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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

联合政府
” ,

曾经是杭 日战争胜利前后数

年间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
,

也是国共两党及其

他党派寻求和平统一
、

共同建设国家的一次尝试
.

本

文拟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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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

联合政府
”

的 口号
,

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

出来的
。

中共提出这一口号
,

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

景的
。

首先
,

从国内形势看
,

与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

的力 t 对比有关
.

在中共看来
,

国民党是代表大地

主
、

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
,

这个党腐败
、

无能
,

根本没有执政的资格
.

因此
,

国民党无疑应该打倒
。

但实际上
,

由于中共力量仍处于劣势
,

而且人民群众

还没有觉悟
,

所以暂时还不能直接提
“

推翻国 民政

府
,

的口号
,

还要等待
,

还应当继续合作
,

在合作中改

造它
。

关于这一点
,

1 9 4 4 年 10 月 25 日
,

毛泽东在中

共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讲得很清楚
。

他说
,

既然国

民党这么坏
,

为什么不提革命的口号
,

还要提与它合

作呢 ?
“

原因是 日本人还在面前
,

这是基本原因
。

外国

人也要它
” , “

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
,

虽然它已经没

有希望了
,

但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
。 ”
另外

,

还要
“
照顾群众

” , “

群众还未觉悟
,

就要等待
” , “

现在要讲

必要的等候
,

所以提
`

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
’

的口

号
” ①

.

毛泽东还提出
,

联合政府的实质就是
“

洗脸
”

政策
,

也就是以和平的办法演变国民党政权
,

使中国

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

其次
,

与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参加政府
、

与各方

面的力量组织联合政府的经验与做法有关
.

二次世

界大战末期
,

波兰
、

捷克斯洛伐克
、

匈牙利
、

罗马尼

亚
、

保加利亚
、

东德等国家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或工人

党为主体
.

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的带有联合政府性质

的临时政府
.

194 5 年 5 月
,

法国在英美盟军的帮助

下获得解放
.

法国解放后
,

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奉

行
“
只能有一个政府

,

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
”

的政

策②
,

将法共领导的几十万游击队并入正轨军
,

归戴

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国防部统一指挥
。

在此基础上
,

法国于 1 94 5 年 10 月举行议会选举
。

法共获 159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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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 人民共和党获 15 2席
;

社会党获

14 2席
.

n 月 21 日
,

组成了以戴高乐 (无党派 )为总

理的三党
“

联合政府
” 。

战后法国
,

用民主与和平的方

式迅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团结
。

由于法国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较为近似
,

所以

法国的成功经验特别为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所注 目和

向往
.

1 9 4 4 年 n 月 14 日
,

在重庆《宪政 》月刊举行的

第十次宪政座谈会上
,

沈钧濡即向《宪政 》月刊建议
:

“

希望以后多登载些最近欧洲各复兴国家成立联合

政府的经过和资料
。 ” ① 1 9 4 5 年 8 月

,

重庆大公报馆

出版了一本《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诞生 》的小册子
.

该书前言写道
: “

这本小册子… …意在使国人能增进

对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认识与了解
。

同时
,

法国的团

结与复兴
,

也是值得我们借镜的
. ” ② 对于法国的经

验
,

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很推崇
。

他说
: “

法国

以民主的方法迅速解决了内部问题
,

从而迅速提高

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

中国也必须用民主的办法解决

内部间题
,

使中国在战后得到应有的国际地位
” , “

法

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 ⑧

.

法国的经验也引起了

中共中央的关注
.

毛泽东在谈及中共今后的斗争道

路时指出
: “ `

七大
’

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
,

准备最大

困难
,

现在就要实行了
。

希腊
、

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

雅典
、

巴黎
,

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 ;我们

现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
,

即资产阶级领

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

中国局面
,

联合政府的

几种形式
,

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
,

并将占相当长的

时期
。

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
,

而不要砍头
。

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
,

中国人

民更觉悟
,

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 ” ④

再次
,

美苏对华政策的推动
。

二战后期
,

世界局

势已经明朗
.

中国成为美苏两大强国在远东地区争

夺的焦点
。

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
,

认为必须使

中国
“

成为统一的自由的民主国家
” ,

以便将中国纳

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

并使中国成为
“

遏制苏联势力向

亚洲地区扩张
”

的主要屏障
。

美国政府认为
,

实现这

一战略目的存在两个主要障碍
: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存在
, “

自治性的军队
,

例

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
,

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

符合
,

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
” ⑤

。

二是国民

党是
“
一党政府

” ,

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

针对上述

情况
,

美国政府确定的对华政策 目标是
:

一方面从政

治
、

经济
、

军事等各方面加强国民党政权 ; 同时敦促

国民党政权实行民主改革
,

开放政权
,

吸收各党派分

子参加政府
,

建立类似欧美的
“

代议制
”

的
“
联合政

4 2

府
” 。

然后
,

在此基础上
,

整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

队
.

以实现全国的统一
。

为此
,

美国总统罗斯福
、

杜鲁

「1先后派赫尔利
、

马歇尔来华
,

调停国共关系
,

以实

现美国的战略 目标
。

美国政府曾经这样设想
: “

有共

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

面
,

有助于实行民主政府
。

联合政府中的小党有时会

和国民党持同样的看法而战胜共产党的反对
,

有时

会站在共产党一边
,

而战胜政府中国民党的看法
。

这

种不同政党意见的相互影响
.

可能使政府工作比较

困难
,

但能促进民主事业
. ” ⑥

中国的北方强国苏联
,

一方面不愿意中国成为

完全受美国支配的附庸国
,

因此苏联支持中共以对

抗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 ; 另一方面
,

由于苏联对国

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
,

而对中共力量则一直估计不

足
,

害怕过分支持中共而引发美苏直接冲突
,

因而又

尽量寻求同美国的妥协
。

美苏在幕后几经讨价还价
,

最后达成如下交易
: (一 )苏联政府同国民政府签订

一项同盟条约
,

表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中国领导

地位的支持 ; (二 )美国政府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

区的特殊权益
,

以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

因此
,

苏联在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
:

希望中共与国民党

合作
,

参加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
,

避免内战
。

“
国共反映美苏

” ,

美苏两大强国的对华政策深

深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局势的

发展
。

中国建立
“
联合政府

”
的尝试

,

就是在上述背景

下进行的
。

二
、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对
“
联

合政府
” 口号的反应

中共
“

联合政府
”

的主张是随着抗 日民族统一战

① 《中国应如何运用美国罗斯福连任总统后的世界

新局势
-

一本刊第十次座谈 》 , 《宪政 》月刊第十二
、

十三号

合刊
。

②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诞生
·

前言》 ,

重庆 《大公

报 》馆 19 4 5年 8 月编印
。

③ 《孙院长昨发表谈话 》 ,

1 9 4 5 年 2 月 16 日《新华 日

报 》
。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编写组
: 《重庆谈判》 , 《光明

日报》 1 9 94 年 l 月 7 日
。

⑤ 《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 5 7 年

版
,

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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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顾维钧回忆录 》中译本第 6 册
,

中华书局 1 9 8 8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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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政策的形成
、

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 “

联合政府
” 口号

的提出
,

最早见于毛泽东 1 9 4 4 年 8 月写的一段评

语
,

其中说
: “

应与张 (治中)
、

左 (舜生 )商各党派联合

政府
.

勺 月 1 日
,

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

决定
,

向国民党提出召集各党派代表会
,

成立临时联

合政府的要求
。

这个要求由林伯渠于 9 月 13 日在国

民参政会第三届 四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

出
.

林伯集在发言中要求
: “

结束国民党带党专政
” ,

“

组织各抗 日党派联合政府
” 。

第一次将
“

联合政府
”

的主张公诸社会
。

1 9 4 5年 4 月 23 日
,

中共中央在延

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24 日
,

毛泽东在会上

作了《论联合政府 》的报告
,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

建立
“

联合政府
”
的设想

。

在报告中
,

毛泽东首先分析

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

他指出
: “

英美苏三大民

主国之间的团结是统治一切的
” , “

这是一个决定一

切的条件
” .

从此
. “
国际间的重大间题

,

必须以三大

国或五大国为首的协议来解决
。

各国内部问题
,

无例

外地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
. ”
毛泽东意识到

,

世

界形势要求中国在团结中求统一
,

而没有别的道路

可走
.

接着
,

毛泽东指出
,

成立联合政府必须分两步

走
。

第一步
,

在抗战胜利以前
,

成立一个由国民党
、

共

产党
、

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一切代表人物联合组成

的临时中央政府 ;第二步
,

在抗战胜利以后
,

在广泛

的民主基础上
,

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

成立包括更广大

范围的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徉是

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政府
.

这个联合政府需要一

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

即
“

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

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

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 .

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
、

经济
、

文化政策
。

毛泽东认为
,

解放区的政权是地

方性的联合政府
,

是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①
.

中共将
“

联合政府
”

的主张向社会公开后
,

在全

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

府》小册子
,

在重庆发行了 3 万册
。

中间党派首先起

来表示响应和支持
.

1 944 年 10 月 10 日
,

民主同盟

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
,

要求
“

立即结束

一党专政
,

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
,

实行民主政治
” 。

194 5 年 10 月
,

民主同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

大

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

大会

提出
“

要把中国造成 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

家
” .

为此
,

提出了
“

政治民主化
”
和

“

经济计划化
”

的

建国方案
.

具体说
,

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地采取英

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

实行议会制
、

贵任内阁

制
、

司法独立与地方 自治制
。

在经济主面
,

比较多地

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

以实现经济的

自由平等
.

大会认真研究了
“

联合政府
”

在中国实现

的可能性
.

大会认为
: “
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

、

团结
、

统一的唯一途径
. ” “

是实现军队国家化
,

彻底消没内

战
,

平息党争的唯一枢轴
” ②

。

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当权派中的一部分人也倾

向于用联合政府的办法解决国共间题
.

国民党民主

派包括宋庆龄
、

何香凝
、

冯玉祥
、

李济深等
,

但他们没

有实际权力
,

形同在野派
,

对国民党的决策影响不

大
。

国民党当权派中的孙科
、

王世杰
、

张治中
、

邵力

子
、

张群
、

于右任等人也都倾向于用和平的办法解决

国共争端
.

在这些人中
,

对
“

联合政府
”

鼓吹最力的当

推立法院院长孙科
.

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
,

在国民党

内有着特殊地位
.

国民党自蒋胡汪
“
三驾马车

”

体制

瓦解后
,

形成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但孙科凭借其特殊

地位
.

成为国民党当权派中敢于与蒋介石
“
立异

”
之

一人
.

他经常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鼓吹
“

政治民

主化
” 、 “

经济计划化
” ③

,

俨然是国民党
“
民主派

”
的

领袖
。

1 9 4 4 年 5 月 5 日
,

孙科创办《民主世界 》杂志
,

该刊标傍
“

是 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
,

是 自由的号

角
” ④

.

其宣传基调是鼓吹
“

建立一个民主的代议政

府
,

以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
” ⑥

。

对于中共问题
,

孙

科主张
“

用开明方法求解决
” ⑥

,

坚决反对使用武力
。

孙科指出
:

抗战胜利以后
,

如再打内战
,

一是
“

未必有

绝对胜利的把握
” ;二是

“

世界情势不许可我们打
” 。

所以
, “
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

,

不能用武

力解决
” .

孙科主办的《民主世界 》还载文替告说
:

如

果国共不幸兵戎相见
,

那么
, “

其结果一定是两败俱

亡
,

民主与统一均成泡影
,

抗战的血汗所换来的国家

独立与自由亦必全部牺牲
,

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① 毛泽东
: 《论联合政府 》 , 《毛泽东选集 》 ,

东北大连

大众书店 1 94 6年版
.

② 陈竹摘等编
: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 》上册

,

第 24 5 页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
.

③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 1 9 4 4 年 8 月 18 日
,

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90 年版
.

① 《告读者》 , 《民主世界 》第 2 卷 8
、

9 合刊
,

19 4 5 年 5

月 l 日出版
。

⑤ 孙科
: 《三民主 义新中国 》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 9 46

年版
,

第 2s 页
.

⑥ 同上
.

第 67 一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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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境
” ①

。

从上述前提出发
,

孙科赞同用
“

联合政府
”

的办法解决国共争端
。

孙科认为
: “
联合政府是遵循

民主的方式
,

在各党派是参加政府共同负责
,

加强政

府的效能
。 ” ② 孙科认为

:

这个
“
联合政府

”
应当有一

个各党派共同遵守的纲领
,

其要点是
:

(一 )建立三民

主主义共和国
:

(二 )承认中国国民党为现在第一大

党居领导地位
,

同时承认各党派都应该参加政府共

同负责 ; (三 )承认蒋主席是我们全国的领袖 ; ( 四 )全

中国的军队都应当促使其国家化
.

孙科认为
,

只要各

党 派遵守上述原则
, “
就可以达到团 结统一的 目

的
” ③

。

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强硬派则强烈反对
“

联合政府
”
的主张

。

蒋介石在看了毛泽东《论联合政

府 》的报告后
,

说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
。

蒋的

高级谋士陈布雷在看了报告以后
,

也说只是两个字
“
内战

” ①
.

蒋介石还声称
: “

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
,

党

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 ” ⑤ 因此

,

蒋介石对
“

联合政府
”

始终采取了严加拒绝的态度
,

并以
“

军令统一
”

、
“

政

令统一
”
来对抗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要求

。

由于蒋

介石的强硬立场
,

抗战前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的

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

三
、 “

联合政府
”
方案是怎样

形成的 ?

1 9 4 5 年 8 月 15 日旧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中国

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

从此
,

如何解决国内统一

问题就成为时局的焦点
。

8 月 2 8 日
,

毛泽
、

东赴重庆
,

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

鉴于 以往蒋介石一直对
“

联合政府
”

持严拒态度
,

为

使谈判能够达成协议
,

中共决定暂时不提联合政府

的要求
。

经过长达 43 夭的艰苦谈判
,

国共双方于 10

月 1 0 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 》
,

双方确认
“
坚决避

免内战
” , “
以和平

、

民主
、

团结
、

统一为基础
,

建设独

立
、

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

。

双方商定召开政治协商

会议
,

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

1 9 4 6 年 1 月 10 日
,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

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
、

共产党
、

民盟
、

青年党及无党

派五个方面的 38 名代表
。

会议就政府组织
、

和平建

国纲领
、

军事
、

国民大会与宪法草案等问题达成了五

个书面协议
。

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强调参加会议的代表有

左
、

中
、

右三种势力
。

左派是中共代表和部分无党派

代表
,

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
,

主张建

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

中 }可党派是民盟代表 (国社党除

外 )和部分无党派代表
,

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

层小资产阶级利益
,

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

制度
;

右派是国民党
、

青年党
、

国社党和部分无党派

代表
,

他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

坚持一党专

政的法西斯统治
。

在政协会议中
,

中共采取了团结中

间派
,

揭露与孤立右派的方针
,

从而使政协会议达成

了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

因此
,

政协协议是中共与民主

党派密切合作的结果
。

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
.

那么
,

左派应是中

共 7 位代表加无党派的李蚀尘
、

郭沫若
,

共 9 人 ; 中

间派应是民盟 7 位代表加无党派 3 位代表
,

共 10

人
;
而右派则应是国民党 8 位代表

、

青年党 5 位代

表
、

国社党 2 位代表以及无党派的王 云五
、

胡霖
、

傅

斯年
、

莫德惠
,

共 19 人
。

显然
,

右派代表人数最多
。

而

按照政协协议会议规则
,

任何一方面只要握有五分

之一的反对票
,

议案即不能成立
。

因此
,

右派在事实

上始终掌握了否决权
。

如果他们始终坚持
“
一党专政

的法西斯统治
” ,

那么
,

政协会议就不可能达成任何

协议
。

而且事实上
,

政协通过协议必须
“

事事均须一

致
” ,

只要一方不同意
,

就
“
足使一切多数之意见不能

生效
” ⑥

。

因此
,

前述说法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
。

笔者认为
,

政协会议上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所

持的政治态度的差异是存在的
,

各党派进行了激烈

的争论也是事实
。

但这与政协协议的通过没有必然

内在的联系
。

政协协议之所以能够通过
,

有以下一些

原因
:

一是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干预
。

政协会议一开始
,

由于各党派的主张尖锐对立
,

争论异常激烈
。

经过十

多夭的讨论
,

进展非常缓慢
。

这种情况引起了马歇尔

的不安
。

1 月 22 日
,

马氏秘密拜见蒋介石
,

向他提交

了一份由马氏本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

法 》 (草案 )
,

主张立即成立各党派参加的
“

临时国务

① 钟天心
: 《理智的抉择 》 , 《民主世界 》第 3 卷 2 期

,

19 4 5 年 5 月 1 6 日
。

② 《孙院长昨发表谈话》 , 《新华日报 》 19 4 5年 2 月 16

日
。

③ 《孙院长之负责声明 》
,

( 民主世界 》第 2 卷第 4
、

5

期合刊
,

1 94 5 年 s 月 1 日
。

① 转引自郭德宏
:
斌建立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及围绕

它进行的谈判和斗争 ,
,

《北京档案史料 》 ,

19 90 年第 4 期
。

⑤ 之周思来年谱 》 ,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8 9 年版
,

第 6 2 9 页
。

⑥ 《 王世杰 日记 》 ,

(手稿本 )一 9生6 年 l 月 2 6 日
。

4 4



史料研究

委员会
” ,

以取 代国民党一党的最高国防委员会
。

马

氏明白告诉蒋介石
: “

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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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

马氏警

告说
: “

美国陆战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
,

国民党

在西北和东北的地位都已 因苏联而严重削弱
,

如不

采取变通办法
,

目前的中国将很容易受到苏联下层

渗透方式的损害
,

从而使共产党的制度变得强大起
`

来
。
” ② 蒋对马歇尔的方案非常反感

,

并认为是
“

为共

党所不敢提者
” ③

。

但慑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和马歇

尔掌握着援华大权
,

不得不虚与委蛇
,

表示
“
目前可

如此去做
”

。

之后
,

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协会议上作

出重大让步
,

使协议得以通过
。

因此
,

蒋介石允许政

协协议通过是被迫的
,

言不由衷的
。

事实上
,

他从来

没有想到过要履行这些协议
。

二是中共的让步
。

政协通过的协议与中国共产

党人原来的主张明显地
“

存在着距离
” ①

。

但中共认

为
,

政治解决只能是互相妥协
,

因而也在一系列重大

问题上相应作了让步
。

这一点
,

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

间时作了明确说明
。

他说
:

和平建国纲领与我们原来

的提案有距离
,

政府改组我们主张国民党最多不能

超过三分之一
,

结果占到半数
,

国民大会旧代表我们

主张重选
,

而现在只是增加了部分党派名额
。

三是国民党代表孙科企图利用政协之机
.

限制

蒋介石的独裁
。

孙科素来不满蒋介石一人大权独揽

的作风
。

政协会议时
,

孙科担任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

表
。

他认为
,

联合政府成立后
,

总统一职非蒋莫属
。

于

是孙科便决定利用政协讨论宪草之机
,

缩小总统在

宪法上的职权
,

实行责任内阁制
,

以此来限制蒋介石

的独裁
。

1 月 9 日
,

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

首先由

孙科对国民政府所提交的
“
五五宪草

”

作说明
,

并声

明
: “
国民党并不以此宪草为夭经地义

,

一字不可易
,

希望大家研究修改
。 ” ⑤ “

五五宪草
”

提出后
,

遭到中

共和中间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
。

他们指出
: “
五五宪

草若成为正式的宪法
,

将是世界上一部最不民主的

宪法
。 ” ⑥ 经过协商

,

各方代表推国社党的代表张君

肋重拟宪法草案
,

作为政协
“

讨论之底稿
”

。

张君肋早

年先后留学 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
,

从清

末开始就投身于资产阶级立宪运动
,

是著名的自由

主义分子
。

此时正担任民盟中央常委
。

张君肋受托起

草宪法草案后
,

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

改造国民党的
“
五五宪草

” ,

使之成为具有民主精神的宪法
。

张君励

说
,

他草拟宪法草案的基本思路和精神是
: “
在调和

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与世界 民主国宪法之根本原则
。

中山先生为民国之创造人
.

其宪法要义
,

自为吾人所

当尊重
.

然民主国宪法之根本要义
,

如人民监督政府

之权
,

如政府对议会负责
,

即各国通行之制
,

自为吾

国所不能 自外
。 ” ⑦ 张 氏宪草

,

形式上仍是孙中山的

五权制
,

但实际上
,

立法院变成了英国式的会议院
,

行政院成了
“

纯悴的责任内阁
”

.

行政院长相当于英

国的首相
,

总统相当于英国的女王
。

对于张君肋的设

计
,

不仅中共和 中间党派表示同意
,

孙科也表示支

持
。

孙科主办的《民主世界 》杂志还称
: “

协商会议的

结果在原则上可以说和我们的主张不谋而合
。
” ⑧ 对

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修改
,

据蒋介石
.

后来说
:

他于
“

事

前未能评阅条文
,

在协议决定以前
,

不及向本党 (即

国民党 )代表贡献意见
,

以相商榷
。 ” ⑨ 因此

,

政协宪

草完全是由孙科
、

邵力子等人作主通过的
。

正 因为如

要
,

所以国民党强硬派后来攻击说
:

国民党
“
被孙科

出卖了
” L !

四
、

国民党统治集团推翻政

协协议

政协协议遭到了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激烈反对
。

强硬派声称
:

政协协议
“
是国民党的失败

” 。

0 他们叫

嚷
: “
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

。 ” 。 1 9 4 6 年 1 月

31 日
,

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审核政协协议
,

谷正纲激烈反对
,

以
“
至于流泪

” 0
。

① 《美国特使在中国 》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1 9 88 年版
,

第 9 8 页
。

② 《美国对外关系 》 ,

1 9 4 6 年第 9 卷
,

第 14 2
、

1 4 3 页
。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 7 卷 ( 5) 第 71 页
。

台

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

① 《新华日报》社论
,

1 9 4 6 年 2 月 2 日
。

③ 沈云龙
: 《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 》 ,

台北传记文学出

版社 1 9 8 1 年
,

第 4 2 5 页
。

⑥ 天津《大公报 》社评
,

1 94 6 年 2 月 26 日
。

⑦ 张君肋
: 《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十讲自序》 ,

上海

`再生 )第 22 8 期
,

19 4 6 年 8 月 3 1 日出版
。

⑧ 钟天心
: 《理智的抉择 》 , 《民主世界》第 3 卷 2期

,

1 9 4 5 年 5 月 16 日出版
。

⑨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第七编 ( 2)
,

第 4 87 页
。

0 梁漱溟
: 《忆往谈旧录》 ,

中国文史出版社 1 9 87 年

版
,

第 2 21 页
.

0 《新华日报》社论
,

1 9 4 6 年 3 月 14 日
。

0 陈旭麓 主编
: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5 7 年版
,

第 70 6 页
。

0 《王世杰 日记 》 (手稿本 ) 1 94 6 年 1 月 3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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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6 年 3 月 1 日
,

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
.

强硬派将二中全会变成了
“
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讲

坛
” 。

①据当时报纸透露
,

对于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
,

全会讨论时
“

多持异议
” ②

。

而政协宪草尤为攻击的

焦点
。

1 9 4 6年 2 月 10 日
,

蒋介石约集国民党中央负

责人谈话
,

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发表了 12 项

意见
。

他认为
“
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颇

多
” 。 “

今协商会议虽接受三民主义
,

而对五权宪法则

多所改易
。

如此则本党不含自己取消其党纲
,

而失其

存在之地位
,

且亦无以对已往为革命奋斗而牺牲之

先烈与军民
.

故余为此事
,

实甚仿徨不安
。 ” ③蒋介石

的言论
,

对宪草进行了全面攻击
。

在他的带头下
,

国

民党内攻击宪法草案的言论一蜂而起
。

强硬派认为
,

中国将
“
因宪法而宣布解体

” ④
.

他们反对三权分立

和多党内阁制
,

认为
“

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
” .

他

们反对
“

省得制定省宪
”
的主张

,

认为这将
“

支解中国

为 无数独 立国家
” , “

足以 造成
`

封建割据
’

的局

面
” ⑤

。

对于政协宪草
,

就是国民党内赞成与中共和

解的自由派人士王世杰也认为
“

确多不妥之处
” ,

他

甚至因此而埋怨当时支持通过政协宪草的孙科
、

邵

力子两人
“

轻忽将事
” ⑥

。

由此看来
,

国民党内对政协

协议持肯定态度的只占极少数
。

强硬派还对参加政协会议的孙科等人进行了猛

烈的攻击
.

声称要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并加以处分
,

以致国民党
“

民主派
” “
栗栗有作

`

序仲恺 第二
’

之

惧
” ⑦

.

面对强硬派反对政协协议的鼓噪
,

孙科等人多

次发表文章和谈话
,

试图维护政协协议
。

孙科指出
:

政协会议
“

成就很大
” , “
政协会议的成功

,

是国民党

的成功
,

也是国家的成功
” 。

他批评强硬派
“
头脑不

行
” ⑧

,

并告诫他们
:

对政协协议要
“

绝对避免作恶意

的推测
” ⑨

。

孙科派的钟夭心也在《民主世界 》上撰

文
,

呼吁遵守政协协议
。

他指出
:

国民党在政协会议

中
“

所作的让步不过系一部分权利和名位而已
,

如果

让出一部分的权利和名位
,

可以避免人民的流血
,

可

以换得国家的和平与统一
,

我们又何乐而不为?
” O

·

当时舆论也寄希望于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
,

希望他

们起来
“

推动整个国民党向着民主的路径前进
,

以救

党
、

以救国
” @

.

然而
,

国民党内自由主义分子的力量

毕竟太小了
,

他们根本无力扭转局势的逆转
。

在二中全会上
,

蒋介石公开号召对政协协议
“

就

其苹辈大端
,

妥筹补救
” 0

。

在这一原则下
,

二中全会

最后通过五项决议
,

对政协五项协议进行了全盘修

正
。

从而推翻了国会制
、

内阁制
、

省自治的 民主原则
。

4 6

二中全会还规定
: “

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

党中常委任选
. ”

这些修正
,

推翻了各党派联合政府

的基础
, “

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
” 0

。

对此
,

中

共与民盟断然拒绝参加
.

1 9 4 6 年 n 月 15 日
,

蒋介

石宣布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

公开宣

布与中共及民盟决裂
, “

联合政府
”
的谈判走入死胡

同
。

剩下来的间题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如何在战场

上见高低了
。

二二 沾片
州

6
.

1 二 斗
,

右 r 后 刁琦 “ 任坚之卜 ;以 r

J 目` 、 月门了 J . 护` J , U .勺 JJ ` 六认 帐八 ` J 从入

府
, , ?

欧洲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地建立起了
“

联合政府
” ,

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再度大动乱
。

为什么

中国的
“

联合政府
”

建立不起来?

对于这个间题
,

在 40 年代就有许多人做过分析

和探讨
.

综合起来
,

不外乎以下一些看法
:

一是由于

国内两党主义的冲突
;
二是国际间两大集团的对立

对 中国的影响 ; 三是 由于国共两党历史的积 怨等

等
.

0 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

重新审视这段历

史
,

笔者认为
,

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注意
:

第一
,

国民党当权派
“

恐共症
”

的影响
。

在国共关系史上
,

国共两党有过从合作到破裂
,

再到相互敌对的曲折经历
。

自 1 9 27 年第一次国共合

作破裂后
,

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厮杀
。

抗

① (新华日报 )社论
,

一9 4 6 年 3 月 2 0 日
.

② (新华日报 )社论
,

1 9 4 6 年 3 月 1 2 日
.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 7 编 (2 )
,

第 4 87 页
.

① (新华日报 )社论
,

1 9 4 6 年 s 月 2 日
.

⑤ ( 新华日报 )社论
,
2 9 4 6 年 3 月 1 4 日

.

⑥ (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 1 94 6 年 l 月 3 1 日
.

⑦ 《新华日报 )社论
,

1 94 6 年 3 月 1 0 日
。

⑥ ( 孙院长谈东北问题 》 , 《新华日报 ) 1 94 6 年 s 月 1 -

日
。

⑧ 孙科
: 《新时代的开始》 , 《民主世界 》第 3 卷第 l

期
,

19 4 6 年 5 月 1 日出版
.

0 钟天心
: 《理智的抉择 》 , 《民主世界 》第 3 卷第 2

期
,

19 4 5 年 5 月 16 日出版
.

0 子敬
: 《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 》 ,

上海《再生 》第 1 51

期
,

19 4 7 年 2 月 15 日出版
.

0 ( 新华日报 》社论
,

1 9 4 6 年 3 月 2 1 日
。

0 《张瀚发表重要谈话 》 , 《新华日报》 19 4 6 年 3 月 21

日
。

0 陈彦
: 《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 》 , 《观

察 )周刊第 2 卷第 2 4 期
, x 94 7 年 8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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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爆发后
,

大敌当前
,

国共两党不得不再度携手
、

共

御外侮
。

但即使在这时
,

双方心理上始终存在着严重

隔阂
,

以致摩擦冲突不断发生
。

由于这些不幸和痛苦

的经历
,

使得国共两党彼此都对对方抱有强烈的疑

惧和戒备心理
。

相互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感
。

就在重

庆谈判后不久
,

毛泽东就在一次党内高干会议上说
:

“

积十八年之经验
,

深知是这么一回事
,

国共两党一

定谈判不好
,

一定要打仗
,

一定要破裂
。 ” ① 中共首席

谈判代表周恩来也认为
,

要蒋介石放弃灭共企图不

可能
.

因此
,

他建议中共中央可以利用谈判作为合法

斗争的讲坛
,

但是不要指望谈判会取得成功
。

②

而在国民党方面
,

据孙科分析
,

由于第一次国共

合作破裂的经验
,

使得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早已成了
“

惊弓之鸟
” ,

患有严重
“
恐共症

” ③
。

本来
,

国会制
、

内

阁制
、

省自治制这些西方的政治原则并不是中共追

求的最终 目标
,

而只是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工

具
。

相对而言
,

中共具有组织严密
、

纪律严明 (有铁的

纪律 )的优点
,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

第一次国共合作

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

我们可以从 C C 系首领陈

果夫反对
“

联合政府
”
的理由中得到证明

。

政协会议

期间
,

病榻上的陈果夫忧心忡忡
,

在 日记中这样写

道
:

国民党
“

党的组织不如人
,

党的宣传不如人
,

党的

训练又不如人
” , “

党无基础
,

共党如来合作
,

则我危

险
” ④

。
1 9 4 6 年 1 月 20 日

,

法国联合政府总理戴高乐

被迫辞职
。

22 日
,

陈果夫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
,

对法国
“

共党势张
”

深感不安
。

当即写信给蒋介石
,

阻

止与共产党合作
。

陈果夫声称
: “
政治协商会议必无

好结果
。

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
,

本党已受害
。

中国如行多党政治
,

照现在党
、

政
、

军均未健全之际
,

颇有重蹈覆辙之可能
。

请临崖勒马
,

另行途径
。
” ③

不仅陈果夫等人害怕与中共和平竞争
,

蒋介石

也是如此
。

早在抗战初期
,

中国共产党就向蒋介石提

议
:

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
,

国民党是

一份
,

共产党也是一份
,

各有独立的组织
。

共产党进

到国民党里面去
,

同时共产党保持其独立的组织
。

或

者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⑥
.

对于中共

的这一提议
,

蒋介石却认为
: “

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

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
。

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

六年的惨痛经验
,

是不能再上当的了
。 ” ⑦ 对于中共

的
“
联合政府

”
主张

,

蒋介石也认为
, “

是一个政治 口

号和一种渗透与颠覆的政治战术
” ⑧

。

1 9 4 5 年 9 月

29 日
,

蒋介石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
:

中共
“
以组织联

合政府为过渡手段
,

而达到其多数控制
,

成立其第四

国际专政之 目的
。 ” ⑨ 1 9 4 8 年 6 月下旬

,

蒋介石与张

治中谈了 7 天
,

就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

当时
,

国民党

在战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
,

到了失败的边缘
。

对此
,

张治中再次向蒋介石提出
:

先与共产党停战
,

然后再

谋善后之道
。

但蒋介石却回答道
: “

共产党混进来之

后
,

发 展它 的 组织 和地 下活 动
,

我们还 受 得 了

吗 ? !
” 0 再次拒绝了张治中的建议

。

由此可见
,

国民党当权派大都患有严重的
“

恐共

症
” ,

他们感到
,

与中共和平竞争
,

国民党不是对手 ;

若让中共参加联合政府
,

迟早政权要落人中共手中
,

国 民党当权派就是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支配下打

定主意不跳中共布下的
“
联合政府

”

这个
“

陷井
”

。

试

想
,

国民党当权派在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状态下
,

怎么能够希望它与中共合作呢 ?

第二
、

找不到政党与武力分离的妥善办法
。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
,

这是无疑的
。

但

是
,

中国国民党也自称是一个
“

革命政党
” 。

革命政党

的基本特点
:

政党与武力高度结合
,

政党作为政治集

团的同时
,

又是武装集团
。

国共两党都有各自的军

队
。

如何使政党与武力分离
,

这是
“

联合政府
”

能否建

立的前提条件
.

针对这个问题
,

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

出发
,

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

蒋介石的方案是
: “

你交出军队
,

我就给你们民

主
. ” 0 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

。

但是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 》 ,

人 民出版社 1 9 6。 年版
,

第 1 0 5 8

页
。

② 《周思来年谱 》 ,

第 6 29 页
.

③ 孙科
: 《 一尼主义 新中国 》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 9 4 6

年版
,

第 60 页
.

① 徐咏平
: 《陈果夫传》 ,

台北正中书 局 1 9 8。 年版
,

第

9 3 5 页
。

⑤ 徐咏平
: 《陈果夫传》 ,

第 9 31 页
。

⑥ 《周思来选集 》上册
,

人 民出版社 1 9 8 0 年版
,

第

1 9 7 19 8 页
。

⑦ 《蒋总统秘录》第 12 册
,

台北中央 日报社 1 9 7 7 年

版
,

第 7 4 页
。

⑧ 张其购主编
: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l 册

,

第 4 22

页
,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 9 84 年版
。

⑨ 《自记中共历年之
“
罪行

” 》 ,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

总集》第 37 卷
,

第 3 23 页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

委员会印
。

L `张治中回忆录 》下册
,

第 7 74 页
。

文史资料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0 仁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 》 ,

1 9 4 6 年 1

月 2 3 日《解放日报》社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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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与法国不同
,

中共不是法共
,

毛泽东也不是多

列士
。

在国共长期的残酷厮杀中
,

毛泽东认识到
: “

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
” 。

在《论联合政府 》报告中
,

毛泽东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
:

大革命时期
,

由于 中共

只掌握了少量军队
,

结果蒋介石一发动政变
,

共产党

的
“

自由也光了
” ①

。

对历史的伤痕记忆犹新的中共
,

不可能在军队问题上作出让步
。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
,

毛泽东明确声明
: “
人民的武装

,

一枝枪
,

一粒子弹
,

都要保存
,

不能交出去
。 ” ②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

,

中

共中央再次向全党发出指示
,

明确指出
: “

解放区军

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
,

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

… …

即使将来整编时
,

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

须保存之 目的
。 ” ③ 1 9 4 6年 2 月 12 日

,

毛泽东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

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
.

毛

泽东指出
: “
全国军队统一

,

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
,

实

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
,

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 ” ④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共不可能效法法共
,

通过与资产

阶级的政党结盟
,

在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基

础上
,

放弃军队走上议会斗争的道路
.

中国不可能简

单地重复法国的模式
.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

中共试

图找到一条既能够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
,

又能够确

保自身地位与安全的可靠办法
。

中共的一切努力都

是围绕着这一点而进行的
。

中共的方案是先政治民主化
,

后军队国家化
。

所

谓军队国家化
,

其含义就是改造国民党反动军队
。

毛

泽东在《论联合政府 》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 “

中国人民

必须做一项责无旁贷的工作
,

这就是将国民党政府

那些在对 日作战时经常打败仗的
、

以反对人民
、

排斥

异己与准备内战为目的军队
,

加以改造
,

变为人民的

军队
。 ”
毛泽东还认为

,

这项工作应当由全国人民及

一切民主党派来做
。

⑤ 1 9 4 6 年 1 月 23 日
,

《解放 日

报 》社论更明确指出
:

军队国家化
“

是要把专制独裁

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
,

而不是要把 民主

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 ;是要把党阀

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
,

而不是要

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
. ” ⑥

中共与国民党的方案针锋相对
,

显然找不到任

何妥协点
。

第三方案是中间党派民主同盟提出来的
,

就是

国共两党都放弃党军
,

把军队交还给国家
。

民盟认

为
,

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党军
,

这是实现联合政府的

障碍
,

只有军队
“

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
” , “
民主政治

才能获得有效的保证
” ⑦

。

中间党派的方案貌似公

允
,

不偏不倚
。

但正如昊玉章所指出的
: “

在这两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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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尖锐斗争中
,

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
`

第三条

道路
’ ,

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
,

由他们来代

表
`

国家
’
加以接收

。

但是
,

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情呢 ? 他们的幻想落了空
. ” ⑧

由此可以看出
.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

要实现党

与军队的分离是做不到的
。

因此
,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

式的联合政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

但是
,

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
,

倒是存在着另外一

种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
。

那就是在中央政府民主化

的前提下
,

国民党管理国统 区
、

共产党管理解放区
,

并各自管理自己的军队
,

两党进行和平的合法的竞

争
。

我们从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斗争中提出的一系

列主张看
,

确实也隐含有这个意思
。

据说
,

在国 民党

方面
,

王世杰也曾向蒋介石建议过
: “

我国如于对日

战争结束后
,

续有一个五年至十年的战争
,

则一切建

国之业势将无期地搁置
,

前途不堪设想
。

假使我政府

对中共作重大让步
,

求取和平
,

在假统一之形式下
.

暂取分班而治之策
.

自亦有诸多困难与危险
,

但比较

的大危险程度
,

似尚较小
。 ” ⑨ 当然

,

通过这种方式建

立起来的和平与统一只能是暂时的
、

不确定的
。

随着

环境的变化
,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

但事实上
,

这

徉的方案也没有为蒋介石所采纳和接受
。

英国上议院在辩论对华政策时
,

有一位议员说

过这么一段话
.

他说
: “

除非共产党可以保留他们的

军队
,

允许中共在联邦的中国范围内
,

若干部分能够

独立
,

能够管制他们自己的经济 ;否则
,

我们不能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6 6 年横排

本
,

第 9 73 页
。

② 《毛泽东选集》人 民出版社 1 96 6 年横排本
,

第 4 卷

第 1 0 5 9 页
.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
,

中央党校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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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研究

望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任何联合政府
。 ” ① 这个分析

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
,

至少在一定时期是对的
。

第三
、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力量的错误估计
。

当时
,

国民党内普遍有这样一种乐观的估计
,

即

共产党
“

绝对没有力量将国民党的政权用武力打

倒
”

。

② 据王世杰日记记载
,

蒋介石曾很自信而骄横

地对周恩来说
:

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和我 (指蒋介石

本人 )
, “
因此

,

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
。
” ③ 1 9 4 6 年 5

月下旬
,

东北四平战役结束后
,

蒋介石亲赴东北视

察
,

并召集前线将领
,

询 问他们
:

共产党的战术
,

究竟

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各将领一致认为
:

无论在四平街
,

在本溪湖各战役
,

共产党的战术和江

西时代一样
,

并无多大进步
。

① 由此
,

蒋介石断言
:

中

共
“

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
。 ”
从而更鼓舞了蒋介石发

动 内战的信心
。

6 月 12 日
,

徐永昌向蒋介石建议
:

“
力量如其胜任

,

应即向共逐渐进攻
” .

29 日
,

蒋介石

召集戴季陶
、

邹鲁
、

王世杰
、

白崇禧
、

陈诚等商议说
:

与中共
“
既决裂之

,

不许可再延期
,

亦无必要顾虑种

种
。 ” ⑥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就这样决定下来

。

蒋介石在挑起全面内战后
,

扬言战争
“
一定能速

战速决
” ⑥

。

蒋的参谋总长陈诚更大胆
,

扬言
“

三个月

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问题
” ⑦

。

但实际上
,

国民党的

力量远非如蒋
、

陈吹嘘的那样强大
。

战争的结果
,

国

民党一败涂地
,

不到 四年
,

就被中国共产党赶出了大

陆
。

这样的结局
,

恐怕是蒋介石与陈诚所始料不及的

吧 !

第四
、

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美苏由战时的合作逐渐演

变为公开的对抗
。

以美
、

苏两大强国为中心
,

世界局

势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局

面
,

世界冷战格局基本形成
。

一国之内
,

共产党与资

产阶级政党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

反观二

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类似联合政府的欧洲国家
,

为时不久即纷纷宣告瓦解
。

在东欧
、

中欧和南欧一些

国家
,

共产党凭借其实力将资产阶级政党清除出了

政府 ;而在法国
,

则是资产阶级政党凭借实力将共产

党排挤出了政府
。

无一例外地
,

变成了无产阶级政权

或资产阶级政权
。

可以设想
,

即使中国在二战末期利

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建立了类似的
“

联合政府
” ,

也不

可能长久维持
,

最终会走上武力解决的道路
,

这点是

可以肯定的
。

因此
,

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
,

是历史的唯一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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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文为主
,

同时发表评论
、

综述
、

史

料
、

考证
、

读史札记
、

书刊评介
、

译文
、

信息等各种形

式的研究成果和文章
,

包括 自 1 9 3 1 年九一八事变

起
,

至 1 9 4 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

日本投降为止
,

中

国抗 日战争各方面的内容
。

《抗 日战争研究 》的作者队伍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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