、28

日 ,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 :在蒋取消八路军番号 ,宣布中共叛变之前 ,我们暂不公开提出反蒋口

号。⑤ 反蒋即决裂 ,而是否绝裂 ,则取决于蒋在这两个问题上是否触及中共底线。

蒋在 1 月 27 日演讲中公开表示 ,新四军番号取消之后“再没有其他问题了”,此言等于公开承

诺不涉及八路军。为此 ,毛亦迅速做出反应。1 月 30 日毛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 ,指示 :

“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 ,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 ,不发

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⑥ 要求八路军保持沉默 ,限制八路军介入 ,就是有意识地避免新四军

牵扯八路军。

总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蒋介石关于不涉及中共与八路军的这两点意思 ,毛已意会 ,为此 ,

毛亦做出相应的规定 ,表示 :蒋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 ,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与中央军。⑦ 蒋

与毛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各自设限 ,同样可以理解为二人之间的政治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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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10 页。

《毛泽东年谱》中卷 ,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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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59 页。

《毛泽东年谱》中卷 ,第 262、263 页。

秦孝仪主编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4 (下) ,台北 ,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2002 年版 ,第 619 —636 页。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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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国共分别对事变的性质做出各自的界定。重庆判定为军纪问

题 ,延安则判定为政治问题 ,而如何定性 ,其实质就是事变的责任应由何方承担。如果是军纪问题 ,

其责任便在新四军 ,理由是新四军违抗北上命令 ,擅自向南移动。如果是政治问题 ,责任便在国民

党 ,理由是国民党排斥打击中共。此后 ,国共将围绕此一定性展开长期的争论。

毛将皖南事变定性为“全局问题”,但又排除了八路军的介入 ,也就是说 ,问题是全局性的 ,但反

击的范围则又是局部的。在这里 ,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就是既要有原则性 ,又要有灵活性。

总括而论 ,重庆与延安两个军委会的两道命令发布之后 ,双方的政治对立达到顶点。尔后 ,双

方均以多种方式释放出一定的缓和信号 ,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各自对八路军的设限 ,而这一设限则标

志着双方关系已转入可控状态。

外部力量对重庆政府的牵制

国共皖南冲突的发生 ,最大的受益方之一无疑是南京汪伪。1 月 18 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 :

“报载重庆解散新四军 ,并扣留军长叶挺 ,通缉副军长项英。国共火并 ,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

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 ,以至于完全合作 ,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① 把国共火并视为宁

渝接近乃至完全合作的一个转机 ,这是周佛海本能的第一反应。

1 月 22 日 ,汪精卫宴请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周佛海作陪。周记载 :“席间告

板垣 ,对于重庆解散新四军 ,吾人不可表示幸灾乐祸 ,使重庆立场因之困难 ,最好仅载事实 ,不作过

分宣传。众皆赞同。”②

周的意思是 ,汪宁“政府”处于国共的对立面 ,汪宁方面如果表示幸灾乐祸 ,将被中共抓住把柄

攻击国民党。周要求低调处理以减少重庆困难 ,就是帮助重庆过关之意。周的这个意见“众皆赞

同”,表明得到汪精卫和板垣的认可 ,这种认可反映了宁渝之间在中共问题上的政治默契。

汪伪在宣传上采取了低调 ,但日军并未停顿其进攻 ,1 月下旬 ,日军发动豫南战役 ,以汤恩伯部

为主要打击对象。那么 ,日军为何恰于此时打击国民党军 ? 这是国共日三方战略利益的反映。

皖南事变的直接起因是国民党强令新四军开往华北 ,这就触犯了日军的利益。2 月 7 日毛致

电周恩来 ,就豫南之役的起因这样判断 :“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 :‘华北是日本的

根据地 ,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 ,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③ 毛

的意思是 ,日军所以打击国民党军 ,就是要阻止国民党将新四军调往华北。

国民党方面也有人在研究是役的深层原因。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这样研判 :“豫南战事 ,有人

判断敌人企图在打通平汉路 ,我认为敌人无打通平汉路之企图。其目的不过在打击我汤恩伯部

⋯⋯使 N4A 依然残留于长江流域 ,操持国共两军摩擦之态势。”④ N4A 即新四军。必须将新四军

留在长江流域 ,才能保持国共摩擦 ,从中渔利 ,这是唐纵对日军豫南战役意图的判断。

国共对日军具体意图的判断不尽相同 ,但对日军出发点的判断则相差不多 ,此即日军不愿新四

军离开现区域。日军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 ,尚待研究 ,但仅就结果而论 ,日军在蒋反共之际对其实

施此一打击 ,实际上对蒋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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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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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之役前后 ,苏美两国开始介入国共纠纷 ,从而对蒋形成另一牵制。

此时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即将离任 ,由高思接替 ,但此一消息尚未宣布。1 月 24 日 ,在重庆军

委会会议上 ,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福尔根提出此事 ,并与国共纠纷联系起来。福尔根说 :美使即

将回国 ,“归去不来矣”。徐永昌问 :“是否调换新使”,福尔根肯定地回答 :“是撤使 ,非调换也。且云

美国极关心国共团结 ,今之撤使与中国太不利 ,更谓此种消息无讹 ,彼敢负责。”在披露此一消息之

后 ,福尔根对参加会议的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明确要求 :“应予十八集团[军 ]以攻击敌人命令 ,并

迁就事实 ,划给其作战地境云云。”

福尔根要求重庆军委会对 18 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 ,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曲线的方式对国共关系

的过问 ,意即新四军不能牵扯八路军。福尔根关于美国撤使的消息 ,意在施压。但是 ,作为苏联军

事总顾问 ,传递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则是不合适的 ,也是极易被识破的。当日会后 ,心存疑虑的徐

永昌特地向外交部长王宠惠核实此事 ,结果 ,福尔根这一“敢负责”的消息立即被证明为讹传。徐记

载 :“电话询王亮畴美使事 ,据称美国曾有电调换使节 ,我已同意其新使高斯矣。”① 也就是说 ,美方

是换使而非撤使。此一消息的澄清 ,福尔根的施压很难说起到了积极作用。

数日之后福尔根被苏联方面解职 ,其军事总顾问一职由新任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兼任。关

于福尔根被解职的原因 ,王世杰记载 :“苏联撤换其在华军事总顾问 ,拟以武官崔可夫代之。此事显

亦与新四军问题有关 (据张冲云 ,苏联政府对于现任总顾问之不满 ,系因其未将新四军事件事前详

报) 。”② 未能事前详报指事前失察。张冲的消息表明苏联方面是相当认真地看待皖南事变的。

1 月 25 日 ,苏联大使潘友新当面向蒋提出了新四军问题。不过 ,来自美国方面的意见对蒋的

施压作用更为明显一些。

2 月 8 日 ,蒋在官邸会见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 ,居里首先转达了罗斯福这样一个口信 :“予自万

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 ,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 ,无甚区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

态度 ,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 ,相异者少。”所谓相类者多 ,意即国共合

作是有基础的。

蒋称中共为第三国际服务 ,意即中共并非罗斯福所说的社会党。蒋还称中共在宣传上能将一

分说成百分。居里说 :“共党为宣传能手 ,本人同意此言 ⋯⋯复有美人史诺及史沫特莱等为之撰著

专书 ,以广流传 ,一般自由主义倾向之美人 ,受其影响甚大 ,因此闻中国内部发生摩擦 ,有发生内战

之虞者 ,咸感不安 ,因而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诚。”③ 谈话结束时 ,居里提出与周恩来见面的要求 ,

蒋表示同意。居里是以考察中国财政经济的名义访华的 ,以为美国的援华拨款做准备。然而与蒋

的头一次谈话主题却是国共合作 ,并提出与周恩来见面 ,居里的这种方式事实上构成一种暗示 :美

援与国共合作互为联系。

2 月 10 日蒋第二次会见居里。蒋首先问 :阁下已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现状否 ? 而居里仍将话题

导入中共问题 ,他说 :中共的宣传在国外造成两种印象 ,“史诺在报端发表 ,谓新四军在皖死伤九千

人之多 ,此其一。共党对一般农民则爱护备至 ,此其二。以此二者 ,美国一部分人心理受其影响而

发生同情之反响。”这一回居里直接提出了新四军问题。由于居里一再提到国共纠纷 ,蒋亦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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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 (1)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1981 年版 ,第 542 —545

页。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1 月 30 日。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 ,并兼任军委会顾问处处长 ,负责与苏联顾问

的日常联络。

《徐永昌日记》,1941 年 1 月 24 日。王宠惠字亮畴。福尔根又作沃尔根 ,即卡恰诺夫的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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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余可向罗斯福总统保证 ⋯⋯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① 另外 ,居里反复提及斯

诺等人 ,表明其在美国的宣传活动收到成效。

由于已征得蒋的同意 ,2 月 14 日居里会见了周恩来。据载 :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 ,不愿

内战扩大。周则表示蒋若不改变反共政策 ,将引起国内战争 ,使抗战熄火 ,日本南进。② 二人谈话

的详细记录未见披露 ,但以上几句话足以反映全部问题的实质。

所谓南进 ,指日军向南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苏联所以支持中国抗战 ,其意图是要将日军拖

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北进 (进攻苏联) ,同样 ,美国所以支持中国抗战 ,其意图也是要将日军拖在中

国战场使之不能南进。而日军能否由中国战场抽身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战场的抵抗力度 ,而中

国战场的抵抗力度 ,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共合作。

以上关系弄清楚之后 ,周恩来的意思也就读懂了。此即美国必须迫使蒋改变反共政策 ,防止国

共内战 ,如此才能避免抗战熄火 ,从而使日军不能由中国战场抽身南进。周将国共合作与日军南进

联系起来 ,也就是将中共问题与美国的最高利益联系起来 ,促美压蒋。

居里在与周恩来谈话之后 ,的确曾进一步过问国共关系。2 月 21 日 ,居里会见徐永昌 ,徐记载

了二人的谈话要点 :“午前九时 ,居里偕麦克猷来。居曾询 :一、近二年中国游击队似不若抗战第一

年有成绩 (告以因中共军队妨害国军所致) 。二、关于新四军之解决 ,美国所闻以为事件颇大影响 ,

亦严重 (告以中共行为只能增加我抗战之困难 ,决不危及我抗战 ⋯⋯) 。三、可否划与区域 (告以正

因其不就指定区域而解决其一部) 。四、是否尚发给饷弹 (告以必待其服从命令方能发给 ⋯⋯) 。”③

在这里 ,居里对中共问题的提出较之与蒋的谈话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徐之答复并不重要 ,重要的

是 ,一位考察财经问题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 ,其所提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财经范围 ,不仅直接提出新

四军问题 ,而且具体提出中共的作战区域与饷弹问题。居里的提问等于再次告诉重庆当局 ,其来华

考察的范围并不仅限财经。

归纳起来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日军随即对蒋发动军事打击 ,苏美两国先后出面干预 ,从不同角

度对蒋构成多种牵制。来自各方的牵制其出发点各不相同 ,但说明的问题却可归结为一点 :至少这

一回蒋的反共行动未能得到任何一方的鼓励与支持。另一方面 ,蒋本人的确也还没有彻底破裂的

打算 ,这样 ,在两党关系下滑的态势得到控制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双方如何转圜 ,而转圜的核心

实际上就是一点 :双方开具的条件。

开价与还价

成立于 1938 年的国民参政会 ,既无立法权更无执行权 ,仅有一定的议政与建言权 ,因此 ,参政

会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聚集点。根据章程 ,一届参政会在召开五次大会之后 ,于 1940 年 10 月届

满 ,二届一次参政会定于 1941 年 3 月 1 日召开。

参政会尽管职权有限 ,但却是一个各党派政治聚会的场所 ,因而也是一个展示各党派政治关系

的场所。二届一次参政会的召开 ,恰逢皖南事变之后 ,国共裂痕到底能否弥合 ,将通过此次参政会

接受公开的检验。由于此次参政会恰好具备了这样一个特殊功能 ,为此 ,参政会自成立以来头一次

31

①

②

③ 《徐永昌日记》,1941 年 2 月 21 日。麦克猷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492 页。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 (1) ,第 546 —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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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政治的聚集点。

作为一个眼观全局、未雨绸缪的政治家 ,毛早已注意到此次参政会将有文章可做。2 月 7 日毛

致电周恩来 :蒋介石“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 ⋯⋯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

察 ,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 ⋯⋯参政会又快要开了 ,非想个妥协办法。”① 毛的意思是 ,蒋在军

事行动结束之后 ,接下来便是政治上如何收场 ,而政治收场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蒋能否在参政会获

得一个圆满结果 ,因此 ,为应付参政会 ,蒋“非想个妥协办法”。

基于以上研判 ,中共迅速锁定参政会 ,展开新的一轮政治反攻。2 月 15 日 ,毛泽东、陈绍禹等

七位中共参政员联名致电参政会秘书处 ,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惩办何应钦等 12 条要求 ,然

后表示 :“在政府未予裁夺前 ,泽东等碍难出席。”② 此即删电。删电的核心是 ,将国民党是否接受

12 条 ,与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直接挂钩。2 月 19 日 ,周恩来将删电送交参政会秘书处。通过删电 ,

中共再一次就皖南事变的政治了结 ,正式提出自己的条件。

中共 12 条最初提出于 1 月 20 日延安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 ,1 月 25 日由周恩来面交张冲。但

中共条件提出近一个月 ,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反应 ,证明中共的方式方法未能击中要害。删电的提

交等于表明 ,国民党如拒绝 12 条 ,中共将拒绝出席参政会 ,而中共如拒绝出席 ,将使国共裂痕向国

内外进一步公开 ,重庆当局将遭受更大的内外压力。这一回删电击中了要害 ,国民党方面立即躁动

起来。

王世杰此时除担任宣传部长外 ,另一重要职务即参政会秘书长 ,主持参政会日常工作。2 月 19

日王世杰记载 :“毛泽东、陈绍禹等七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 ,谓彼等对于新四军事件 ,已提有惩

罚何应钦、顾祝同及取消中央处理此事命令等主张十二款 ,在政府未予裁夺以前 ,不能出席参政会。

毛等此种表示 ,似系借此要胁〔挟〕。予托张冲转告周恩来 ,告以如此做法 ,只促成破裂 ,决不能威吓

中央 ,盼其将来电撤回。”③ 张冲与刘斐此时担任与中共的日常联络。

2 月 20 日周恩来致电延安 :张冲从昨晚至今午 ,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 (按 :

指删电)两天 ,以便他从中奔走 ,请蒋约我谈话 ,我均严词拒绝。④ 然而张冲传回王世杰的则是一出

入较大的消息 ,2 月 24 日王世杰记载 :“午后张冲来参政会 ,谓共产党有撤回毛泽东等致参政会删

电 ⋯⋯之意。”⑤ 张冲的此一消息究竟是对周恩来意思的误解 ,还是为争取斡旋时间而编造的善意

的谎言 ,尚待考证。总之 ,王世杰获此消息之后 ,随即与蒋磋商关于中共出席参政会的开价。

参政会原采议长制 ,由汪精卫与蒋先后任议长。一届会议于 1940 年 10 月届满之后 ,决定将议

长制改为主席团主席制 ,由五位人士共同担任主席。改制的意图是 ,接纳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

加 ,以改变国民党的独裁形象。关于五位主席人选 ,蒋是其中之一 ,另有一人内定为无党派人士 ,而

剩下的三位党派人选尚未确定。

2 月 16 日王世杰记载 :“今晨与蒋先生谈及参政会主席团事。蒋先生嘱先征左舜生、张君劢意

见。”⑥ 左、张时任青年党、国社党领导人 ,先征左、张意见 ,也就是二人已被列入主席团候选人。现

在 ,仅剩一个党派人士席位尚未确定。

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2 月 16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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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日记》,1941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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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冲 24 日传回中共可能撤回删电的消息后 ,参政会主席团所剩下的一个人选亦随之明朗起

来。2 月 25 日 ,王世杰与蒋磋商此问题 ,并向蒋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王记载 :“今晚与蒋先生商

参政会主席团人选。予谓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希望有一人加入主席团 ,是否可将毛泽东列入。”但王

关于毛的提名立即被蒋否决 ,“蒋先生谓如选共产党党人 ,仍以周恩来为宜。”①

蒋在毛与周之间的这一选择 ,其深层的考虑本文暂不论及。总之 ,蒋与王的此一磋商 ,实际上

就是国民党方面为中共出席参政会而准备的开价。也就是说 ,中共如果撤回删电而出席参政会 ,中

共人士即可列入主席团人选。

2 月 26 日晚王世杰约见周恩来。王记载 :“今晚予约周恩来在参政会秘书处面谈。予告以

(一)国共关系 ,不能善化则必然恶化 ; (二)参政会行将集会 ,可使局势善化 ,亦可使局势恶化 ; (三)

共产党毛泽东等参政员致秘书处删电提出十二款并表示不能出席 ,是使局势恶化。故予盼其将原

电稿撤回。周答称国民党正加紧反攻 ,故共产党觉出席参政会亦无益。但彼愿电延安再答复。”②

王的核心意思是要求中共撤回删电而出席参政会 ,但二人显然未谈拢。王似乎未向周透露交

换条件 ,即中共撤回删电便可入选主席团 ,不过王此次出面见周的意图 ,无疑是开价内定之后 ,亲自

评估成交的可能性。

参政会数日之后即将开幕 ,而中共是否出席仍不确定 ,在此情况下 ,蒋启用了一位说客 ,游说中

共 ,此即第三方面。

关于第三方面在本次参政会期间展开政治斡旋的经过 ,当年 ,梁漱溟在香港撰文予以详细披

露。据梁记载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为调解国共纠纷 ,由梁执笔起草了一个四条方案 ,2 月 24 日 ,经

张澜、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多人签名之后 ,成为第三方面正式的调解方案。

该四条核心是二条 :其一 ,此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其二 ,由各方面组成一个委

员会 ,解决国共纠纷和其他问题。委员会又称特种委员会或党派委员会 ,由国共和第三方面共同组

成 ,一旦成立 ,第三方面便可在中国政治中发挥实际作用 ,因此组建特种委员会才是第三方面真正

的着眼点 ,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所在。

2 月 25 日 ,梁漱溟等就该案与周恩来磋商。梁记载 ,周恩来表示 :“四条主张甚好 ,若得当局接

受 ,则他们出席 ,亦即不成问题。”③ 周未经请示延安即明确表示当局若接受四条中共即可出席参

政会 ,周所以敢于做此承诺 ,无疑是基于一个判断 :当局不会接受四条 ,尤其是特种委员会。

在从中共方面拿到此一承诺之后 ,2 月 27 日 ,黄炎培、张君劢、张澜等见蒋 ,向蒋面交四条。黄

炎培记载 :与蒋“谈组织特种委员会事 ,甚洽”④。这就是说 ,对于第三方面所提条件 ,尤其是特种委

员会 ,蒋采取了相当爽快的合作态度。

以蒋的政治经验而论 ,他完全明白第三方面的核心利益在特种委员会 ,蒋所以满足其此一要

求 ,就是要以此抓住其核心利益 ,从而将其吸引过来。在蒋做出此一承诺之后 ,问题也就回到中共

一方。现在 ,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中共如不出席参政会 ,特种委员会也就难以成立 ,为此 ,第三方面

必然全力动员中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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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 5 辑) ,1941 年 2

月 27 日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梁漱溟 :《我努力的是什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梁漱溟全集》第 6 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63 页。

梁文于 1941 年 9 —11 月在香港《光明报》连载。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2 月 26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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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 月 27 日为标志 ,第三方面成为蒋的说客。蒋的此一策略 ,就是将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与

是否成立特种委员会互为挂钩。此一挂钩事实上成为蒋与第三方面的交换条件。

在与蒋“甚洽”的谈话结束之后 ,梁漱溟等随后约见周恩来、董必武 ,“与周董切实商讨 ,请其撤

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迄未同意 ,仅允电延安请示。”① 通知书指删电。这就是说 ,在

蒋满足第三方面要求之后 ,其立场立即发生变化 ,反过来要求中共撤回删电。

27 日 ,周、董致电延安 ,报告与第三方面的商谈情况 ,表示 :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

政会 ,我们决不上当。他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 ,我们也决不交换。② 周将

党派委员会 (即特种委员会)视为蒋与中共的交换条件 ,此时 ,周尚不知蒋已安排了与中共的另一交

换 ,即选举周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如前所述 ,蒋与王世杰 25 日晚已基本内定此一安排 ,但并未向

外披露 ,因为 ,同样一个方案 ,提出的方式不同 ,其效果与作用也就不同。蒋还在待价而沽。

2 月 28 日 ,参政会开幕前一日 ,各方斡旋达到最高点。是日上午 ,褚辅成、黄炎培等见蒋 ,王世

杰在座。王记载 :“今晨褚辅成、黄炎培诸人复向蒋先生提议 ,选举周恩来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

一。蒋先生应允 , □以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大会为条件。予亦力赞其议。”③ 这就是说 ,关于周恩来

的此一安排 ,出自第三方面“提议”,然后蒋再予以“应允”。既然蒋接受了此一条件 ,这样 ,蒋也就有

足够的理由提出反条件 :中共必须出席参政会。按照交易规则 ,蒋明确开出与中共的交换条件。

黄炎培也记载了当天的谈话 :上午“十一时再进见委员长 ⋯⋯委员长对特种委员会完全同意 ,

嘱起草规程 ,并拟议人选 ,容纳各党派 ,内包中共。惟对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 ,如决定不出席 ,惟有

根本决裂。”④

王世杰与黄炎培均为当日在场的直接当事人 ,王仅记载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一事 ,而黄则仅记

载了特种委员会一事 ,反映了二人不同的关注点。其实 ,两者都是蒋针对中共走出的两步棋 ,不同

的是 ,一步走直线 (主席团) ,另一步则走曲线 (委员会) 。

这样 ,2 月 27、28 两日之内 ,蒋接连开出两张支票 :其一 ,同意第三方面的提议 ,设立特种委员

会 ;其二 ,同意第三方面的提议 ,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候选人。二项承诺的直接对象都是第三方面 ,

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其吸引。

蒋要求黄炎培等起草特种委员会章程并拟议人选 ,愈是催促此事 ,愈具诱惑作用。在将对方的

欲望充分调动起来之后 ,蒋再变换一个面孔 ,厉言中共如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显然 ,国共如果

根本决裂 ,特种委员会也就没有意义了。先哄后吓 ,一拉一打 ,在蒋的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之下 ,第

三方面的立场开始转向。28 日由蒋处辞出之后 ,黄炎培等随即约见周恩来等 ,“告周、董、邓 ,认为

此是分水岭关头 ,促其最后注意”⑤。所谓分水岭 ,就是把蒋的“根本决裂”一语换句话说出。

关于第三方面此次立场的动摇 ,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后来在一报告中这样指出 :第三方面最

初“提出四项意见 ,其中主要者为 :参政会必须共党出席 ,要求设立各党派委员会 ,以调解国共关系

与商讨国家大计 ⋯⋯他们原来准备万一当局不能接受 ,即不出席参政会 ,后见当局极表同情 ,并请

他们来劝我出席 ,故他们转而来劝我出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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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南方局统委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1942 年 7 月)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 76、77 页。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 年 2 月 28 日。周、董、邓指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 年 2 月 28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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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准备不出席转而劝告中共出席 ,第三方面的立场都是以特种 (党派)委员会成立与否为依归。

由于蒋抓住了其核心利益 ,这样 ,至少在本次参政会 ,第三方面未能成为中共的同盟军。

2 月 26 日 ,毛曾致电周恩来 ,判断 :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 ,“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

了”①。这一回毛低估了蒋 ,蒋并未手忙脚乱 ,而是为中共布下圈套。

参政会对弈

蒋于 28 日上午明确开具交换条件之后 ,国民党方针随之明确。当日下午 ,国民党籍参政员召

开党团会议 ,黄炎培记载 :“是日下午 ,国民党召集党员为参政员者提出主席五人候补 ———蒋委员

长、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周恩来 ,如共党不出席 ,则改选吴贻芳。”② 由于国民党在参政会居于

绝对多数 ,国民党这个方案 ,实际上就是参政会方案。

3 月 1 日上午 ,二届一次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日大会的一项主要议程 ,就是选举主席团主

席。是日清晨大会召开之前 ,周恩来告诉通宵在中共办事处坐候消息的黄炎培和梁漱溟 ,由于延安

复电未到 ,中共不便出席。梁记载 :二人正欲前往参政会 ,“忽于电话上 ,蒋公亲语黄先生 ,嘱我们代

表他 ,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 ⋯⋯我们只得再跑去劝驾 ,他们自然不肯来”。反复辗转两党之

间 ,第三方面的情绪肯定要发生变化。

当黄、梁二人到会时 ,大会已经开幕 ,由于中共参政员未到 ,“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

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 ,将下午大会停开 ,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

为是等到他们出席后 ,便可选出周恩来参加主席团。”③

停开大会以候中共的建议出自王世杰 ,王记载 :大会“开幕后 ,本拟即时举行主席团之选举。予

以共产党参政员既尚称方待延安回电 ,遂临时商得蒋先生同意 ,将选举延至明晨举行。”④

参政会停开 ,意味着国共围绕参政会的对决即将摊牌。延期动议通过之后 ,当日中午黄炎培等

再见周恩来 ,黄记载 :“及决议展期 ,复偕君劢于十一时半转达周等 ,作最后之劝告。”⑤ 所谓最后之

劝告 ,意即第三方面的调停将告结束。

3 月 1 日周恩来致电延安 :“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 ,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 ,昨夜

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 ⋯⋯最后延期一天 ,蒋被打得象落水狗一样 ,无精打采的讲话。全重

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 ,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

央。”⑥ 周称得了大面子 ,表明周估计时局仍然是有利的。

3 月 2 日毛复电周恩来 :“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 ,反复讨论 ,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

我屈服 ,我若出席 ,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 ,立场全失 ,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

理 ,一切文章不能做了 ,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⑦ 毛的意思是 ,中共如果无条件出席 ,等于自动

放弃 12 条 ,以后的文章便不好做了 ,因此必须有条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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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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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年谱》中卷 ,第 279 页。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497 页。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 年 3 月 1 日。

《王世杰日记》,1941 年 3 月 1 日。

《梁漱溟全集》第 6 卷 ,第 164、165 页。董、邓指董必武、邓颖超。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 年 2 月 28 日。

《毛泽东年谱》中卷 ,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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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示让步 ,3 月 2 日 ,中共又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一新 12 条 ,以此作为出席条件。其中包括

第 18 集团军之外再编一集团军 ,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等等 ,最后一条是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

席团。中共将此一要求列在最后一条 ,这是在告诉蒋 ,中共并不看重此一职位。

梁漱溟记载 :“3 月 2 日黎明 ,我同黄先生又用电话询问周君。复言延安电报已到 ,我们正色然

而喜 ,却不料其又有十二条的提出。”“同人皆感失望 ,不能赞一词。”① 另一当事人黄炎培记载 :3 月

2 日晨“七时二十分 ,送到周、董、邓函 ,提出新十二条 ,在未接受未得保障以前不出席 ⋯⋯此事遂告

一段落。我认为此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否则条件亦已优厚 ,在往时求之不得了。”②

从“促其最后注意”,到“作最后之劝告”,再到“不能赞一词”,第三方面倾向与情绪的变化是清

楚的。总之 ,当周恩来认为中共得了大面子之际 ,由于第三方面转向 ,参政会的局面正在发生逆转。

3 月 2 日上午 ,参政会选出蒋中正、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吴贻芳五人为主席团主席。

3 月 5 日毛在政治局发表讲话 :“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 ⋯⋯这一次我党周

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 ⋯⋯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③ 从数日

之前的“大面子”骤变为“孤军”,此即情况变化的反映。

3 月 5 日晚 ,张群告诉梁漱溟一个消息 :“蒋公定于明天 (6 日) 亲自代表国民政府 ,向参政会宣

布共产党事件。”张群所以向梁透露此一消息 ,就是要将梁再一次调动起来。当晚梁再访周恩来并

提出两条意见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 ⋯⋯所以我来请教你 ,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 ,俾

大局从此转圜。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④

所谓委员会就是特种委员会。梁要求中共集中商讨委员会 ,意即劝告中共放弃 12 条 ,此一要

求再次反映了第三方面与中共之间不同的政治利益。中共的双 12 条 ,其核心都是新四军 ,问题在

于 ,新四军与第三方面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相反 ,特种委员会由于第三方面可以参加 ,因而在一

定程度上直接体现了第三方面的现实利益。正因为蒋抓住了这一点 ,不仅将第三方面吸引过来 ,并

且将其反复调动起来。由于梁之要求不可能为周接受 ,因此第三方面与中共的距离将进一步拉开。

3 月 6 日 ,蒋在参政会发表讲话 ,集中攻击中共的双 12 条 ,同时攻击中共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

件这一方式 ,称此要求是“要在国民参政会有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权利 ,而政府在参政会中对各党

派和无党派的参政员 ,不得与中共有一律平等的待遇”⑤。在这里 ,蒋把中共的出席条件与各党派

的平等联系起来 ,以平等的名义孤立中共。

在蒋的诱导之下 ,本次参政会最具看点的一幕发生了。3 月 6 日下午 ,针对中共的出席条件 ,

由无党籍参政员王云五领衔提出一项议案 ,表示 :“本会为国民参政机关 ,于法于理 ,自不能对任何

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 ,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 ,以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⑥ 该提案当即被

参政会全票通过。

由无党籍的王云五领衔提出该案 ,意在体现该提案超党派的中立性质 ,其实 ,王云五在提出之

前曾与国民党方面磋商。王世杰记载 :“此项决议案系王云五提出 ,事前经予与商洽。”⑦ 可见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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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超党派。该案被中共称为反共决议。

中共的双 12 条 ,其条件本身是向政府提出 ,本来 ,接受与否只应由政府回答。但是 ,中共双 12

条所具体提交的单位 ,则又是参政会秘书处 ,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向参政会提出。王云五提案之巧妙

便在于 ,将一个本应由政府回答的问题以参政会的名义接过来 ,然后 ,依据参政会章程 ,再以参政会

的名义予以拒绝。因为 ,参政会作为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议事机构 ,当然不能接受任何党派

的出席条件。况且 ,18 集团军之外再编一集团军等等要求 ,也是参政会无权解决的。

参政会此一议案的通过 ,将新四军问题复杂化 ,也使国共对峙的态势复杂化。

中共的双 12 条其实质是新四军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王云五提案从现象上看 ,它所否决的并

非中共条件本身 ,而是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件这一方式 ,但实际上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 ,参政

会的否决 ,等于否决了中共的双 12 条。问题在于 :中共的双 12 条如果仅仅被国民党拒绝 ,那么 ,只

是一对一的局面 ,现在则是被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体拒绝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对峙的

态势 ,把蒋从一度十分孤立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更为重要的是 ,中共的双 12 条 ,它是中共为皖南事

变所发动的政治攻势的主要体现 ,而参政会的否决 ,等于为蒋抵挡并化解了这一攻势。

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件 ,仅就方式方法而论确有不妥之处 ,此后 ,中共不再采用这一方式。

中共对时局的观察与评估

参政会临近闭幕之际的一项主要议程是选举驻会委员 ,所谓驻会委员 ,亦即具有一定的常委性

质。先前 ,在中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 ,周恩来被排除主席团人选 ,这一回又将如何 ?

3 月 8 日王世杰记载 :“今午予与蒋先生商参政员驻会委员人选 ,予力主仍应令共产党参政员

董必武选入。蒋先生应允。”① 这项安排显然是保留余地之意。

3 月 9 日参政会选出 25 位驻会委员 ,其中包括董必武。10 日 ,二届一次参政会闭幕。

3 月 12 日 ,毛在政治局发表讲话 ,认为此次参政会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政治局会

议决定 ,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② 所以不理而不是反击 ,显然是投鼠忌器 ,避免伤及第

三方面 ,从而避免为渊驱鱼 ,为丛驱雀 ,把这批人推向国民党。

当然 ,不理并不等于完全沉默。3 月 16 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 :“现当国民党及政府当局

决心反共之时 ,无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与否 ,国民党及政府当局利用参政会作为破裂反共工具的政

策绝不会有所改变 ⋯⋯就是说 ,参政会此次绝不能不成为政府实行反共计划的御用工具。”③ 反共

的御用工具 ,此即中共对本次参政会的政治定性。

第三方面这一回充当了蒋的说客。黄炎培对中共坚拒出席参政会甚为不解 ,认为蒋之开价“条

件亦已优厚 ,在往时求之不得了”。问题在于 ,蒋之优厚条件是在皖南事变的背景下开出的 ,目的是

要将国共裂痕敷衍过去。而中共所以提出蒋不可能接受的双 12 条并坚拒出席参政会 ,就是不能让

蒋把皖南事变敷衍过去。毛的总体意图是这样的 :“只要此次高潮下降 ,‘剿共’停顿 ,将来再发动高

潮 ,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 ⋯⋯”④ 黄与毛之区别便在于 ,黄着眼于局部与眼前 ,毛则着眼于全局

与将来 ,因此双方对问题的认识必然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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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提案所以能够全票通过 ,关键在于第三方面投了赞成票。① 所以出现此一局面 ,关键

又在于蒋满足了其核心要求 ,同意设立特种委员会。也就是说 ,蒋对第三方面的开价 ,这才是“往时

求之不得”的。这一回蒋充分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 ,不仅将第三方面吸引过来 ,而且将其反复

地调动起来。

尽管如此 ,中共对第三方面的基本定位并未改变。3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在一政治情报中指出 :

“中间阶层在这次斗争中的立场 ,是动摇不定的 ,但依然处在中间地位。”“这些中间派可以大体分为

三类 :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如救国会及第三党 ,与我最接近 ,是最同情我们的 ;一是民族资产阶

级的代表 ,如黄炎培、张澜等 ,对大资产阶级不满 ,但在紧要关头 ,便成和事佬 ;一是失意政客 ,如张

君劢、左舜生等 ,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 ,得了参政会主席团时面目就变了。但

因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所以仍是一种中间地位。”②

这些话的核心意思是 ,无论第三方面如何动摇 ,但其作为具体的政治党派 ,天然具有反对国民

党一党制的政治本质 ,因此从本质上讲 ,第三方面不可能完全倾向国民党 ,而仍然居于中间地位。

国共各自开具的参政会出席条件 ,其实质就是各自开具的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双方在

这场条件对决过程中 ,由于中共条件被参政会全票否决 ,从现象上看 ,蒋似乎成为胜出的一方 ,但毛

并不这样看问题。

国共的出席条件 ,其实质之一就是各自为皖南事变的定性 ,亦即军令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中共

如果无条件出席参政会并接受主席团主席一职 ,只能证明国共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裂痕 ,这样 ,皖

南事变实际上便归结为蒋之定性 ———军令问题 ,与马谡或者韩复榘等性质相同。

中共的双 12 条 ,其真正的意图就是要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3 月 12 日毛致电周 :

“我们的攻势 (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 ,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 ,却把问题公开了 ⋯⋯蒋原欲把问

题缩小 ,现在却扩大了 (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 。”③ 把蒋对问题的定性改变过来 ,

此即中共的收获。

其实 ,还在中共的条件提出之际 ,毛就根本没有指望蒋能够接受。2 月 14 日毛向周恩来交底 :

“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 ,他是不会承认的 ⋯⋯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 ,使他不能再进攻了 ,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④

把蒋打到防御地位 ,此即毛对全部问题的着眼点。

那么 ,经过参政会的较量 ,毛对国共之间的攻防态势怎样评估 ? 3 月 12 日毛致电周 :“蒋六日

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 ,我们七参政员齐电 ,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 ,这种

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 ,就是所谓拖。”毛继续分析道 :蒋 3 月 6 日的演说是“一种阿 Q 主义 ,骂我

一顿 ,他有面子 ,却借此收兵 ,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⑤

在董必武拒绝出席的条件下 ,却选举董为驻会委员 ,毛将此举视为“收兵”。收兵标志着蒋已被

打到防御地位 ,这样 ,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已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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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东年谱》中卷 ,第 282 页。齐电指参政会否决中共出席条件之后 ,3 月 8 日毛等复参政会秘书处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30 页。

《毛泽东年谱》中卷 ,第 282 页。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六大以来》上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159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称 ,中共 12 条提出之后 ,“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第 1 卷下册 ,中共

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729 页) ,不知根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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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两党合作能否继续 ,成为中国政治的

焦点。周佛海在参政会闭幕之际写下这样一段日记 :“渝方与共党已公开决裂 ,共党代表不出席参

加〔政〕会 ,则提出要求多种 ,蒋向不公开指责共党 ,此次在参政会演说 ,竟公开攻击。此时渝共决

裂 ,两均不利。”① 从汪伪的视角看问题 ,周佛海尚且懂得渝共决裂两均不利 ,这就足以说明 ,合作

仍然是国共的最高利益。周佛海尚且明白这个道理 ,当然 ,毛与蒋更能体察其中的利害。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苏美均进行过干预 ,但是 ,国共合作所以没有破裂 ,说到底 ,还是因为两党

的两位主帅实际上都没有彻底决裂的打算与决心。正因为如此 ,双方在摆出强硬姿态 (两道命令)

的同时 ,又都采取了相应的设限措施 (八路军) ,从而为合作留下余地。

重庆当局在皖南事变的善后处理过程中 ,蒋的身旁始终围绕着两个集团 ,一个是何应钦、白崇

禧、徐永昌、刘斐为主的强硬派 ,另一个是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张冲为主的温和派。蒋则居中 ,

反复地运用这两派力量 ,对中共实施两手政策 ,一打一拉 ,再打再拉。

但是 ,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那样 :“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 ,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

垒。”② 蒋所以能够局部攻开第三方面的堡垒 ,但却始终攻不开中共的堡垒 ,根本原因便在于 ,毛同

样采取了两手政策 ,以打对打 ,以拉对拉。

3 月 18 日 ,毛为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的通知 ,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做出总结。

毛指出 :“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

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 ;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 ,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

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③

在这里 ,毛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分作三个阶段 :开始、高峰、退兵。总括而论 ,从 1 月 17

日重庆军委会的命令到 3 月 18 日毛的通知 ,历时两个月 ,这是皖南事变政治收场的阶段。在此期

间 ,双方围绕新四军问题的解决条件 ,展开了反复的较量 ,最终 ,互有胜负 ,国共对峙转入“拖”的局

面。此后 ,双边关系仍将在既合作又对立的双重架构之下 ,实行长期的“拉锯式”合作。

　　〔作者邓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 : 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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