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9月 10日至 15日，国共代表

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

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

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上，还是毫无进展。9月27日，蒋介石索

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

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

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

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

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

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量达一

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

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

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

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

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

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

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

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

忿地写下：“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

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

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

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

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

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到了西昌，他

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

着一个惊天之举。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

本。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

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

判毛泽东。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

长期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解释道：

“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

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

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

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

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

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

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

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

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

杀心暗起为何中途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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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

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

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

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

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

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

行返回延安。在毛泽东回延安

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

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

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10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军

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

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

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

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

人。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

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

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

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

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

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

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

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

士兵开枪打死了。

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

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

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

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

不清楚。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

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

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

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

是个意外。

一场风波过后，1945 年 10

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

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

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

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

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

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

谈判，毛泽东以他大智大勇促成

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

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个

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全

面爆发。

重庆谈判
毛泽东做最坏打算

“弥天大勇”。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时，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曾经如此赞叹。

重庆谈判发生在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经过8年浴血奋战，英勇的中国军民终于打败侵

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接下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国家，是全国人民一致的

愿望。就在这时，蒋介石三电毛泽东，邀他前往重庆谈判。然而，国民党其实并无诚意，而蒋介石

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毛泽东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亲

赴重庆。43天的谈判，未能达成人们想要的和平，却成为中国转折的契机。 据《北京日报》

毛泽东之所以来重庆谈判，皆因蒋

介石那三封言辞恳切的电报。

1945年8月 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

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

件投降的诏书。当天，蒋介石给身在延

安的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邀请他来重

庆“共商大计”：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

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

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

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

迫切悬盼之至。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对赴渝谈判一事

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总

司令的电报。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表

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突

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

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

时在华日军还有100多万。谁接收了军

队，就等于接收了100多万人的武器给养。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

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

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

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

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

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11日一早就

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

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

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

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

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

毛泽东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

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他

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

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随后，他又

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

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

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

而后再一次要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

毛泽东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

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可这回蒋介石似乎是铁了心要请毛

泽东出山，8 月 23 日，第三封电报又来

了，执意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

飞机都预备好了。

蒋三封电报催毛来重庆谈判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

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把蒋介石描述的联

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

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

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不过，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安全

问题。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

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毛泽东

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

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

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

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

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

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

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

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

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

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

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

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

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

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

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

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

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

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

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

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

着：“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

而实上帝所赐也。”

“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

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

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

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

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果然，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

局。

毛泽东做好坐班房的准备

意外事件再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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