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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 , 蒋介石当

面表示 , 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

商两党合作的事宜。中共中央注意到这

一意向 , 周恩来的南京之行已在酝酿之

中。可是 ,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

后 , 中共中央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 , 改变

了原先的计划。1937年1月5日和6日 , 毛

泽东等连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

发去电报 : “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

后 , 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

南京。”但是 , 中共中央仍对和平谈判寄

予希望 , 便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 , 并表明

自己的态度 : “周暂难分身 , 一俟大局略

定 , 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

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第一次西安谈判

1937年2月8日 ,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

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

全权代表 , 后来又增派张冲和贺衷寒 , 参

与在西安举行的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共

后来也增派叶剑英参加。

顾祝同到西安的当天 , 会谈便正式

开始。顾祝同表示 , 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

办事处。当日 , 张闻天、毛泽东给周恩来

拍来电报 , 提出谈判中应要求将红军编

制设为12个师 , 4个军 , 以林彪、贺 龙 、刘

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 , 4个军编成一

路军 , 设正副总司令 , 由朱德、彭 德 怀 担

任; 军饷按中央军待遇 , 或先每月接济80

至100万元 ; 如成立国防委 员 会 , 红 军 应

派代表参加 ; 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

员 , 不破坏中共组织 , 保证中共对红军的

领导。

顾祝同、张冲在会谈中提出 , 取消苏

维埃政府改为特区 ; 改变红军番号名称 ,

照国军编制 , 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

政训人员及联络员 , 其他地区游击队改

为民团。周恩来在会谈中 , 将中共中央致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 给 顾 祝 同 , 希

望国共两党能再次合作 , 共赴国难。双方

的会谈虽然仍有分歧点 , 但还是取得了

一些成果 :

( 一 ) 中 共 承 认 国 民 党 在 全 国 的 领

导 , 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 , 实行

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

放政治犯 , 对中共党员、中共组织不再逮

捕、破坏 , 允许中共适时公开。( 二) 取消

苏维埃制度 , 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 受

国民政府指导 , 实施普选制。( 三) 红军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 , 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

和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边区

部队改为地方部队。 ( 四) 中共派代表参

加国民会议 , 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 五) 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

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

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 , 与会的张

冲准备返回西安继续参加谈判。临行前 ,

蒋介石召见张冲 , 并向他交了底牌 : 共产

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 ; 特别区恐怕中

央的法令不能容 ; 红军可以改编为3师9

团 , 不可再加。张冲回到西安 , 代表蒋介

石再与周恩来谈判 , 转述了蒋介石的意

○张家康( 安徽)

西安事变后
周恩来与蒋介石
的五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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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并介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

周恩来对会议通过的 《关于根绝赤祸之

决议案》表示遗憾 , 保留将来声明的权

利。他还告诉张冲 : 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

府 , 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

自当日起至3月8日 , 周恩来与张冲

会谈6次。其间 , 周恩来还利用自己曾是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 , 多次与黄

埔毕业生谈话 , 并请中共中央派曾是黄

埔一期生的陈赓来西安 , 同做黄埔系的

工作 , 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谈判

中 , 张冲的态度友善而又积极 , 他提出红

军主力可编4个师16个团 , 另编两个徒手

工兵师 , 共6万人。为使和谈能达到预期

的目的 , 他还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

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立即将张冲的意见向延安汇

报。3月3日 , 张闻天、毛泽东即拍来电报 ,

同意红军的改编意见 , 指出 , 现在谈判的

中心内容是 , 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

法 地 位 , 使 全 国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得 以 开

始”。但是 , 当张冲的意见转至南京时 , 蒋

介石却予以否决 , 只允许红军改编为3个

师9个团。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研究了蒋介

石的意见后 , 给周恩来指示 , 谈判中仍以

4个师为基准 , 如果蒋介石执意“坚持3个

师时 , 亦只得照办”, 以表现合作的诚意。

经过一个月的彼此交流、磋商乃至争论 ,

双方的意向也逐渐趋于统一 , 正是在这

个基础上 , 3月8日 , 周恩来、叶剑 英 和 顾

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坐下来 , 共 同 商

讨形成一个总结性的条文 , 并决定由周

恩来负责文字的起草 , 这便是 “三八协

议”, 其主要内容是 :

( 一) 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

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 彻底取消

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 停止赤

化运动; 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

共党员 , 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

( 二) 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 , 将

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 甘 宁 行 政 区 ,

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 民 选 制 度 , 其

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 , 由国民政府任命 ;

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 三) 红军取消 ,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

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

一指挥 , 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

同等待遇 , 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 , 呈报

军委会任命 , 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

络 ; 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 ,

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

重等部队 , 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

挥部 ; 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

团或保安队 ; 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 ;

此外 , 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

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可是 , 这个协议却因贺衷寒的修改

而改变了内容 , 这便是 : 红军改编 为3个

师后 , 每师只能有1万人 , 共3万人 , 政 训

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 , 各级的副职

也由南京政府委派 , 取消“民选制度”, 改

“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 甚 至 删 去 了

协议中的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等

等。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 , 贺衷寒是

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 , 而“束缚

我们”、“胁迫我们”。认为在西安与顾、贺

继续谈判 , 已经没有实际价值 , 要求直接

与蒋介石面谈 , 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中

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3月13

日晚 , 周恩来会见张冲 , 提出将 “三 八 协

议”直接送达蒋介石的要求 , 表 示 : 贺 案

是我们所否认的 , 但是 , 两党合作抗日和

拥护蒋委员长的方针 , 不会因贺案而发

生动摇。

第二次杭州谈判

蒋介石接到张冲转达的周恩来意见

后 , 答应与周恩来在杭州会谈。3月下旬 ,

周恩来乘飞机前往杭州。抵达上海时 , 他

抽空与宋美龄会晤 , 请她将中共中央书

记 处 关 于 谈 判 的 十 五 条 意 见 转 交 蒋 介

石。宋美龄向周恩来表示 , 中共可以合法

存在。一到杭州 , 周恩来便在潘汉年的陪

同下 , 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

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 , 是维护民族

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 同 纲 领 ,

所 以 , 绝 不 能 忍 受 “投 降 ”、“收 编 ”的 诬

蔑。谈话重申中共十五项谈判条件 , 并提

出几点具体的要求 :

( 一) 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 ,

不能分割 ; ( 二) 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

余 人 ; ( 三 ) 3 个 师 上 必 须 设 总 指 挥 部 ;

( 四) 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 ;

( 五 ) 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 ; ( 六 ) 红 军

防地须增加。

听完周恩来的讲话 , 蒋介石态度温

和 , 他说: 中共有民族意识 , 革命精神 , 是

新生力量 , 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

西安会谈期间 , 周恩来( 右) 、叶剑英( 右) 与国民党代表张冲( 中) 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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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 国共由于分家 , 致使十年革命失

败 , 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

国的局面 , 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

错误。接着 , 他又指出 , 希望这次合作是

永久的 , 即便他死后 , 也不要分裂 , 免 得

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 因 此 ,

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在谈到合作的具体问题时 , 蒋介石

的口气也比较爽快 , 他说 : 这些都是小

节 , 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

国民大会、国防会议 ; 陕甘宁行政区可以

是整个的 , 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

人任正职 , 中共派人任副职 ; 红军改编为

3个师 , 4万余人 , 可以设总指挥部 ; 绝 不

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 ; 粮食接济定额设

法解决。最后 , 蒋介石提到永久合作应有

一个有效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

纲领是最好的办法。蒋介石同意并要周

恩来立刻回延安 , 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

同纲领。

周恩来杭州之行 , 取得成效 , 不管怎

么说 , 蒋介石总算在口头上答应红军保

持4万余人 , 承诺陕甘宁为一个统一的行

政区。3月30日 , 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

系的密电码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

立即召开会议 , 听取周恩来所做的关于

杭州谈判的报告 , 针对蒋介石的提议 , 决

定起草一个永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纲

领。会议期间 , 周恩来致电蒋介石 : “归肤

施 ( 即延安 , 作者注 ) 后述及先生 合 作 诚

意 , 均极兴奋 , 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

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周恩来 期 待 着 再 与 蒋 介 石 的 谈 判 ,

并为此做细致的准备。他在给中共中央

的报告中 , 提出下次谈判的方案 : “( 一)

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 以

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宣言为共同基础) , 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

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 , 共同推

举蒋为领袖。( 二) 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

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 , 征蒋同意 , 如蒋

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 , 我们可

以答应赞助蒋为总统。( 三) 我们准备提

出修改宪法的草案 ,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民主运动以影响蒋。( 四) 对其他具体问

题 , 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

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

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

拟接受 , 红军改编以4万5千人为定数 , 地

方部队另编1万人 , 如此 , 除老弱妇女外 ,

便无多余精壮青年。( 五) 如基本上及具

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 , 则我们拟以党

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 , 以争取公开活动 ,

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 , 待事态发展 , 以便

促蒋让步。”

这时 , 通过中共中央与斯大林的交

涉 , 蒋经国已从苏联回国。分别多年的蒋

氏父子得以团聚 , 多少给正在进行中的

国共谈判增添了有利因素。周恩来抓住

这一时机 , 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拍去电报 ,

指示李克农与张冲同去上海 , 面见蒋经

国 , 让他从中影响蒋介石。

中 共 中 央 认 真 研 究 了 周 恩 来

关于下次会谈的方案 , 在4月20日

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 就制定民族

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

法和选举法等问题 , 进行了认真、

慎重的讨论。会上讨论了由吴亮平

起 草 的 《关 于 御 侮 救 亡 、复 兴 中 国

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周恩来就

纲领的细则做了详细说明 , 指出 ,

统一战线必须承认中共的独立性、

国际性和阶级性三原则。统一战线

的原则是 : 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

则 ; 建 立 联 合 组 织 ; 在 蒋 介 石 承 认

此纲领的条件下 , 中共可承认他为

领袖。关于联盟的组织原则 : 凡各

党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 ; 联盟中

保持各组织独立性 , 允许自由退盟

等。

在延安的3个星期 , 中央政治

局 连 连 开 会 , 就 下 一 步 谈 判 的 原

则 、策 略 , 进 行 了 认 真 的 准 备 。25

日 , 周 恩 来 等 乘 车 赴 西 安 , 准 备 南

下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后因途中受阻 , 返

回延安。第二天 , 又改乘飞机抵达西安。

到达西安后 , 便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

意见。接着 , 又与顾祝同就军事问题进行

谈判 , 商定红军的经费再给5万 元 ; 红 军

夏衣在6月中旬发放 ; 红军西路军被俘人

员已到兰州的 , 可送西安或发衣被 ; 中共

将和南方各苏区联络等。顾祝同均答应

向蒋请示。

第三次庐山谈判

1937年6月4日 , 周恩来上了庐山。此

时 , 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从

8日到15日 , 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

交谈 , 宋美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先将

《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

领( 草案) 》交予蒋介石。可是 , 周恩来却

发现 , 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会谈 , 但

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中共代表 , 左起周恩

来、博古、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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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 , 使谈判难以

进行下去。杭州谈判时 , 蒋介石让中共先

拿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 , 可是 , 当周恩来

带来中共草拟的纲领时 , 他却漠然置之 ,

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 盟 会 的 主 张 ,

故伎重演 , 还想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

之中。其具体内容是 :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

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 , 共产党推出同等

数量之干部合组之 , 蒋为主席 , 有最后决

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 ,

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 , 然后执行。关于纲

领问题 , 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

会在进行顺利后 , 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

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

顺利后 , 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

关系 , 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 , 形成民族国

家之联合。”

蒋介石费尽心机 , 又提出 : 先由中共

发表宣言 , 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

番号 , 人数为4万5千; 他推翻了杭州谈判

时的许诺 , 3个师以上不再同意设总司令

部 , 而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 并且

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 , 出国 考 察 ;

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 , 仍然坚持中共推

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 , “边区自己

推举副的”; 至于南方游击 队 问 题 , 他 提

出应由中共联络 , 然后“实行编遣 , 其 首

领须离开”; 对杭州所谈“允 许 共 党 适 时

公开”, 则矢口不谈 , 只是 说 中 共 可 以 派

代表参加国民大会 , 但又“不以共党名义

出席”。

如此出尔反尔 , 变幻莫测 , 尽在周恩

来的意料之中。他有针对性地回答说 : 所

提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 , 事关重大 ,

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 , 才能做出决定 ; 红

军改编后不应设立政治训练处 , 而应设

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 ; 边区政府的人事

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来还同宋子

文、宋美龄等会谈 , 陈述红军改编后 , 3个

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以军事名义 , 而不

能以“政训处”代替。对于这些带有根本

性的原则问题 , 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很

激烈 , 分歧很大 , 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

冲等往返磋商 , 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 , 谈

判自然难以进行。

不久 , 周恩来返回延安 , 中共中央听

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 , 研究了蒋介石的

意见 , 但仍然准备顾全抗日大局 , 做出妥

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

责起草谈判新方案。这个新方案考虑到

蒋介石的意见 , “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

命同盟会 , 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 , 以便

奠 定 同 盟 会 及 两 党 合 作 之 政 治 基 础 ”。

“同盟会组织原则 , 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

础上 , 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

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 , 承认其

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由于蒋介石

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 , 所以 , 中共准备

7月中旬发表宣言 , “在宣言发表后 , 如蒋

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 , 红军即待其

名义发表后改编 , 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

宣布改编 , 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

义 , 编3个正规师 , 共4.5万人”。陕甘宁边

区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 , 在张继、宋子文、

于右任3人中 , 选举一人 任 边 区 行 政 长

官 , 共产党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长官。

国共谈判中 , 最棘手的问题是改编

后的红军指挥部。蒋介石设想 , 红军改编

后 , 国民政府将派去所谓政训处 , 以取代

军事指挥部 , 并将毛泽东、朱德派出国外

考察 , 让改编后的红军失去核心 , 这 样 ,

就 使 他 所 精 心 设 计 的 改 编 真 正 成 为 收

编。6月22日 , 周恩来致电蒋介石 , 专门谈

及军事指挥机关的问题 , 表示中共可以

再次让步 , 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

名义指挥 , 但是 , 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

任。时下 , 朱德不能离去 , 红军倘若改编 ,

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 , 他告诉顾祝

同、张冲 : “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 , 请向蒋

进言 , 朱不离军队。”

这时 , 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 ,

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 ,

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 , 继续

谈判。几日后 , 南京方面又给延安来电 ,

算是给周恩来致蒋介石电的回复 : 红军

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为第四

次谈判做了认真的准备 , 让周恩来负责

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 整 方 案 》, 这 个 方

案提出 : 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

党关系 , 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 , 但不能

干涉两党内部事务 , 两党均须遵守共同

纲领 , 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

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7月4日 ,

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 , 他们

飞抵上海 , 也就在这天 , 震惊中外的卢沟

桥事变发生。13日 , 他们到达庐山 , 立即

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

蒋介石 , 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

态度。

第四次庐山谈判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 , 所邀各界名

流都有一席之地 , 却唯独将中共晾在一

边。上次庐山谈判时 , 蒋介石提出中共应

先发表宣言 , 可是 , 当《中共中 央 为 公 布

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 , 蒋介石又予以刁

难 , 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 , 就是

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尽管如

此 , 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

无上的地位 , 表示: “愿在蒋指挥下努力

抗战 , 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 , 已令

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 , 待令出动 , 同意担

任平绥国防。”

可是 , 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

后 , “各师须直隶行营 , 政治机关只管联

络”, 再也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

以代行指挥权了。这种态度当然是周恩

来难以接受的。第二天 , 周恩来致函蒋介

石 : “华北炮火正浓 , 国内问题更应迅速

解决 , 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

具体实施。”同时明确指出 , 蒋介石的意

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 , “出 入 甚 大 ,

不仅事难做通”, 而且 , “恐碍此后各事之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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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又成僵持局面 , 中共中央考虑

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 , 仍是顾全

大局 , 求同存异 , 张闻天、毛泽东 来 电 指

示: “为大局计 , 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

之政治处制度 , 请要求设正副主任 , 朱正

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 , 以资统

帅。”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 , 就谈判的问

题草拟出12条意见 , 通过宋美龄转交给

蒋介石。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

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 《中共中

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各报刊可公开

发表; 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 , 从张

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担任正

职 , 由林伯渠任副职 , 其范围包括现在所

辖18县 , 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

区政府划定 ; 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

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

国共合作方针 , 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

改编 ; 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 放 》周

刊在全国发行; 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 ,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12条意见 ,

没有任何回应的表示 , 还是坚持红军改

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 , 3个师的

管理直属行营 ; 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

遣 ; 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

排 , 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

任。事实上 , 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

盘 , 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

关 , 一切听命于蒋的“行营”, 那么不要多

长时间 , 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

化 , 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

伍了。如此心怀叵测 , 周恩来当即严正表

示 : 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

见 , 我党绝不能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

局 , 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达上海。7月20

日 ,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

伯渠 : “日军进攻之势已成 , 抗战有实现

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 , 不再与

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

海 , 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 , 等待重开谈

判。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 , 全民抗战

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

到形势的发展 , 致电张闻天、毛泽 东 , 建

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 , 不管形

势如何变化 , 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 方 面

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 , 每个方面军编

足1万5千人 , 独立军、师都编入 , 加强干

部 , 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7日 , 他

们到达西安 , 当日在与蒋鼎文会谈时 , 即

得到蒋介石的口信 : 红军迅速改编 , 出动

抗日。针对蒋介石的催促 , 周恩来让蒋鼎

文转告蒋介石 : 红军同意改编 , 同意开

拔 , 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后 , 周恩来参加中央关于

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 , 决定 : 立即争

取西安行营的同意 , 将红军集中三原改

编 , 编足4万5千人 , 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

部( 将来可让步为军部) , 朱德任正职 , 彭

德怀任副职。7

月 29、30 日 , 北

平、天津相继沦

陷 , 蒋介石终于

发表《告抗战全

军 将 士 书 》, 声

称 : “和 平 既 然

绝望 , 只有抗战

到底。”形势急

转直下 , 民族危

亡迫在眉睫 , 红

军 改 编 已 是 刻

不容缓。周恩来和博古立即赶赴云阳镇 ,

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

干部会议 , 共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问

题 , 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等 商 定 红

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

题。

就在此时 , 叶剑英从西安拍来电报 ,

告诉周恩来 , 桂系将领李宗仁、白 崇 禧 ,

川军将领刘湘将去南京 , 出席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蒋介石、李

宗仁这对生死冤家都能坐在一起 , 共议

危亡之局 , 真可谓“兄弟阋于墙 , 外 御 其

侮。”周恩来料想中共也将被邀参加会

议 , 为了掌握团结抗日的主动权 , 他致电

毛泽东、张闻天 , 提出中共应派 人 参 加 ,

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果然 , 8月1日 , 毛

泽东转来张冲的急电 : 蒋介石密邀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

题。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又峰回路转 , 柳

暗花明。周恩来电复张冲 : 如开国防会

议 , 则同朱德、叶剑英去 ; 如系谈话会 , 则

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立即复

电 , 告诉是开国防会 , 望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南京方面连日电

文 , 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

第五次南京谈判

在南京举行的第五次谈判 , 红军改

编和出动抗日将是最突出的问题 , 周恩

来对此做了认真的准备。8月4日 , 他和朱

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认真研

究和讨论后 , 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对

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

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第二天 , 周

恩来便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复电 , 其中

指出 , 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

动战 , 钳制敌人大部分 , 消灭敌人一部”。

“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

循 “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 , 在此原则

下 , 承认开拔兵力”。

周恩来和朱德等来到西安后 , 得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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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的1000多名被俘人员关押在

西安 , 便立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在

确认情况属实后 , 他立即前往西安行营 ,

直接同蒋鼎文交涉 , 要求予以释放。当

天 , 便有30名西路军干部获释 , 接着又有

210余人获释 ,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周

恩来满怀希望和信心。9日 , 周恩来同朱

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在南京期间 , 他们

活动频繁 , 多次与冯玉祥、白崇禧 、刘 湘

和龙云等会晤 , 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 ,

在经历十年风雨后 , 终于得以公开活动。

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 , 周恩来

再次阐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方针

意见 , 指出 , 当前战争中 , 必须培 养 出 可

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 , 不可

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 , 而应当由

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 扩 大 运 动 战 。

另一方面 , 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做了

发言。他们的意见 , 获得与会者的好评 ,

对 于 国 民 政 府 制 定 全 国 抗 战 的 战 略 方

针 ,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是 , 在讨论国

共合作的具体问题上 , 蒋介石仍然挑刺 ,

提出种种非议 , 为7月间就交予的 《中 共

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他一直不予

发布。当周恩来重提此事时 , 他让康泽出

面对周恩来说 , 中共的宣言不宜提 “民

主”, 应一律改为“民用”; 要取消对民族、

民权、民生的解释 ; 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

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

就在康 泽 与 周 恩 来 会 谈 的 第 二 天 ,

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

海军民奋起抵抗 ,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 , 战火逐步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

延。蒋介石措手不及 , 心中的那点侥幸 ,

彻底破灭 , 下决心与日本决战。周恩来紧

紧把握时机 , 立即向中共中央请示 , 在将

要进行的谈判中 , 我们应努力达到 : ( 一)

努力抗战 , 以巩固蒋介石 的 抗 战 决 心 ;

( 二) 红军立即改编 , 争取开动 ; ( 三) 力争

发表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四) 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

大敌当前 , 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

中央的条件 , 国共谈判中久拖不决的问

题 , 终于得到落实。18日 , 蒋介石同意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任命朱

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 并于22日正式

发表文告。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

事任命问题 , 总算得以解决。9月22日 , 国

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播发 《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 , 周恩

来多次与国民党谈判 , 强调八路军可以

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 , 在总的战略方针

下 , 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蒋介石、

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任战 略 游 击 支 队 ,

执行侧面战 , 协助友军 , 扰乱与钳制日军

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八路军

的战略任务确定后 , 周恩来和叶剑英立

即致电毛泽东等 , 部队仍以迅速开拔为

有利 , 提议: “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

队 , 先 行 东 进 。 ”毛 泽 东 当 日 复 电 彭 德

怀、任弼时: “同意恩来提议”。红一军团

为先遣部队 , 即日出动。自8月下旬起 ,

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

渡黄河 , 经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主力的改编刚一落实 , 周恩 来

便 考 虑 与 蒋 介 石 讨 论 南 方 红 军 游 击 队

的改编和中共合法机构的问题。何应钦

代表蒋介石同周恩来具体商谈 , 他同意

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 , 传达中共中

央指示 , 并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通过这次与蒋介石

等的谈判 , 国民党允许在南京、上海等地

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后来 ,

又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设立中共代表

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

等。

谈判中 , 周恩来强烈要求国民党释

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8月18日 , 他和叶

剑英到“首都反省院”, 看 望 被 捕 的 中 共

党员 , 经过反复交涉 , 当天 , 夏之栩、熊天

荆、王根英获释。随后 , 陶铸、钱瑛、刘宁

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都获释。

还是在庐山谈判时 , 周恩来便提出

中共在南京公开出版发行 《新华日报》。

当再次磋商此事时 , 很快便收到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批文。周恩来十

分高兴 , 立即和朱德前往拜望国民党元

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 请他为 《新 华 日

报》题写报名 , 于右任欣然应允。

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 , 一些根本问

题都得到解决 ,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正式形成。8月21日 , 周恩来要参加将在

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离开

南京前往西安 , 谈判中的未竟事宜 , 交由

叶剑英等继续谈判和交涉。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 , 蒋介石给朱德、彭德怀的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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