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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密使又活跃起来 i

第一章

马拉松式的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和杨虎城分别宣布了蒋介石口头承

诺的和平条件。然而，由于负荆请罪的张学良在南京被扣 ， 时至 1937

年元旦，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杨虎城向全体官兵

发出号召:

"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 " 

而此时在东北军内部到了重新爆发起义的临界点。发动西安事变

的重要人物东北军 67 军军长王以哲背负着害了张学良和毁了东北军

的罪名被愤怒的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击毙，讨伐蒋介石的呐喊在东北军

营中喊得震天响，作为"三位一体"中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几次去东北军

营中调解激愤的群情，屡被东北军士兵拔枪逼指，处境非常危难……

于是西安与南京之间，西安与中共之间，

出现了新的紧张状态。

南京何应钦趁机下令，中央军分五路向西

安挺进: 杨虎城也不示弱，当即作出反应， 设立

七道防线针锋相对，水来土掩。

在这剑拔弩张之际， 幕后秘使再度活跃。

1937 年 1 月 5 日。署名"洛，毛"的密电

发到上海潘汉年手中。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

圄 潘汉年

-1 



天和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区，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共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

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电报中所称"宋子文要我派代表"之"代表"原本是周恩来。在

西安，蒋介石曾经当面对周恩来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以来南京直

接谈判。"

可是，张学良在南京受审、被幽禁，使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诚意打了

个大问号，还曾骂蒋"是个大流氓! "就在致电潘汉年的同时，毛泽东致

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之后，不为张学

良第二。"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

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周恩来同志协商。"

毛泽东所说的张君就是国民党密使张冲。

潘汉年接毛泽东电报即和宋子文联络，潘汉年复电毛泽东，不日他

可以陪张冲前往西安与周恩来谈判。于是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

在南京居然住进了宋子文公馆。

一边幕后斡旋，一边又公开通电。 1 月 8 日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

央政府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以及""奉

化蒋介石先生"

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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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圄 西安事变后，请假 "休息" 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伴下回到溪口并到杭州、庐山等处度假.

此时张学良已被"严加管束" 一一

新爆发 ，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

听命于蒋先生 。 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

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蒋先生之政治价格与其 ‘ 言必信，行必果 '

之格言 ， 实为重大之试验…·

蒋介石权衡再三， 于 1 月 14 日命令前方各军 ， 非得总攻击令，不许

对西安方面发动攻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

应当说，蒋介石这一命令，对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内战起了作用。

翌日 ， 蒋介石在溪口致顾祝同的电报中，道出了内中的底细:

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 ，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

向晋过黄河攻晋，以牵制我军 。 此若非常危险。 ……河东防务未固以

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但应时时向之威胁，勿稍松懈为要。

这一电报也表明，蒋介石对于贸然总攻心存顾忌 。 电报也表明，正

在溪口"休假"的蒋介石，仍在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只不过把指挥部从

南京搬到溪口而已。

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忙于幕后奔走，他陪张冲去西安见周恩来，

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谈判。幕后的斡旋， 终于有了结果 ， 1 月 12 日蒋介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奉化到了杭州，忙着调兵遣将，向西安进发一一经过密商，杨虎城和

中共己同意中央军进入西安。

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

一、张学良所属东北军开出漳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

蒋介石预料，顾祝同一进入西安，周恩来马上就会与之接触。所以，

在中央军开入西安的前一天，蒋介石便从杭州给洛阳顾祝同发去一密

电。顾祝同字"墨三"。蒋介石的电报称之为"墨兄"叮嘱道:

"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

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三本人不必多与

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均勿公开，以免其多次

来求见也。"

蒋介石怕泄露天机，在电报中指明"此电立即付丙，切勿带往西安"

要求看过烧掉。

果真，顾祝同刚刚从洛阳抵达西安，来自城东七贤庄一号的秘密使

者，便带来周恩来的信，希望见顾祝同 。

也就在这一天"毛、洛"从延安给周恩来发来了电报:军事方面同

意提出初编为 12 个师 ， 4 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 : 组成一路军，设正

副总司令， 朱正彭副…

周恩来于是在谈判中提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军长，朱德，

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的红军整编构想。

这样，蒋介石在杭州不断给顾祝同拍电报，毛泽东在延安不断给周

恩来发电报"顾一一周会谈"成了间接的"蒋一一毛会谈"。

除了顾祝同之外，国民党代表还有张冲、贺衷寒，中共代表还有叶

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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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 i

圄 季米特洛夫

早在西安与南京之间、西安与中共之间出现新的紧张状态时，远在

真斯科的共产国际就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在中共身上， 1937 年 1 月 19 日

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密电，指责中共在处理西安事变时采取了错误步

骤: 一方面把中共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达成的妥协，看成了对蒋介

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另一方面则把中共在西安方面与国民党人的合

作看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试图维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没有意识到现

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

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

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

这一措辞严厉的电报是季米特洛夫 1 月 16 日起草并送斯大林审

阅的 。 电报发出后，斯大林意犹未尽，觉得还应将意思表达得更严厉一

些。为此， 19 日斯大林召集主持了有季米特洛夫参加的苏共高层会议，

作出决定，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中共必须根本改变苏维埃



国 斯大林

革命方针的建议。按照斯大林的指示， 1 月 2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处致电中共书记处，用询问的方式要求中共中央作出答复"你们是否

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直

和适时的? " 

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即召开会议商量怎么回答

莫斯科的询问。恰此时中央获悉蒋介石根据在西安时与张、杨和中共

达成的协议，将于 1937 年 2 月 15 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毛泽

东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估计此会将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对日关系; 二

是国共关系。毛泽东建议中共应来个先声夺人。于是张闻天根据共产

国际来电精神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

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四五方案"即 5 项要求和

4 项保证 。

5 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抗日本的侵略 ;

(二)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三)召开各党、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抗日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一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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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人民生活 。

电报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中共将遵守下列四项保证: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7 

二是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

军 ， 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

三是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

纲领。

这封电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的前五天即 2 月 10 日发往

南京，同时报送真斯科作为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讯问电报的回答。

莫斯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读了这封显示中共政策颇大变

化，尽量向共产国际指示靠拢的电报，感觉这是"过"了，他担心中共变

右，也没有请示斯大林，就自作主张地从 1 月 20 日电报的立场退缩。他

当即复电中共说 u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 最好主要限于声明

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

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 的措施: 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

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

是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暂不发表关

于我们苏维埃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

而季米特洛夫刚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同时收到中共电报的斯大

林的意见就传达到了共产国际。斯大林让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季米特洛

夫，很简单的一句话 u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

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显然意见相左，为了维护共产国际与联共中

央的紧密团结，季米特洛夫不得不立即发出另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转

弯抹角地表示与斯大林是同样的观点，只是更关注中共实施此政策在

方法上是否妥当 u联共中央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基本上是可

以来纳的。但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来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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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是否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呢? 请你们回

答这一问题。 "

季米特洛夫电报发出后，心里还是很不踏实，他唯恐中共在统一战

线中丧失自己的立场，他又不便将自己与斯大林相左的意见表达出来，

但这种顾虑又挥之不去，终于在电文中又表达出来了。

! 曲里拐弯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i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终于 1937 年 2 月 15 日在南京召开 。 果不出

毛泽东所料，中共中央 2 月 10 日的来电，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激

起了波澜，大多正直的国民党人都表示欢迎中共的保证和提议，对过去

政策进行反省。

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一改自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国民党

中央抵制的态度，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三中全会。她领衔

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 13 人联名向大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

图 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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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在过去 6 个月中，

我们得到了共产党几封党中央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合作联合抵

抗日本……共产党既然愿意停止危害本党政治权力的活动， 并支持统

一抗日，所以本党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的机会，以挽救

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

另外，宋庆龄还在大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讲，大声疾

呼"停止内战，国共合作 ， 共同御敌! " 

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也上了大会的讲台，他如今成了国民党右

派头目，在大会上别有用心地力主"抗日必先剿共! " 

杨虎城也出席了会议。 他在大会上重提西安事变时和张学良一起

提出的"八项主张" 。 他说"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真急于抗

战，而抗战之道，尤必以上八项办法为其始基。"

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 他称西安事变是 "张学

良等突然构乱"是"凌乱纪纲"。 他向"到会同志"分发了《中正手辑小

册之西安半月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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