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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1月 13日下午，蒋经国因

病逝世。 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立刻

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

了国台办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邓

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

事。邓小平还称，若蒋经国健在，“中国

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

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

作，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

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据《看天下》[美]陶涵/著 林添贵/

译 原载《蒋经国传》新华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与蒋经国是大学同学，80年代初两人分别成为两岸掌权者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而蒋经国

则要李焕替他达成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

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单独存在。”

1973 年，当蒋介石把许多事情都交

给儿子蒋经国时，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

复出。

邓小平，1926年至1927年与蒋经国是

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邓小平是蒋经

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已经掌握台湾

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

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

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

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

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

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上这些，负责台

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

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

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

那么愚蠢。”

1975年，蒋介石离世。1978年 3月 11

日，蒋经国被选举为领导人。两个月后，他

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对岸，他的老同

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

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

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

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

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

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奉命在凌晨三点

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

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蒋经国。

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卡特原定在中

美建交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小时通知蒋经

国，因为幕僚的反对，卡特才决定：提前7

个小时通知。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

会见了安克志大使。临别时，安克志大

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

先生在第二天早晨 8 点之前，暂时不要

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

气，始终不肯答应。消息公布当天，台北

股市大跌近一成。

邓小平给蒋经国的“重重一击”

蒋经国于1978年3月11日被选为“总

统”。对岸，老同学邓小平历经三次“沉

浮”后，开始主政大陆。1978 年 12 月 16

日，解放军停止了自 1958 年开始的对金

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

反炮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

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

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

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

意访问台湾。

蒋经国对邓小平这一波“和平攻势”，

反应相当敏锐。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

访，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

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

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

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

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

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打击之后的“和平攻势”

1981年，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

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

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中共新任总书

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

“回老家瞧瞧”。随后，大陆发表了叶剑英

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面阐述了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提出

九条对台方针。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

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

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邓小平清楚，蒋经国是个大孝子，就

指示浙江溪口，要他们修缮蒋经国母亲、祖

母的坟墓。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

迅速而又秘密地送到了台湾。

邓小平还就“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

供了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宪法，赋予台

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

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

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

权。 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有权代表整个

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

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可）处理一些涉外

事务”。

老同学是个大孝子

当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往

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一次，李光耀

访问北京时，邓小平通过李光耀向“我

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李光耀给邓小平及大陆官员介绍台湾

的情势，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访

客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

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

官员或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

治或“人事”问题，统一后的现状“可以

维持100年”。

依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

“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

……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

特别权力”；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

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

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 邓小平

再次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条件。所有其

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这

是台湾从北京所获致的最有弹性的谈

判起点。

李光耀成两岸“中间人”

蒋经国听到这些信息后，并不认

为这些“条件”在岛内已经凝聚成共

识，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

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与

蒋经国讨论大陆局势的发展。这一

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

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计

划和最新想法。1986年9月28日，135

位反对派风头人物，在台北圆山大饭

店举行集会，并宣布民进党成立。民

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

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独自沉思半

小时后，他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

幕僚到自己的官邸开会。坐在轮椅上

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

在变，潮流也在变。”他接着说，“国民

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

能再跟从前一样。”

随后，蒋经国坚持要李焕接任国

民党中常会秘书长。他跟李焕长谈，

说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其

中，“两岸统一”是蒋经国强调最明确、

最强烈的一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

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

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

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单独存在。”

蒋经国的政治改革

邓小平复出
与蒋经国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