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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四年國共兩黨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破裂之後，國共

兩黨的關係已經走入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劉少奇在中共六屆七中

主席團會議的一次講話中，一句話點破了這時雙方關係的本質，

即“蔣的一切佈置是搞垮共產黨，我們的一切佈置是搞垮蔣介

石”。但是，中共這時要想搞垮蔣介石，至少在兩個大的方面還

不具備條件。一個是中共自身的力量還遠不如國民黨，一個是蔣

介石的背後還有當時在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美國的支持。當然，就

中共自身的力量而言，他們絲毫也不怕與國民黨鬧翻。在一九四

四年底，毛澤東甚至已經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共這次一定要“把

中國拿下來”（１）。可是，隨著美國政府明顯地表現出支持蔣介

石的態度，這種可能性幾乎變成了零。不僅如此，當一九四五年

軍事形勢表明整個戰爭行將結束之後，中共越來越相信國共之間

戰後將不可避免地要爆發戰爭。在有了大片的根據地和上百萬的

軍事力量之後，中共無論如何要設法在在中國政治的舞臺上取得

決定性的地位。問題是，要想能夠同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府

分庭抗禮，他們也必須得到同樣有力的國際支持。在這方面，他

們所能指望的自然只有蘇聯。 

 

 在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裏，要想瞭解蘇聯在遠東準備扮演

的角色，看起來是頗為困難的。毛澤東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一直沒有能夠收到明顯的效果。因此，直到四月間，他還只能把

美蘇英之間表面上的團結一致當成是自己的形勢分析的基本依

據。但毛澤東畢竟是一個頭腦聰明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很快就從



蘇聯扶持東歐民主政權和準備介入遠東事務等種種跡象中，看出

了蘇聯同美國在戰後政治傾向上和基本利益上的不同。這使毛澤

東深受鼓舞。在美國公開支援蔣介石的情況下，“我們中國沒有

外國援助，能不能勝利？”毛澤東明確認為：不能。“中國革命

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

必須有蘇聯的幫助。儘管蘇聯曾經長期不援助中共，但是三十年

代的經驗和信念使毛澤東相信：“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況不

允許”。如今，儘管仍舊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可是他認為，蘇

聯一定會援助中共。他甚至斷言：“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

來，殺我腦袋”（２）。毫無疑問，由於注意到蘇聯將要在遠東參

加對日作戰，特別是解放中國東北地區的作戰，中共中央對於從

東北地區取得蘇聯的援助頗有信心。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要“準

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

去”，並“得到技術條件”，即飛機大炮。而“從我們黨，從中

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

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

了鞏固的基礎”。因為現在我們的根據地“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

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打成一片”，東

北不僅有大工業，而且地域廣大，物產豐富，又背靠蘇聯和外蒙，

自然是最理想的根據地了。（３）因此，奪取東北，背靠蘇蒙，取

得援助，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這迅速成為抗戰結束前中共中央最

重要的戰略設想之一。只是，要想具體實現這一設想，還必須取

得蘇聯方面的諒解與協助。而當時複雜多變的形勢與美蘇國共之



間的矛盾關係，以及中共與蘇聯最高決策層之間的聯繫方式，使

得中共在具體實現上述戰略設想時一開始就遇到了許多麻煩。但

很顯然，美蘇之間在遠東的爭奪和對抗，最終促成了中共在東北

問題上的策略的成功。 

 

 

 

 

 

 

 

 

 

 

 

 

 

 

 

 

 

 

 



機會來了， 

但中共不知道蘇聯人是不是會允許他們利用這個機會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人盼望已久的機會來到

了。這一天，蘇聯開始出兵中國東北，對日本宣戰。延安沸騰了，

中共中央剛剛收到消息就立刻召開會議，毛澤東興奮地說：同蘇

聯紅軍配合作戰，是痛快，原來以為要與美國配合，那才是麻煩。

儘管，由於還不瞭解蘇聯方面的具體態度，中共這時對如何與蘇

聯紅軍配合還不清楚，但配備幹部，發動攻勢，準備幾十個旅打

仗，特別是盡可能爭取集中多數兵力與蘇軍實現戰役上配合的方

針迅速決定了下來。毛澤東和朱德當天就極其熱情地致電史達林

元帥，說：我們代表中國人民，對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表示熱

烈的歡迎。中國人民解放區一萬萬人民及其軍隊將以全力配合紅

軍及其他盟國軍隊消滅萬惡的日本侵略者。（３）  

 

  當然，在日本侵略者即將戰敗甚至投降，而國民黨主力多半

還遠在西南，鞭長不及馬腹之際，中共這時首先考慮的還是利用

自己佔有華北華中大片農村根據地的先天之利，乘機迅速佔領大

城市及交通要道，擴大地方，壯大力量。為此，他們首先發出的

黨內指示，突出地強調了迅速擴大解放區和壯大自己軍隊的問

題。在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區黨委的指

示中，明確提出：蘇聯參戰後，日本政府有繼續抵抗的可能，亦

有投降的可能。在此偉大歷史突變之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應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

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于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大

城市及要道（４）。  

 

  接著，朱德接連發出七道命令，要求八路軍分別向各大城市

和交通要道進攻。其第二號命令雖然也命令呂正操、張學思、萬

毅和李運昌部向熱河、遼寧及吉林進攻，但在內部指示中則特別

說明，這一命令只是“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國內外公開地位而

發。除李運昌部隊外，並非要呂、張、萬等部馬上開往（東北）

四省”（５）。其後，只有晉察冀分局指令地處遼寧、熱河及河北

邊界地區的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部注意向張家口、承德、山海關

及朝陽、錦州推進，迎接蘇軍，尋求配合，並探虛實。另外，中

共還考慮讓原東北軍舊部萬毅部于必要時向東北移動，並派一千

二百名幹部前往東北工作，但這一切還都在準備中。 

 

  由於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美國隨即全力幫助國民政府向華

中和華北地區運送軍隊，接收政權，而盟軍司令部更公開反對中

共參加接收和授降工作，致使中共無法順利實現奪取大城市和交

通要道的既定目標。而與此同時，國共兩黨間的軍事衝突明顯開

始增加，中共確信內戰將至，遂不得不下決心在華北、華中、華

南展開針對國民黨的軍事行動，盡可能牽制國民黨軍隊向華北開

進，以便力爭實現中共對華北幾省的實際控制。（６）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瞭解到蘇聯外貝加爾方面蘇蒙聯軍先

頭部隊已經從外蒙古進入中國察哈爾地區並佔領了多倫及張北。

毛澤東立即下令綏遠、太行、冀察地區的八路軍乘機奪取靠近張

家口地區的大同、太原與北平，並與試圖佔領這些城市的國民黨

傅作義部和閻錫山部作戰，力圖造成背靠蘇軍控制冀察晉綏熱數

省大部地區的形勢。但是，緊接著傳來的晉察冀邊區冀察軍區郭

天民、劉導生部所轄十二分區詹大南、段蘇權部於十七日與張北

蘇軍會合人消息，似乎並不令人感到鼓舞。無論是中共這些地方

部隊五花八門的服裝，還是相互間語言不通造成的隔閡，都使得

蘇軍最初對中共地方部隊極信任。特別是蘇軍在化德一度受到過

冒充八路軍的部隊的襲擊，最初與蘇軍會合的少數中共地方部隊

甚至遭到蘇軍繳械。當然，中共中央相信這些都只是出於一種誤

會。而且隨後蘇軍很快即根據史達林的電報指示與中共軍隊進行

接觸和聯絡，並要求中共部隊配合其進攻張家口的行動，這使得

中共中央迅速下決心以晉察冀軍區主力“配合紅軍奪取張家口、

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

沽源、大同”（７）。而二十日，當有情報證明國民黨正在由美國

運送軍隊前往東北之後，中共中央更不能不緊急部署派部隊前往

東北在區。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終於決定：“乘紅軍佔領東北期間和

國民黨爭奪東北”。為此，他們緊急調遣李運昌部三個團和冀東、

冀察兩區各一部深入熱河及遼寧，並決定從山東調兩個團，冀魯



豫調一個團，冀中調一個團，每團不得少於一千五百人，由萬毅

率領開赴東北，另由陝甘寧配備一個團，晉綏軍區配備三個團，

中央配備一個幹部團，共五個團，由呂正操、林楓率領開赴東北，

全部兵力約有兩萬人（８）。顯然，中共中央相信，從蘇蒙聯軍要

求八路軍配合奪取張家口的情報和國民黨正準備進入東北地區的

情況看，蘇聯紅軍一定會和八路軍配合攻取華北各大城市，並願

意八路軍前往東北。這對於中共與國民黨的鬥爭無疑是非常有利

的。  

 

  但幾乎就在當天，史達林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使中共中央的

這種熱情被潑了一頭冷水。史達林的電報明確要求中共與蔣介石

進行合作，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通過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

議，反對與國民黨進行戰爭（９）。儘管中共早在六月份得知國民

政府派宋子文前往蘇聯進行談判之後，就已經估計到蘇聯與蔣介

石的國民政府有達成妥協的可能，國共談判在蘇美中協定的基礎

上將不可避免，但是，他們內心深處仍舊不想在承認國民黨法統

地位的基礎上與蔣介石進行妥協。為此，他們堅持拒絕出席七月

的國民參政會，既是想給美國和蔣介石一個警告，也是想給蘇聯

一個暗示。而對蔣介石八月十四日來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

判的舉動，更直截了當地予以拒絕，並斥之為“完全是欺騙”（１

０）。因此，他們全力以赴地做著準備與國民黨進行戰爭的工作，

決心不讓國民黨把抗戰中主要由他們控制的華北及華中的部分地

區輕易地奪過去，甚至打算在蘇軍的支持下佔領東北。史達林的



電報無疑與他們的想法發生了衝突，這使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十

分極為激憤，但又不能不尊重史達林的考慮（１１）。當天晚上，

毛澤東致電重慶同意談判。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出改變原定戰

略方針的指示，內稱：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

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受降，敵偽

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

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民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

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訓練軍

隊，準備應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１２）  

 

  而對原定派遣部隊進入東北的計畫，中共中央則要求首先派

幹部到蘇軍佔領的區域去，建立黨的組織，建立地方政權，發動

與組織群眾，建立地方武裝，在蘇軍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工作。（１

３）  

 

  如何瞭解蘇聯領導人的想法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但在毛

澤東漸漸從激動中平靜下來之後，他還是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

設法安撫了中央內部那種憤懣的情緒並解釋說： 我們曾力爭進入

若干大城市，如平津、太原，現在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蘇

聯為了國際和平與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

們，……蘇聯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

在歐洲蘇聯助保加利亞不及希臘，因希是英所必爭，中國亦

然。……（二）蔣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於他，我們想



爭一部分而不可得，因為我們沒有合法地位。……譬如希臘流亡

政府與抵抗陣線，前者有權後者無權，這叫無可奈何。（１４）  

 

不過，由於中共已經在兩個星期裏收復了大小五十九座城市及廣

大鄉村，熱河、察哈爾沒有國民黨軍的足跡，江淮、山東、河北、

山西、綏遠大部分也都在中共的控制中，毛澤東還是相當有信心

的。不論怎麼談，原則就是“隴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們佔

優勢”，華北是以我為主的政治委員會，東北根本就是由我控制，

只允許國民黨派行政大員，否則就不幹。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

共中央決定：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

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甯、

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

怕暫是也好。同時依據中央八月二十二日指示，以必要力量，儘

量廣占鄉村及府城縣城小市鎮……。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

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分，熱察兩

全省（配合紅軍外蒙軍）及遼寧一部。……至於東北三省為中蘇

條約規定的範圍，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是否能派軍隊進去

活動，現在還不能斷定。但是派幹部去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中央

決派千余幹部由林楓同志率領去東北。萬毅同志所率軍隊仍須進

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

的熱河根據地（熱察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１５）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但公



佈於八月二十六日，即中共決定採納史達林的意見，由毛澤東親

自率團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之際。條約讓國民政府感到最大安

慰的恐怕就是雙方交換的有關相互諒解的照會內容了，即：  

 

  一、依據上述條約之精神，並為實現其宗旨與目的起見，蘇

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

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關於大連與旅順口海港及共同經營中國長春鐵路，在會

商過程中，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

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條約第五

條所雲，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１６） 

    

  蘇聯方面的上述表示以及雙方關於蘇軍進入東北後與國民政

府行政當局關係的協定，對於中共顯然是不利的。事情很清楚，

如果蘇聯方面完全照條約規定的去做，那麼，蘇聯就不可能向中

共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那些援助，甚至不可能允許中共進佔東北。

可是，看來中共領導人對於這個協定的內容並不感到多少威脅。

毛澤東甚至認為這個協定“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因為只要蘇

聯進入東北，就會造成很大影響，共產黨人就可以去，也必須去。

外交是外交，而黨的關係是黨的關係，外交上簽訂這樣的條約固



然要使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受到約束，但只要不影響蘇聯公開的外

交義務，他們就會支持中共的。因為事實上，蔣介石的背後站著

美國，共產黨的背後站著蘇聯，“國共反映美蘇”，中共的利益

說到底也就是蘇聯的利益，中共在國共鬥爭中失利，也就是蘇聯

在同美國的鬥爭中失利。因此，毛澤東仍舊相信中共有機會爭取

東北，問題是“要加上計算”。 

 

 

 

 

 

 

 

 

 

 

 

 

 

 

 

 

 



既然蘇聯人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共自然全力以赴 

 

  八月二十九日，即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飛往重慶進行和平

談判的第二天，美國宣佈其海軍將在中國華北沿海口岸登陸，

這一消息更使中共相信蘇軍不會反對中共進入東北。當然，根

據既定的“計算”，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還是決定採取隱

蔽的方式進入東北，並於這一天發出了正式的指示，即：  

 

  一、蘇方為維護遠東和平與受中蘇條約限制，須將東北交還

國民黨政府，我黨我軍進入後，蘇軍必不肯與我作正式接洽或給

我們以幫助。  

 

  二、但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我在東北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

蘇方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

三省和熱察。  

 

  三、去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

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制蘇軍未駐之城市、鄉

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須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１７）  

 

  三十一日，在與蘇聯大使接談後，毛澤東等在重慶對此一方

式也表示正式贊同，強調東北問題不可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因



此，部隊及幹部去東北應作長期打算，方式一律不用八路軍番號，

改用地方名義，並避開蘇軍駐紮的城鎮大道，東北空隙甚大，熱

察兩省蘇軍也將很快撤走，因此部隊及幹部應儘快進入東北，分

散發展。鑒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暫時不準備派更多的部隊去東北，

毛澤東等還特別指出：根據蘇中條約，紅軍在東北有與地方上非

正規的或正規的抗日部隊合作的需要，而國民黨軍隊一時又決難

開往東北，最近哈爾濱、大連又有民運地方政府協助紅軍主持地

方行政之訊，因此除原定之五個團，最好能再從山東、冀魯豫及

晉察晉三處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團十個團，經冀東、熱河

分散開入東北活動。另外，熱察兩省為我所必爭，及時增駐重兵

十分必須，而控制熱察兩省，至少應有二十個團的兵力。（１８）

自此，中共正式開始大規模進兵東北，而他們與蘇聯的關係由此

也迅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九月中旬前後，中共中央陸續收到令其鼓舞的消息。九日，

得知冀熱遼十六分區曾克林部之第十二團在遼寧綏中縣與蘇軍會

師，並接防了綏中。十日，又得知膠東區呂易率一個排經海路去

大連與蘇軍聯絡成功。十二日，更得知李運昌部在山海關與蘇軍

“開盛大聯歡會”。隨後，他們則進一步收到冀熱遼李運昌所轄

之曾克林部與蘇軍配合攻佔山海關和蘇軍協助其建立地方政權，

曾部並開入瀋陽組織衛戌部隊的消息。從各種消息中，中共中央

清楚地瞭解到蘇聯方面對中共的態度和東北的情況。這就是，紅

軍在佔領區內不過問中國內政，蘇軍在大連的一位少將明確表



示：中共在鄉村活動，紅軍不加干涉，在大城市中組織非武裝群

眾團體亦可。而蘇軍在山海關的紅軍則公開歡迎中共軍隊，並表

示尊重中共的政權及其上級機關，願意提供援助。目前紅軍主要

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農村及內地小城市相當混亂，但民眾

熱情很高，極易組織，且偽軍收編甚易，動輒即可收編數千人，

開展條件極為有利（１９）。  

 

  來自東北的消息充分證明了中共的判斷，於是，中共中央於

九月十一日決定由“山東抽調四個師十二個團共二萬五千至三千

人由肖華率領即日分散進入東北，並電華北各地去東北幹部即日

集中起程”，由延安等地再抽調數千幹部進入東北，以便“進駐

鄉村、小城市及紅軍尚未佔領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線，發動群眾，

壯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權，改編偽軍，組織地方武裝”，迅速在

東北佔據優勢地位（２０）。而為了推遲國民黨軍隊進入華北、東

北，爭取全部佔領察、熱，爭取東北優勢，他們還開始在華北各

省部署察綏、長治等重要戰役，打擊可能威脅熱察之國民黨軍，

並令李運昌部率五個團進駐由承德、山海關至赤峰、朝陽、錦州

和瀋陽一線，確保對進入東北的陸路之控制，力圖以此來壓迫蔣

介石國民政府承認自己在華北和東北的優勢地位，在談判桌上讓

步（２１）。  

 

  但緊接著，由於蘇聯遠東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

基元帥派其代表貝魯諾索夫中校，在已經擔任瀋陽衛戌司令的曾



克林陪同下，於九月十四日飛抵延安，中共中央的決定不能不進

一步發生較大幅度的改變。  

 

  十四日上午十二時，朱德等中共領導人與貝魯諾索夫談話，

貝魯諾索夫當面傳達了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正式口頭通知：  

 

  （一）按照紅軍統帥部的指示，國民黨軍與八路軍之進入滿

洲，應按照特別規定之時間。  

 

  （二）在紅軍退出滿洲之前，國民黨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

滿洲。  

 

  （三）因八路軍之單個部隊已到奉天、平泉、長春、大連等

地，紅軍統帥部請朱總司令命令各該部隊退出紅軍佔領之地區。  

 

  （四）未得紅軍允許進入滿洲之國民黨部隊，已被紅軍繳械，

紅軍統帥部轉告朱總司令，紅軍不久即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

何進入滿洲應由中國自行解決。（２２）  

 

  當晚，雙方舉行非正式談話，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以地方武裝

名義在東北發展活動問題，貝魯諾索夫中校表示，只要不用八路

軍的名義，一切好辦，但要求中共部隊進入東北時不要與蘇軍有

任何接觸，更不要讓美國和國民黨方面偵知，以免使蘇聯方面在



外交上為難。他同時代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希望中共能派負責人

前往東北，以便就近交涉，協調行動。  

 

  蘇軍統帥部的上述表示，反映出一種十分矛盾的心理。由於

不相信中共具有與國民黨全面抗衡的軍事實力，且他們相信美國

正虎視眈眈的企圖借機捲入中國事務，戰後歐洲又是蘇聯戰略重

心所在，它在遠東只能保持守勢，因此蘇聯方面不想引起任何外

交上的麻煩，以至與美國在遠東發生衝突。但由於美國一再公開

堅持蘇聯對其勢力範圍內的中國東北必須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

並準備在中國華北地區登陸，從而對蘇聯在東北的地位形成了明

顯的威脅，因此，蘇聯又不能不極力設法鞏固自己在中國東北的

地位和影響，盡力阻止美國的勢力進入到東北。為此，在佔領東

北之後，史達林一方面公開表示蘇軍在東北既未與中共接觸，更

沒有支持中共佔領東北的企圖，而是希望國民政府早日派人接收

接防，國共兩党儘快成立協定（２３），但另一方面，他又秘密指

示在東北的蘇軍暗中支持中共在東北的發展自己的力量，與中共

協調行動，只是必須注意不要引起外交上的麻煩。因為史達林清

楚地知道，在中國要想阻止美國勢力的擴張，他只有借助中共的

力量。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複雜的考慮，他們正式派出代表前往延

安，一方面要求中共照顧到蘇聯在外交上的處境，另一方面則正

式表示承認雙方的特殊關係，準備暗中支持中共在東北及其周圍

地區的發展。十六日蘇聯外貝加爾方面軍蘇蒙聯軍代表克尼德涅

夫中將要求八路軍晉綏軍區轉告中共中央的意見充分反映了蘇方



準備支持中共在東北及其周圍地區發展的意見。克尼德涅夫中將

聲稱：由於國民政府依據“蘇中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反對蘇軍

進入東北三省以外的熱察綏地區，他們必須退出所占之察綏地

區，為此他們堅決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前往接收，包括他們不久

後將要撤出的東北地區，以便確保中共同蘇聯和外蒙之間的聯

繫，避免因國民黨軍隊佔領而再度切斷了雙方的聯繫。他們甚至

主動表示願意秘密地向中共提供武器方面的幫助，同意八路軍在

抵抗國民黨軍隊進攻時可以靠近外蒙邊界，直至不得已時撤到外

蒙去（２４）與此同時，蘇聯大使也向中共領導人提出，根據蘇

共領導人的意見，中共應“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線，防

蔣進攻”。  

 

  蘇聯的上述態度，自然極大地振奮了中共中央奪取東北的決

心。  

 

  在與蘇軍代表貝魯諾索夫談話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迅速決

定成立中共東北局，立即隨蘇聯代表的飛機飛往瀋陽，指揮一切。

同時，根據曾克林以及膠東過海部隊的報告，中共中央得知東北

武器甚多，因此下令華中、華北應派遣一百個團的幹部，從班長、

副班長、排、連、營、團及事務政治工作人員均配備齊全，不帶

武器，穿便衣，迅速陸續動身前去，延安亦再派幾千幹部前往，

“各自尋找最迅速到達的路線前進”（２５）。  

 



  在得知蘇軍代表克尼德涅夫的意見之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

書記處更進一步意識到現在已經進入了奪取東北的“千載一時之

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必須立即調整整個戰略部署。因此，

十七日，中共中央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人，提出：  

 

東北為我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紅軍在東北現已

開始撤退，據說在十二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即將撤退，已三次

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傅作義尚未受遇到我之打擊，

胡宗南在敵人掩護下完全可能進入平津，冀東尚有偽滿軍五個旅

及本地偽軍共約五萬人，華北、華中、山東偽軍尚多。在此情況

下，我之戰略部署須立即加以考慮。……  

 

  （甲）冀察晉軍區（除冀東外）的現有力量，只能對付傅作

義及將來北平方面對於張家口的威脅及鞏固現有地區，不能於有

大的力量加強與保障熱河和冀東，更無力進入東北。  

 

  （乙）為了完全控制與鞏固熱河和冀東，對付平津唐山一帶

將來頑軍對於熱河的威脅，我們必須在冀東、熱河控制重兵，除

現在派去東北部隊外，並須屯集至少五萬軍隊在冀東，以備紅軍

撤退時，能搶先進入東北，因此現在必須立即計畫調集十萬至十

五萬軍隊到冀東。  

 

  （丙）為了實現這一計畫，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



向南防禦的方針。 

  

     ……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到江北，並調華東

新四軍主力十萬人到冀東，或調新四軍主力到山東，再以山東、

冀魯豫抽調十萬人至十五萬人到冀東、熱河一帶，而華東根據地

則以剩餘力量加以擴大去堅持。（２６）  

 

 

  十八日，中共中央再電毛澤東等，指出：“滿洲四周連接蘇

聯勢力，南面旅大又系蘇聯軍事管制地帶，故我如能控制熱察及

冀東，在滿洲沿海又配置數萬兵力，即可阻止蔣軍進入滿洲，控

制東北。此著關係極大，……昨電抽調十萬至十五萬兵力的部署

望速考慮。”（２７）  

 

  由於這時國民黨軍隊陸續開始接收華東、華南和華中，分散

在這些地區的中共新四軍各根據地均深感威脅，而東北空虛，背

靠蘇聯，且地域廣大，工業發達，物產豐富，因此，中共各地領

導人也紛紛建議中央南兵北調，爭取以熱察和東北為第一戰略根

據地，以山東太行為第二戰略根據地，造成由北向南防禦，長期

堅持的態勢。初到東北的中共東北局領導人在與蘇軍負責人商談

後，也一致向中央表示：蘇方已經同意在蘇軍佔領區及大城市十

公里以外任我發展，各級政權任我接收，因此，“現在是千鈞一

髮，機不可失，取得東北則華北華中即有了依靠，我黨地位將為



之一變。為爭取此決定的一環，其他區域暫時稍受損失，亦應在

所不惜”。“此著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甚巨”，我必須抽調大批軍

隊“以最快速度趕來，以制先機”（２８）。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關於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得

到確定。他們明確要求：  

 

  （一）晉察冀（除冀東外）和晉綏兩區以現有力量完全保障

察哈爾全境、綏遠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為以張家

口為中心的基本戰略根據地之一。  

 

  （二）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第一

步一周內調三萬兵力到冀東，協助冀熱遼軍區完全控制冀東、錦

州、熱河，隨後再調三萬兵力進入東北發展，並加裝備。  

 

  （三）華中調三萬五千人二十天內到山東，華東新四軍（除

五師外）調八萬兵力到山東和冀東，浙東新四軍即向蘇南撤退，

蘇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四）晉冀魯豫軍區竭力阻滯並打擊頑軍北上部隊，準備三

萬兵力在十一月調到冀東和進入東北。（２９）  

 

  隨後，中共軍隊陸續開始從四面八方開往熱察地區和東三



省，或陸路，或海陸，或武裝，或赤手，約十萬部隊先後踏上了

通向熱察和東北的道路，中共奪取東北的設想開始成為事實了。 

 

 

 

 

 

 

 

 

 

 

 

 

 

 

 

 

 

 

 

 

 



主張中共控制東北， 

蘇聯人看來比中共自己還著急 

 

  九月十三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山東青島登陸。此舉表明美

國在中國華北地區登陸的計畫已經付注行動。儘管美軍登陸的直

接目的在於幫助國民政府接收華北和幫助遣返數十萬日本戰俘，

但在蘇聯方面看來，美軍在華北登陸對蘇聯在東北的利益無論如

何是一種嚴重威脅。在美蘇兩國圍繞著歐洲問題已經開始出現明

顯矛盾，九月下旬的倫敦會議雙方甚至出現僵持不下的情況下，

有誰能保證他們不久之後在遠東不會是敵對的呢？因此，當美軍

在華北登陸成為事實以後，蘇方對中共進佔東北的態度開始明顯

地變得積極起來了。  

 

  中共開往熱察和東北的行動雖然自八月底就已經陸續開始

了，但總數上不過幾個團的兵力。原定萬毅部從海上運東北，直

至九月底因種種原因只有一個連到達東北。大批部隊則是從九月

下旬才開始從山東、晉冀魯豫等地動身步行前往熱察和東北的。

照中共中央估計，至少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在冀東地區集中起八

到十萬人，待佈置妥當，兩個月左右才有把握進行作戰，“更快

則不可能”。因此，到九月底，進入東北的部隊總數不過兩千人，

雖然迅速擴充到四萬六千人以上，但基本上是收編的偽滿軍，根

本不能正規作戰。中共僅在張家口及其周圍地區集中了大約四萬

兵力，但已在商都、尚義、天鎮、陽高及懷來一線與東進至集甯、



豐鎮的傅作義部形成對峙，一時不能他顧。在這種情況下，中共

中央自然對迅速進佔東北和控制冀熱遼堵塞國民黨軍隊從陸路進

入東北的計畫，都不甚樂觀。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發出通知，

說明： 控制冀熱遼，堵塞蔣軍從陸路進入東北計畫，雖已開始行

動，但離實現程度尚遠，……尤其英、美首則贈艦船與蔣，繼則

公開聲明第七艦隊助蔣運兵，在華飛機六百架亦售蔣，故偽、美、

英一致助蔣與我爭奪東北甚為明顯，蔣運兵至東北可能較我速，

即是冀熱遼及遼東半島為我先機控制，蔣軍仍能深入東北內地，

我發展東北決不是長期順利的，而是長期與國民黨爭奪。因此我

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

熱河有依託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

而爭取與控制南滿沿線各大城市。（３０） 

 

  十月二日，由於美軍發表消息宣稱中共軍隊已經滲入東

北，並與蘇軍警衛瀋陽，蘇軍不得不嚴格命令在瀋陽擔任衛戌任

務的李運昌部全部撤出（３１）。但十月三日，剛剛來到瀋陽的一

蘇聯軍事委員會委員在駐東北蘇軍高級將領的陪同下，專門招待

了中共東北局的領導人，他特地轉達了史達林的話，稱讚“中國

共產黨是勇敢的、聰明的、成熟了的，我們很有信心”，並對中

共中央準備奪取全東北表示讚賞。但他認為中共目前讓開南滿爭

取背靠蘇蒙朝鮮的東西北滿的軍事部署還沒有脫離遊擊戰爭的觀

念，明確主張中共應在山海關一帶部署十五萬主力部隊，並在瀋

陽周圍地區部署十萬兵力，阻止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地區。他說：



“你把南邊，特別是山海關方向抓住（長春路是商辦，誰若運兵

須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們的。東三省人力財富主要在南邊，又

是門戶，把這裏掌握了，北面還有什麼要緊。”當東北局領導人

表示中共軍隊武器裝備落後時，駐東北蘇軍將領當即同意向中共

提供三萬支步槍，一百挺機槍和十五門炮。而到了第二天，即十

月四日，蘇方更進一步通知東北局，他們願意把繳獲的所有保存

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

的全部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轉交給中共接收，當東

北局領導人說明以中共目前在東北力量還無力全部接收時，蘇軍

領導人表示，在一個月內他可代為保存。這種情況使東北局十分

興奮，他們立即電告中共中央，並建議：下最大決心，立即從各

區抽調三十萬主力，于一個月內趕到，用盡一切方法控制此間。

這是決定全局的一環，為了爭取這一環，寧肯犧牲其他地區，使

化為遊擊區，即使是暫時的喪失都值得。（３２）  

 

  蘇聯方面態度突然如此積極，顯然是同九月三十日美軍在天

津登陸有關的。鑒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完全與美國站在一邊，國

民黨進入東北將來必對蘇聯不利，蘇聯方面自然準備在撤退之前

給國民黨盡可能造成一些麻煩。於是，他們不僅開始大力援助中

共，而且一方面通知國民政府蘇軍準備開始撤退，一方面又主動

向中共表示願意將全東北交給中共，並不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的規定，催促中共迅速接收東北各省市政權。  

 



  但蘇聯方面真的會不顧條約把東北行政交給中共嗎？中共中

央看來對於這一點並不相信。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電報指出：紅

軍走時依條約會將統治權交給東北行營，不會承認其他的東北行

政組織。因此，“在此後的兩三個月之內，我們須應特別努力的，

恐尚不是全東北的行政組織，而應是各地方的自治民選，首先力

爭市縣政府的成立。如果依東北九省的劃分，如一省有半數以上

縣市政府已告成立，即可選代表成立省臨時參議會，選出臨時省

政府，……等到九省主席到了，我們以臨時省政府與之對立，但

不拒絕談判。談判條件，按當時情況及力量對比再定。”基於這

種考慮，他們當然不認為中共有奪取全東北的可能，相反，他們

估計，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後，必會佔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中

共將佔據廣大的外縣及邊區。（３３）當然，在軍事上，中共準備

盡最大可能向東北進一步調派軍隊，只是他們明確說明：“三十

萬辦不到，一個月可有十萬到達冀東和東北，本月底可再出動五

萬到八萬。現因國民黨有將近五十萬大軍從平綏、同浦、平漢、

津浦向平津、東北前進，我冀魯豫、太行、五台等區部隊均不能

抽調，必須阻止頑軍北進，並消滅其一部，才能掩護我出動三十

萬到達目的地。”為此，他們希望蘇軍能夠從張家口、綏遠方面

給中共以必要的援助。不過，毛澤東一方面主張在平漢、津浦等

八條鐵路線上全面阻擊國民黨軍隊，另一方面顯然也贊成蘇聯方

面關於集中全力在北滿防堵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的意見，並決心

設法佔領全東北。他在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指示中專門加上了這

樣一段話，即：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于錦州、營口、瀋陽之線，



次要力量于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

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

散的方針。（３４）  

 

  要在關內和關外同時與國民黨軍隊展開大規模戰役行動，這

在中共顯然是困難的。但此時東北實際上尚無國民黨軍隊，因此

東北儘管兵力不足仍無大礙。為避免兩面作戰，捉襟露肘，中共

中央不能不要求蘇聯方面設法將東北撤軍日期向後推延兩個月，

以便在關內“取得大的勝利”（３５）。  

 

  蘇聯方面對於中共阻截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的任何行動，自

然都是積極支持的。因此，蘇聯大使得知中共的此項要求後，當

即表示願意將這一情況轉告蘇聯政府，並稱，在八條鐵路線上的

阻截戰鬥宜早不宜遲，早則有利。可是，按照中共原先瞭解的駐

華美軍總部擬定的運輸計畫，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至少也要在十

一月份，因此中共中央和東北局原計劃在東北與國民黨軍隊大規

模衝突的時間應該在十一月蘇軍開始撤走之後。他們正是因此要

求蘇軍延期撤退的，因為這樣就可以延緩國民黨進入東北的時

間，便利於中共向東北運送軍隊。但國民黨來到東北的時間遠比

中共所料想的要快得多。其東北行營在十月十二日就已經進駐長

春，一周之後國民政府就向蘇聯方面提出了要求在大連登陸的請

求。這種情況顯然出乎中共也出乎蘇聯的意外。蘇軍一面拒絕國

民政府關於從大連登陸的請求，一面又一度急急忙忙要求中共交



出已經接收的部分地方政權（３６）。但當蘇軍瞭解到美國在華北

的登陸部隊公開幫助國民黨軍強行搶修被中共破壞了的從秦皇島

到山海關的鐵路，甚至公然武裝執行護路任務之後，其顯然認為

美國軍隊可能會協助國民黨軍隊強行進入東北地區，於是，蘇軍

的態度又驟然強硬起來。十月二十四，蘇軍首先突然搜查了國民

黨吉林省黨部等機關，並封鎖了其東北行營，中斷交涉（３７）。

二十五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

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幹”。宣稱所有兵工廠、武器彈藥

和工業中心統統交給中共，並要求中共準備抵抗國民黨軍隊的進

攻，包括封鎖所有機場。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

國民黨方面發動進攻的話，蘇軍也將協同中共軍隊作戰。隨後，

中共向蘇軍提出三點：  

 

  第一，推延撤退時間；  

 

  第二，在十一、十二兩個月內拒絕蔣進入東北；  

 

  第三，允許我方立即接收政權及民選自治政府。（３８）  

 

  對此，除推延撤退時間必須由蘇軍最高統帥部決定以外，政

權問題蘇方一概允諾。蘇軍代表並強調，只要地方政權全都在中

共手裏，國民黨即使派來一兩個大官也毫無妨礙。  

 



  十月二十七日，美艦二艘運送國民黨到葫蘆島，因李運昌部

三十一團武裝抵抗未能登陸。次日，蘇軍代表告訴中共東北局，

一旦美軍與國民黨軍隊聯合登陸，蘇軍奉命採取退讓方針，中共

也務必在沒有蘇軍之處進行抵抗。但蘇軍贊同中共對進入東北的

國民黨軍隊進行打擊和殲滅。而對營口、葫蘆島兩處國民黨準備

實施登陸的地點，蘇軍都迅速交給中共設防，一面向中共表示同

意中共在兩處阻擊國民黨軍，不加任何限制，一面則對國民政府

宣稱兩處已經沒有蘇軍，對兩處出現的任何衝突概不負責。  

 

  對於蘇方態度，中共十分欣慰。他們立即發出指示，稱：我

黨決心動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

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才有

可能過渡到和平局面，否則和平不是可能的。我黨正組織五十五

萬至六十萬野戰軍，尚有七十萬地方軍……配合作戰，只要友人

能給以有力的援助，有把握完成上述任務。  

 

  但中共明確認為：“東北方面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在兩個月內

拒止蔣軍登陸、著陸及接收政權，此點如無蘇軍協助則不能成

功”。因此，目前不僅要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

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而且“非常重要的

是要求辰兄（指蘇軍）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至要！

至要！”（３９）  

 



  十一月初，中共在平漢戰役等阻截國民黨軍進兵東北的戰鬥

中相繼取得勝利，國民黨軍兩個師起義，約二十個師被殲，華北

各主要鐵路均被切斷，國民黨從陸路進入東北的計畫嚴重受阻。

而由於東北各個登口岸又多被中共軍隊佔領，長春等重要城市的

機場也在蘇軍的允許下由中共軍隊加以設防，國民黨軍隊通往東

北的各個通道幾乎都被堵死。加上此時國民黨運往東北的軍隊只

有兩個師，而已經進入和正在進入東北的中共部隊總計則有十五

萬人左右，整個軍事形勢明顯變得對中共有利。鑒於這種情況，

毛澤東明確主張：  

 

  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歸人民自治（孫中山主

張），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分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

其他各地中央軍已到者須退出，未到者停止前進。閻錫山、傅作

義須免職，民選各首省政府；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

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

消。……東北由東北人民自治軍保護，中央軍不得開入，否則引

起內戰由彼負責。（４０） 

 

 

 

 

 

 



  彼方既然如此決定， 

我們方面只有服從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在美軍幫助下在秦皇島登陸並控制

了周圍地區的國民黨第十三、五十二兩個軍開始通過美國陸戰隊

搶修的秦皇島至山海關的鐵路，開始向山海關中共守軍發起進

攻。國共兩党爭奪東北的戰爭就此打響了。  

 

  此時，國民黨陸續運抵關外準備進入東北的兵力，只有十三、

五十二、九十四三個軍約八萬人，而中共在錦州至山海關和承德

一帶的兵力則達到十萬人以上。儘管部隊許多晝夜兼程，十分疲

勞，有些新擴充的部隊既缺槍彈，又缺訓練，中共中央仍堅決主

張“堅持半個月”拒敵北進。它相信本月內我可集中十萬兵力于

東北，即可靠此兵力及當地新力量作戰，兩個月後將有又九萬生

力軍可陸續增加上去。它固然已經估計到國民黨至少會派出五個

軍到東北去，“戰爭重心將轉入東北，必有一場惡戰，因此我必

須增調有力兵團參加作戰”，但它顯然並不特別擔心形勢會因此

發生逆轉。（４１）  

 

  山海關戰鬥的展開，顯然是對中共奪取東北的決心和實力的

一個極為重要的檢驗。蘇軍看來對採取這種形式阻滯國民黨進入

東北是滿意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很快即通知國民政府在東北的

代表，聲稱原來允許國民黨軍隊登陸的營口和葫蘆島都已經有中



共軍隊開入，蘇軍已經退出，國民黨軍在這些口岸登陸的安全蘇

軍將概不負責（４２）。不過，蘇聯方面並不打算按照中共的建議，

通過他們的緩撤來遲滯國民黨軍隊的推進。蘇軍代表特別告訴中

共東北局，美國總統杜魯門十月十四日曾專門致函史達林，表示

他對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登陸和接收主權問題的關注。史達林已經

委託華西列夫斯基元帥通知中、美兩國，蘇軍所決定的國民黨軍

隊在東北的推進路線和日期。因此，蘇軍已經不能採取過於強硬

的政策，即使美蔣軍隊聯合進攻，也只能退讓，蘇軍撤退的日期

更是不能改變的。而蘇軍堅持按規定時間早日撤出東北，也是基

於同美國的關係的考慮。因為蘇聯明確反對美國軍隊留在中國，

而根據在伊朗處理同英國關係的經驗，只有首先主動撤軍，才能

爭取輿論，迫使對方同時撤出軍隊。儘管這樣做對於中共佔領東

北在時間上不利，但從未來蘇美在遠東問題上的矛盾和避免美軍

更深地捲入中國事務的角度考慮，這樣做是有利的。事實上，在

蘇方看來，中共目前佔領全東北的想法已經不可能了。蘇軍代表

明確認為：中共已經在戰略上犯了錯誤，應當早下決心調五十萬

主力來確保滿洲，這裏工業發達，東西北三面國防安全，完全可

以獨立。有了滿洲，即可進取全中國。而今先機已失。目前，他

們除了幫助中共在離開主要鐵路幹線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以外，就

只能靠中共自己在野戰中殲滅進攻之敵了。為此，蘇軍接連向中

共提供了一些武器彈藥，移交了一批兵工廠和武器庫，甚至提供

了一批重型武器和運輸工具，如坦克、飛機、火車、汽車等。但

蘇聯大使明確告誡說：“在東北只能做，不能說，絕不要提東北



自治與不准國黨派兵事，給美蔣藉口，使蘇聯處於困難地位”。

他們懷疑中共目前關於華北和東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張是否火

藥味太濃，從自身實力考慮是否有實際意義。他們認為，中共應

當估計到，國民黨軍本月內一定會進入東北，並取得部分行政權，

獨佔東北目前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中共今天一定要考慮美國的政

策，因為有情報表明，美國全力幫助蔣介石進入東北接收主權和

控制全中國，為此，他們已經決定向中國派駐二十萬美國軍隊，

並協助控制昆明、廣州、福州、上海、南京、青島、天津、北平

和秦皇島等城市，同時擔任護路和帶路，把中央軍送進東北去。

其目的十分明顯，即要剝奪中共的力量，並將蘇聯的勢力從中國

趕出去。（４３）  

 

  蘇聯人的態度再度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在中共力量已經如此

強大，足以與國民黨相抗衡之後，毛澤東的方針是絕不輕易妥協，

“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能爭則爭，能鬥則鬥，凡已爭到和能

爭到的權利絲毫也不放鬆。當然，毛澤東也十分清楚在蔣介石的

背後站著強大的美國，正因為如此，他相信強大的蘇聯也應該站

在自己的背後，象美國支持蔣介石那樣與中共密切配合。特別是

在在東北問題上，他總是希望蘇聯能夠放手支持中共。因為他清

楚地知道，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就不可能實現對東北的控制；

而他同時也認為，東北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蘇聯支持中共佔

據東北，也對蘇聯有好處。相反，如果中共得不到蘇聯的支持，

就可能在東北立足，如果中共不全力爭奪，國民黨也絕對不會讓



中共在東北插進一個腳趾頭。因此，不管美國政策如何，他相信，

在東北問題上，蘇聯和中共都絕對不應當有絲毫的退讓。據此，

他告訴中共重慶代表團說： 美國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見值得

考慮，但在美蔣堅決進攻方針下，我們無法退讓，只有自衛一法。

東北方面山海關三日已打響，第十五師在美軍支持下由秦皇島進

攻，事先要求我軍退出山海關及離開鐵路線，當地我軍沒有接受，

彼即攻擊，被我擊潰。瀋陽得失，決於作戰結果，如我能在本月

內殲滅其首先進攻的兩三個師，取得集結兵力，整訓後備之時間

（需要兩個月），並在爾後能根本殲滅其進攻力量，則東北可能歸

於我有。那時讓國民黨插一隻腳，很好講話。目前可以不公開自

治軍及全盤自治的宣傳與要求，但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戰

不利，蔣得瀋陽長春，則我方只能獲得邊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

也要用戰爭才能解決，兆南龍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談判可以獲得

的。（４４）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東北局立即開始具體著手部署蘇軍

撤退後對國民黨空運和海運部隊的軍事打擊行動。  

 

  然而，不論中共如何決定，由於注意到國民黨方面可能在接

收東北的問題上採取對蘇聯不利的行動，蘇聯方面已經下決心主

動退讓了。十一月十日，蘇軍代表正式通知中共東北局，在蘇軍

撤退五天前將允許國民黨軍隊空運東北各大城市，原定監視各機

場的中共部隊不得與國民黨空運部隊進行衝突，此事關係到莫斯



科的信譽，東北蘇軍全體人員無權變動，中共軍隊亦須遵行，否

則蘇將不得不實行繳械。蘇軍代表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

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此點希望中共理解。可是，

蘇聯人卻弄巧成拙了。此時在長春的國民政府代表原本並不瞭解

在長春有大批中共部隊，但十一月十二日，他們卻驚恐地發覺長

春城內和長春機場周圍竟有數千中共軍隊，國民黨軍空運長春的

計畫根本不能實行。而事實上，這些軍隊這時不過是遵照蘇軍要

求分別大規模集中起來準備撤出而已。  

 

  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前

往接收東北政權的東北行營以及參予接收的行政人員十七日起全

部撤離長春，遷往山海關（４５）。十七日，蔣介石致電美國總統

杜魯門，宣稱蘇聯政府故意蔑視中共協定條文、阻撓中國方面接

收東北的種種努力，初則拒絕中國軍隊自大連登陸，繼則使中共

軍隊入占營口、葫蘆島等港口，最後竟於本月十二日後公然使中

共軍隊入占長春。電稱：當日軍投降時，東北諸省原無中共軍隊，

此一事實即史達林元帥亦曾予以證實。彼於八月下旬與哈利曼大

使談話中曾經如此說（該談話經赫爾利將軍告余）。最近東北諸省

境內有大部中共軍隊存在，自系由於蘇軍之支援。至於政府軍隊

之登陸，則無處不暗受蘇軍之阻撓，因之中國政府派赴東北人員

無法達成接收任務。（４６）  

 

  國民政府的這一外交行動，不僅使蘇軍已經開始的撤退工作



無法繼續進行，而且使東北問題有可能進一步國際化而引起美國

干預，這種情況使蘇聯頓時陷入嚴重困境。隨著十七日東北行營

人員陸續開始撤退，已經開始撤退的蘇軍重又開回。蘇軍代表向

東北局表示美蔣比他們想像得要狡猾得多，許多事情出乎他們意

料之外，使他們很被動。以致蘇軍不得不向國民政府表示，蘇軍

準備延緩撤軍，以協助中國政府在東北建立政權。其大使也照會

國民政府外交部，稱：中國政府的軍隊能夠無阻礙的在長春及瀋

陽降落，蘇軍將予以應有之協助，蘇軍嚴守中蘇條約，對於東三

省之共產黨，過去未曾予以任何幫助，現在亦然，其撤退區內之

共產黨活動乃由於中央政權未建立之故（４７）。  

 

  十一月二十日前後，美國軍艦接連在蘇軍駐紮的大連附近海

面示威，蘇聯方面高度緊張，戰鬥機頻頻起飛，炮兵也數次開炮

示警。蘇軍隨即向大連緊急空投一個師的兵力，又向瀋陽增兵至

四個坦克旅和一個炮兵師，並重新開回營口口岸予以控制。為避

免為美國和國民黨方面再度提供口實，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

局，凡長春路及沿線城市的中共軍隊必須全部撤出，凡有紅軍之

處，中共軍隊不得與國民黨作戰，並不許中共軍隊存在。  

 

  東北問題的突然變化，使中共中央意識到這場鬥爭的重大國

際背景。十一月十九日，在得知事情經過後，中共中央立即致電

東北局，稱： 由於我黨在滿洲的發展，蔣軍不能順利進入滿洲，

國民黨在滿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順利開展，美蔣在滿洲問題上已對



蘇聯採取了外交攻勢。……國民黨現在是抓住中蘇條約，使蘇聯

不能在滿洲現在的情況之下脫身。這是一個嚴重的世界鬥爭。  

 

  儘管此時山海關已被突破，國民黨軍已經進入東北，但中共

中央仍舊相信東北大局還沒有定，因此，“現在的方針仍應在顧

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４８）。而第二天，當得

知蘇方決定後，中共中央雖然改變了原來準備獨霸東北的想法，

電稱：“彼方既然如此決定，我們只有服從。長春路沿線及大城

市讓給蔣軍”，實行“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但仍“希望不讓

錦州、葫蘆島及北甯路之一段”，以便我們能夠在這一帶組織戰

場，打擊向瀋陽推進的國民黨軍（４９）。至二十八日，因國民黨

軍隊已經佔領了東北門戶錦州，阻截國民黨軍進入東北已經沒有

任何可能，中共中央終於不能不發出指示，決定暫時放棄組織戰

役的計畫，確定長期發展的方針。指示說：近兩個月來我在東北

雖有極大發展，但我初到，且甚疲勞，不能進行決戰，而國民黨

已乘虛突入，佔領錦州，且將進佔瀋陽等地。又東北問題引起中、

美、蘇嚴重的外交糾紛，蘇聯由於條約限制，長春鐵路沿線各大

城市將交蔣介石接收，我企圖獨佔東北，無此可能，但應力爭我

在東北之一定地位。長春路沿線及東北各大城市我應力求插足之

外，東滿、南滿、北滿、西滿之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與次要鐵路，

我應力求控制。（５０）  

 

  中共阻截國民黨軍進入東北計畫的失敗，已經在蘇聯方面的



意料之中。但所有這些實際上並沒有改變駐東北蘇軍與中共之間

的密切關係。在蘇軍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各大城市的同時，他們明

確提出中共東北局及其各種政治宣傳機關可以留在城裏，甚至同

意共產黨召集的“東北人民代表會議”在長春舉行，並且還特意

提供專門電臺與中共方面保持密切聯繫。當東北局轉達中共中央

十九日關於“希望不讓錦州、葫蘆島及北甯路之一段”的要求

後，蘇軍也立即表示同意。蘇軍為此在向國民政府提出的照會裏

稱：“至於營口、葫蘆島以及瀋陽以南區域”，因蘇軍已經撤退，

故不能予以協助（５１）。而考慮到中共的要求，蘇軍這時還首次

從旅順及朝鮮向中共提供軍火幫助。  

 

  不過，在不能依靠中共佔據東北之後，蘇聯對於美國勢力可

能隨著蔣介石國民政府來到東北，從而給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帶

來威脅，畢竟憂心忡忡。為了防止美國勢力進入東北，並使蘇聯

能夠合法地在東北保持控制，蘇聯政府迅速開始提出中蘇兩國在

東北進行“經濟合作”的提議，並極力壓迫國民政府承認蘇聯對

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  

 

  由於東北工礦企業長期為日本所經營，幾乎所有重工業均為

日本股份，因此，史達林援引雅爾達及波茨坦協定對德國之規定

及先例，認為存在賠償問題。早在中蘇條約談判中，蔣介石就試

圖使蘇聯承認“東北原有各種工業及其機器”，應“為倭寇對我

償還戰債之一部分”，但史達林僅承認“凡屬日人私人之財產，



可同意賠償中國戰時損失，凡屬於公司組織者，應視作戰利品”。

因屬於公司組織者占東北工礦企業絕大多數，故蘇軍佔領東北

後，很快就將其作為戰利品或接管，或拆遷搬運到蘇聯。至十一

月底已搬運之機器，即占東北機器總量的五分之一多。但由於東

北重工業仍有巨大潛力，蘇聯方面最初甚願中共能夠全部佔有，

不讓美蔣染指。鑒於此舉不成，蘇聯又多方設勸誘國民政府同意

“其財產應由雙方平均分配”，並“組織一中蘇合辦之公司”，

共同經營東北工礦企業（５２）。  

 

  但是，由於美國的漸漸介入直至明確反對，蘇聯“合法”控

制中國東北的設想實際上只是一個泡影。十一月以來，美蘇不斷

在原子彈、德國、朝鮮等眾多問題上發生分歧，在太平洋及遠東

地區，美軍已經明顯地將蘇軍作為主要的假想敵。十一月底，美

國決定在擴大對國民黨援助的同時，更提出派馬歇爾將軍直接來

華參預調處中國內戰。這種情況進一步使中國問題特別是東北複

雜化。在軍事上戰勝國民黨的可能性一時沒有可能的情況下，為

了迫使國民黨公開承認自己在東北地的存在和地位，中共顯然希

望蘇聯也能同時參加調處，但蘇聯方面表現得十分謹慎。史達林

這時看來最關心的就是如何避免來自美國的威脅，他再三告誡美

國和國民黨：“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

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５３）。  

 

  實際上，蘇聯並非相信自己的警告和迫蔣“合作”真會有作



用。自蘇聯十一月下旬被迫對國民黨讓步之後，蘇聯已經日漸深

刻地感覺到國民黨是自己在遠東的一個十分危險的敵人。鑒於蘇

軍官兵不斷遭到有國民黨背景的武裝集團的襲擊和暗殺，蘇軍已

經開始在官兵中進行警惕和仇恨國民黨的教育。而對於中共準備

談判解決東北問題，使中共在東北地位得到承認的想法，也“表

示不樂觀”。  

 

  中共此時的計畫是：  

 

  （一）在政治上，以瀋陽、長春給蔣，而以哈爾濱及其他長

春線城市給我，並讓我取得民選政權；或由蘇聯與蔣談判，讓我

在沈、長、哈諸城插一腳，使東北成為合作局面。（５４）  

 

  （二）在軍事上，在東滿、北滿、西滿許多戰略要地如通化、

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兆南等建立可靠根據地，站穩腳跟，

然後依據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５５）  

 

  顯然，在蘇聯方面看來，中共在政治上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

蘇方人員告誡中共代表，國民黨目前並不急於接收東北，其軍隊

在佔領錦州後拖延北上，迫使蘇軍撤退時間從原訂一九四六年一

月三日推延到二月三日，就是要奪取熱河，切斷中共華北與東北

之間的聯繫，最終消滅中共在東北的力量，其根本目的其實是要

徹底切斷中共與蘇聯之間的聯繫。而一九四六年一月由馬歇爾調



處的國共停戰談判開始之後，國民黨也確實在一方面提出停戰協

定熱察除外，一方面更加加緊了對熱察兩省中共控制區的軍事進

攻。鑒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一方面堅決拒絕熱察除外，一方面

要求熱察地區各部隊竭盡全力，不惜一切犧牲進行抵抗。同時，

中共中央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滿洲問題除外，不在這次全國停

戰談判中一併解決，國民黨可能在將來拒絕和我談判滿洲問題，

並可能將華北的蔣軍調入滿洲和我作戰，這對我是不利的”。因

此，他們不能不再度要求蘇聯出面參加談判。中共中央電稱：  

 

  （一）由於中共與國民黨關於滿洲問題尚無任何協議，此時

蔣軍之進入滿洲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嚴重衝突。蔣軍現正在接收赤

峰、多倫主權的藉口之下向熱河、察哈爾我軍進攻，為此已使國

共雙方關於停戰的協議不能實施。  

 

  （二）不獨在中國本部，而且在滿洲及熱河、察哈爾，中共

方面均要求立即停戰，關於這種停戰協議由於馬歇爾的參加，已

獲有初步結果。關於國民黨進兵及在滿洲境內國共雙方如何避免

衝突的辦法，我們希望蘇聯能夠按照馬歇爾參加國共談判先例立

即發起談判，並由蘇聯代表及國共雙方代表組織三人委員會來解

決滿洲問題。  

 

  （三）如果蘇聯暫時不好出面發起談判及組織三人委員會，

我們意見滿洲問題即在目前馬歇爾參加的國共停戰談判及三人委



員會中一併解決，而不使之除外。但討論與滿洲有關問題時，均

請蘇聯大使參加。（５６）  

 

  由於蘇聯方面堅持不出面發起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一九

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與國民黨人達成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

及恢復交通的命令”中，東北的停戰也被包含在內了。但中共代

表卻承認這種停止戰鬥行動和軍事調動可以有例外，特別是“國

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境內

調動，並不受影響”（５７）。然而，承認恢復東北之主權是國民

政府軍隊的權利，卻使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大成問題。結果恰如東

北局事後所說：由於“國民黨仍可向東北運兵，仍拒絕與我談判

東北問題，不承認我在東北之任何地位，他對東北我軍仍未放棄

武力解決的方針，因此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後要向我進攻是不可

避免的”（５８）。這樣一來，中共本來想乘談判全國停戰之機政

治解決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問題，如今反倒南轅北轍，越走離目標

越遠了。 

 

 

 

 

 

 

 



  蘇聯既然主張放手大打， 

毛澤東也敢於知難而進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按照國共兩黨發佈的公開命令，全國

範圍的停戰就此開始了。但至少在東北及其相關地區，沒有誰相

信這個命令會真正起作用。中共中央明確指示東北局：在國軍未

到達滿洲廣大地區前，你們應速謀發展，將部隊高度分散，控制

廣大地區。在靠近蘇蒙地區的一切要點你們必須控制，蘇軍所占

的一些次要地區，要儘量讓蘇軍撤退交給你們。即使在國軍到達

後，我所領導之一切政府，概不交出，如蘇軍要交時，我仍應以

適當形式保持我之政權（５９）。東北局的態度更加堅決，他們認

為：“現在是力爭把一切政權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區控制在我們和

人民手裏，使國民黨困難重重，到處碰釘子，軍事無辦法，使他

非找我談判，非找蘇聯出來調解不可。”當然，在對於國民黨軍

隊的問題上，中共中央還是試圖採取後發制人的。他們要求東北

局暫時不對國民黨在東北的部隊發動進攻，儘管他們也很清楚：

“東北的武裝衝突前途是難以避免的，但必須堅持自衛原則才能

有理”，才能嬴得輿論，這在他們看來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以

中共這時在東北的力量和處境，他們畢竟不希望在東北大打。他

們這時的方針仍舊是力求迅速和平解決東北問題，“在國民黨承

認我在東北地位條件下力求與國民黨合作”。  

 

  可是，正如中共所預料的一樣，就在停戰令下達一周之後，



國共兩黨的軍隊就在營口發生衝突，中共中央借此要求停戰小組

出面調停，試圖迫使國民黨承認東北存在共產黨力量的事實，蔣

介石卻堅決拒絕。緊接著，在第十三軍和第五十二軍已經進入東

北的情況下，國民黨新六軍和新一軍又先後進入東北，開始搶佔

長春路以外中共佔領區，要想保持根據地，中共就非打不可。於

是，東北局提出建議，中共中央表示贊同，中共東北軍隊下決心

要打一大仗。只是，中共這時的想法完全是以和平為目的的。中

共中央電文大意如下： 

 

 （一）美國必須助蔣進佔東北，蘇聯亦必須將東北交蔣接收，

我方亦不能不承認蔣軍進入東北接收主權。  

 

  （二）現全國停戰業已實現，東北亦必須停戰，整個國際國

內形勢不能允許東北單獨長期進行內戰。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

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

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  

 

  （三）但由於蔣介石現在還不願承認我在東北地位，不願和

平解決並不願實行民主改革，輕視我在東北力量，仍想武力解決，

因此我們在東北要實現和平解決與民主合作的方針，還嚴重困難

還必須經過嚴重的甚至流血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  

 

  （四）為此，同意東北局在瀋陽以南我軍留駐長春線不自動



撤退作為與國民黨談判的條件，如國民黨不與我談判即向我進

攻，在友方不堅決反對，我在完全防禦有理的條件下（退避三舍

之後）給 進攻之頑以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此為歷史新階段中

之最後一戰。（６０）  

 

  二月十三日，東北中共軍隊對進佔秀水河的國民黨軍隊發起

了攻擊，一舉殲滅對方五個營。國共兩党在東北的戰爭就此拉開

帷幕。東北局及其在東北的中共軍隊信心十足，明確主張應當進

一步打擊國民黨軍，建議重慶中共代表團“暫不找美蔣談東北停

戰問題，待打至相當階段或美頑找我時再談”。考慮到中共代表

已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方面始終拒絕向東北派出停戰小組，中共

中央也開始做長期戰爭的準備。其複電稱：你處士氣甚望並開始

消滅敵人，甚慰。我前日已電丙丁（指中共代表團）立即相機提

出要求停戰，並派停戰組到東北，但尚無回復電。估計國方如不

遭受更大打擊是不會答應停戰，會採取拖延政策的。如此你們消

滅更多敵人，國方當無話可說。你們一方面努力爭取和平，但另

一方面仍須準備長期戰爭。（６１）  

 

  果然，二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宣稱東

北只是接收主權問題，並不存在軍事調處的問題，因此軍事調處

並不包括東北在內（６２）。這樣一來，中共試圖通過停戰談判造

成和平解決東北問題，逼迫國民黨承認中共在東北地位的設想，

成為幻影。儘管中共這時並不害怕在東北與國民黨作戰，但國民



黨不斷向東北增兵，而自己受停戰協定限制無法進一步調集兵

力，長此以往畢竟十分不利。中共東北局領導人為此致電中共中

央稱：此次停戰協定，既未明白規定東北在調處範圍之內，又允

許國民黨增兵東北接收主權，結果國民黨現在不斷增兵，我現在

卻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壞交通，有時條件對我甚為有利，我又

不能主動向敵進攻，待敵獲得有利時機突然向我進攻，我又被動。

因此，目前或者爭取將東北列入軍事調處之中，或者請中央設法

增強東北兵力。  

 

  這時，美英兩國為阻止蘇聯利用經濟合作談判在中國東北造

成壟斷地位，單方面公佈了蘇美英三方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在

雅爾達達成的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由於秘密協定的內容極

端地反映出蘇聯必欲恢復一九０四年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佔有的

特殊權益，因而使蘇聯在外交上和輿論上都迅速處於困難境地（６

３）。而國民黨又借機在關內發動大規模的反蘇運動，這更使蘇聯

方面惱怒至極。為此，蘇軍代表也明確告訴中共東北局，美國此

舉實際上不過是試圖假門戶開放之名深入到東北來，過去蘇方十

分顧慮世界和平，在態度上比較軟，其實美軍現在很難到東北來，

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因此，現在應該強硬些。他們完全支

援中共調集更多的主力到東北來，因為蔣介石正在利用華北、華

中的停戰增調部隊到東北來打共產黨。與此同時，蘇聯在東北駐

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等公開指責美國“挑撥離間”，並明白告

訴新聞界：蘇聯提出“經濟合作”的要求其目的實際上“不是為



了金錢，而為國防”（６４）。  

 

  向東北增兵，勢必使東北戰爭規模擴大並長期化，而考慮到

關內和平局面正在形成，關外也難以長期內戰，且中共並無驅逐

東北國民黨軍隊獨佔東北之可能，中共中央這時顯然還不想這樣

做。但問題是，無論是美英蘇達成的雅爾達秘密協定，杜魯門在

日本投降後發佈的關於接受日本投降的“一號命令”，還是中蘇

兩國間達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都只承認國民政府才有權接

受日本投降和接收東北的中國主權，甚至中共自己也在它所贊同

的停戰協定中明白承認了國民政府在東北的這種權利，這導致中

共找不到接收東北的法律依據，難以“名正言順”地取得在東北

的地位，它只能造成既成事實迫使國民黨承認它在東北的存在。

而要造成這種既成事實，就必須取得蘇聯方面的合作，把盡可能

多的地方政權交給中共而不是交給國民黨，使國民黨無法接收而

不得不找共產黨談判，然後再在談判桌上主動放棄一些地盤來求

得國民黨對自己實際佔領區域的承認。然而，這樣做的關鍵一方

面是必須求得蘇聯方面的配合，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

是必須能夠通過戰爭在東北造成自己對國民黨的軍事優勢，至少

是取得對後者的均勢，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國民黨最終放棄強行接

收和驅逐自己的目的。可是，在國民黨不斷向東北調集兵力的情

況下，如果中共不進一步增兵東北，這種軍事上的優勢或均勢是

很難取得的。沒有優勢，或者不能形成明顯的均勢，要想讓國民

黨承認妥協就是不可能的，東北的戰爭也就無法停止下來。  



 

  三月八日，蘇軍突然開始從撫順、吉林撤退，將政權交給中

共接收。九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瀋陽紅軍將於十三日

撤退，希望中共佔領，並且瀋陽以南蘇軍將不再向國民黨辦交待，

一切蘇軍撤走地區，中共可以自由破壞。為此，東北局向中共中

央提議，乘蘇軍突然撤退，國民黨不敢冒進，迅速控制長春路沿

線城市，以阻止國民黨軍北進，並將後者吸引在長春路沿線。但

是，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團認為：目前局勢美蘇趨向於解決問題，

而且雙方都有從中國不久撤兵的表示，故東北問題仍應以求得解

決為前提。其方針應為承認政府軍有權進駐長春路及蘇軍撤退

區，而以同時解決政治問題，並協商進兵為交換條件。如得此協

商，便可派出執行小組，而三人會議亦可去瀋陽，東北方面便可

以現有陣地一步一步講條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決，並取得我在

東北被承認之地位。而照東北局的方案，拒絕國民黨接收長春路，

必給以反擊口實，說我要獨霸東北。並且，我們從來不反對政府

接收東北主權，在停戰協定上還承認了政府軍有開入東北及在東

北調動之權，如今忽然反對政府軍隊接收長春路和蘇撤區，很難

自圓其說。  

 

  對於東北局勢突變，中共中央最初的態度很明確，即：蘇軍

退出瀋陽後，我軍不要去進攻瀋陽城，我軍進去在軍事上會陷於

被動，在政治上亦將處於極不利。不僅瀋陽不必去占，即瀋陽至

哈爾濱沿途蘇軍撤退時我們都不要去佔領，讓國軍去接收。……



只有在國軍向我軍進攻時，我們應在防禦的姿態下組織有力的回

擊。（６５）  

 

  就談判條件而言，中共中央的基本意圖則是：現在可以承認

在停戰條件下，國軍可以接收瀋陽至哈爾濱之長春路上各城市（路

兩旁不在內）。至政府軍以後再要進駐哪些地區和我軍必須從哪些

地區撤退，須待政治問題解決及我軍駐防地區確定，並須到東北

和我軍負責人商討後，才能具體解決。……我們內心盤子，長春

路的主要部分（即瀋陽至哈爾濱）及撫順、鞍山、本溪、營口、

遼陽等數地，是要讓給國民黨的。但……切不可一般承認國軍有

權進駐全部長春路及蘇軍撤退區。因中東路大部、南滿路南段應

力爭由我接管。至於兩路以外之蘇駐紮區，大部已交我接管，一

部即將交我。其中除撫順、本溪準備讓出外，其餘均不能讓。如

你們答應國民黨有權接收蘇軍撤退區，則安東、通化、延吉、海

龍、合江、佳木斯、黑龍江、兆南、通遼、遼源等地及其他廣大

地區均到過蘇軍，而我決不能讓，將來不好收口。我們並想以讓

出長春路主要部分及撫順、本溪交換國方從熱河撤兵。（６６）  

 

  根據中共中央的意見，經反復研究，東北局最終商定：在國

民黨同意東北停戰和承認中共地位的條件下，可以考慮讓出營

口、鞍山、遼陽、鐵嶺、四平、長春、法庫、撫順、大鄭線（大

虎山經鄭家屯到四平）和國民黨軍隊現在駐防之長春路兩側三十

華里內之地區。這是最後讓步的限度。與此同時，他們致電蘇聯



方面，提出兩個最終解決方案：（１）國方在長春至營口一線駐兵，

中共在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駐兵；（２）國方占瀋陽至哈爾濱一

線，長春線兩側包括遼陽、鞍山等地歸中共，請蘇方考慮何者為

宜。  

 

  對此，蘇聯方面明確認為第一個方案最好。但是，蘇方相信，

目前還不是主動讓步的時候。蘇方這時的態度異常強硬，他們一

再詢問：為什麼對美國如此客氣？為什麼會容許國民黨派五個軍

到東北來？他們強調：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瀋陽、四平街，

我可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長春以北，如哈爾濱等

地，則應堅決控制，不讓國民黨以兵。甚至撫順、營口等，也應

力爭雙方不駐兵。東北中共將領亦多主張消滅四平以北各大城市

之國民黨軍，並佔領這些城市，逼使國民黨與我談判，到時候再

讓出一部分佔領區給國民黨來換取和平。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的態度開始趨向強硬。中共中央電

告中共代表團：我們絕不能再簽訂一個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與

我方不利的條約。為了妥協，我現在只能承認政府軍進駐瀋陽至

長春，而政府軍則承認實行停戰，並保證討論東北政治問題。如

彼方不實行停戰，瀋陽以北之長春路我亦須進駐，使他不能接收，

以逼使對方停戰。“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壓，甚至以全面

破裂大打內戰相威脅，我們亦絕不屈服”（６７）。  

 



  三月十六日，周恩來報告在軍事調處三人小組會議上已爭到

“政府接收東北主權，有權派兵進駐蘇軍現時撤退之地區，包括

長春鐵路兩側各三十華里在內”和“凡現時中共部隊駐在地區，

政府軍如須進駐，應經過商定行之”。如此，政府只能進駐現時

蘇撤區，即瀋陽、長春兩城，瀋陽以南以北以東，非蘇軍現時撤

退區，和有現時已有中共部隊駐在地區，都不能接收。毛澤東接

到電報後，當即批示：必須將原文中蘇軍現時撤退之地區明確為

“瀋陽長春鐵路線及其兩側各三十華里”，並須加上政治解決東

北問題的文字保證，同時，請東北局速與蘇軍接洽，“將整個中

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

並東北局應迅速佈置一切，造成優勢。因此，中共中央於十七日

電示東北局：國民黨還不停戰，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之蘇軍撤退

區同意你們派兵進駐，以為將來談判之條件，時間愈快愈好。（６

８） 

  

  至此，中共重新開始集中兵力來奪取長春路沿線上的各大城

市及其交通線，其最初想法雖然是“以為將來談判之條件”，但

一旦進駐，情況就又有所不同了。 

 

 

 

 

 



  四平和長春的軍事較量， 

並不說明中共已經失敗 

 

  到三月二十日，中共已經讓到承認政府軍有權進佔山海關至

瀋陽和瀋陽至長春的鐵路線及其沿線兩側各三十華里，國民黨方

面仍不同意，堅持不能限定其軍隊進佔的範圍，談判因此陷入僵

局。毛澤東明確反對進一步妥協，主張：“寧可戰而失地，不可

在談判中失地”。  

 

  三月二十二日晚，蘇聯大使奉命通知國民政府，蘇軍將於四

月底前全部撤退完畢（６９）。但與此同時，蘇軍則以瘟疫、交通

不便等各種藉口拖延國民黨軍隊沿長春路北進，以配合中共開始

破壞北甯路及瀋陽附近的長春路，便利中共軍隊迅速接防蘇軍撤

退的各個城市及戰略要點。中共中央為此要求東北局即照下述方

針行事：  

 

  一、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

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而以南滿西滿為輔助發展方向。  

 

  二、為此目的，速與蘇軍交涉允許由我方派兵佔領長哈兩市

及中東路全線。  

 

  三、南滿主力堅決就地殲滅向遼陽、撫順等處進攻之敵，以



牽制頑軍北上。    

 

  四、以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徹底殲滅北上頑軍，為保

衛北滿而奮鬥。（７０）  

 

  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黨軍推進至撫順、遼陽和鐵嶺地區，國

共兩党在長春鐵路線上的戰爭迅速展開。次日，馬歇爾為迅速阻

止東北大規模戰爭爆發，派專機將剛剛回到延安三日的周恩來緊

急接返重慶，以求立即達成東北停戰。考慮到馬歇爾如此積極，

毛澤東估計蔣介石將不得不妥協，東北有迅速停戰的可能，故他

很快意識到，目前在國共雙方都是一個搶佔先機的好機會。為此，

他電告東北局： 恩來今日已到重慶，東北無條件停戰的協定可能

於日內簽字，但小組到東北並召集雙方代表協議實際停戰，還須

若干時日，因此你們至少還須經過一二個星期也許更長時間的惡

戰才能實際達到停戰。在此時間內，頑方會拼命進攻，企圖控制

更多的戰略資源要地，而你們應盡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犧牲，保衛

戰略要地，特別保衛北滿。……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

你們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之。否則停戰小組即將派

到這些城市，保證國民黨的佔領。但如被我控制，小組亦將保證

我軍的佔領，以待將來整個東北問題的解決。（７１）  

 

  毛澤東甚至進一步主張：“力爭我黨佔領長春，以長春為我

們的首都”，在取得蘇軍的同意後，東北局亦應準備遷往長春。  



 

  對於毛澤東必須進佔長、哈、齊三市的主張，中共代表團固

然對其可能性大表懷疑，但東北局顯然相信有此可能。據此，他

們全力以赴與蘇軍交涉，力爭在停戰小組到達東北之前，幾天之

內進佔上述城市。毛澤東也指示中共代表團設法拖延東北調處檔

的簽字時間。 

 

  但三月二十七日，關於派遣小組至東北九省的訓令仍舊正

式簽字形成，規定小組將被派往國共兩黨軍隊衝突地點和接觸地

點以制止衝突（７２），只是它並沒有規定停戰日期，從而使國共

雙方仍舊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戰爭行動。不過，由於此時東北軍事

形勢發生變化，國民黨軍隊已經攻佔遼陽、撫順、鐵嶺等地，中

共中央對立即派遣小組到正在遭到進攻的四平街、本溪、鞍山等

地去阻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極為積極，不想國美雙方對此卻反應

消極。甚至美方這時還密令參加前往東北調處的美方代表協助政

府軍：  

 

  一、佔領所有村鎮。城市及交通線上之要點；  

 

  二、單獨管理所有公路、鐵路、水運、空運交通，包括上述

交通設備和兩側三十公里之地區；  

 

  三、佔領並管理所有工廠、煤礦、電廠及其他設備之地區。（７



３）  

 

  依據這一指令行事的美方代表，對中共代表的要求當然不能

給予協助，致使東北停戰小組終日爭論休，無法展開工作，東北

調處文件形同一紙空文。  

 

  事實上，由於美國方面的全力援助，國民黨進入東北的部隊

已經達到六個軍以上，大大超過在停戰談判時最初所商定的五個

軍的水準，但國民黨方面自知這幾個軍仍舊不能達到其預期的完

全控制東北地區，驅逐乃至消滅東北共軍的目的，因此，他們仍

舊繼續要求美方為其向東北增兵。根據中共的情報，美方又在向

東北運送四個軍的兵力，如此國民黨在東北的兵力將很快超過十

個軍，從而使本來只是在兵力總數上有絕對優勢的中共軍隊在人

數上再不具有優勢，從裝備上更將轉入劣勢。對此，中共中央不

能不緊急聲明表示反對，甚至不惜威脅採取向東北增兵和重新考

慮對美政策的立場。但此舉並未能使國、美兩方向東北增兵的行

動有所改變。甚至，蔣介石還因此而感到信心十足，以致他竟在

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宣佈：對於中共在東北的所謂東北聯軍的所謂

東北民選政府，“決不能承認”，從而完全堵死了和平解決東北

問題的道路（７４）。  

 

  三月二十九日，蘇軍通知中共東北局，蘇軍同意盡速撤退長

春駐軍，以便中共軍隊佔領。四月上旬，蘇軍接連要求中共派主



力分別控制于長、哈、齊等城郊，並派少數部隊事先入城準備屆

時奪取三市。他們明確表示，東北問題沒有解決，美國利用國民

黨接管東北目的在於反蘇，國民黨則利用美國來反蘇反共，因此

蘇聯希望中共全力堅持東北使之懸而不決，讓國、美雙方都不能

達到目的。  

 

  四月中旬，中共軍隊在四平附近的戰鬥再度取得勝利，先後

殲滅國民黨新一軍三十八師一部和七十一軍第八十七師一個整

師。儘管中共東北軍隊領導人根據部隊傷亡情況，建議“我軍應

採取以便利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作為當前行動的基本方

針”，向南集中兵力作運動戰準備，放棄攻佔長春的計畫，毛澤

東一度也表示同意。可是，在計算了自一月以來國民黨在東北被

殲兵力的數量和瞭解到馬歇爾將迅速從美國返回解決東北問題，

東北停戰可能迅速實現，毛澤東最終還是要搶佔長、哈、齊等重

要城市。為此，毛明確要求蘇軍提早撤兵。  

 

  四月十四日，蘇軍撤出長春，中共軍隊迅速發動攻勢，並於

十九日將該城完全佔領。毛澤東當即通電嘉獎有功部隊，並電告

東北局，在不削弱各地工作的條件下，我應抽調大批幹部加強長、

哈為中心地區的工作，爭取將四平、海龍以北，齊齊哈爾、海倫

以南，兆南以東，牡丹江以西這一整個地區建設成為民主東北的

重心。為此，必須在軍事上為保衛長春而戰，殲滅進攻之敵，“寸

土必爭，決不退讓”，“做長期保持計畫”，並考慮迅速召開東



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北自治政府問題（７５）。  

 

  長春取得之後，四月下旬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亦相繼落

入中共軍隊手中。這樣，北滿、東滿、及南滿之一部均為中共所

有，國民黨軍隊只佔有自錦州至瀋陽以北的一段鐵路線及其周圍

的一些城市。這時，國民黨在東北雖有七個軍的番號，但總兵力

不過二十萬人左右，中共軍隊卻有四十萬人，因此形勢看上去對

中共有利。但事實上，由於中共所占點線過多過長，兵力分散，

形不成較強的機動兵力，且部隊新兵較多，訓練和裝備都較差，

而國民黨軍隊兵力集中，裝備精良，又全力衝擊本溪、四平，致

使中共防守部隊疲於招架，極其被動。儘管毛澤東再三鼓勵東北

將領“死守四平挫敵銳氣，爭取戰局好轉”，但他也深知，目前

第一位的已是“力求迅速停戰”了。故周恩來在談判中很快提

出：東北已無接收主權問題，我只要民主和平，政治上只要三分

之一，軍事上只提重定駐軍比例，並非想獨佔東北，要求國民黨

正視東北現實，首先停戰以利談判（７６）。  

 

  五月上旬，中共在四平的抵抗陷入嚴重困難，中共不得不提

議爭取長春雙方不駐兵或有條件讓出長春以換取其他地區的合法

化，但為國民黨所拒絕，堅持要求中共無條件退出長春再談其他。

鑒於此，毛澤東明確表示：我讓到長春雙方不駐兵為止外再不能

有任何讓步，美蔣要打讓他們打去，要占讓他們占去，我們絕不

能在法律上承認他們的打與占為合法。目前美蔣毫無誠意得寸進



尺，我們在目前短時間內可取忍讓態度以待各方準備完畢，但不

要在法律上承認美蔣任何在將來可以束縛自己不利於我的東西，

並不要急於找美蔣談判。（７７）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始建議東北局領導人：在四平死守不可能

時，便應主動的放棄四平，由陣地戰轉變成運動戰，以改變目前

被動不利地位（７８）。終於，在全力抵抗了一個月，傷亡近兩萬

人之後，中共放棄了四平。緊接著，長春、吉林、遼源、伊通、

西豐、西安等城市先後落入國民黨軍隊之手。國民黨人開始興高

采烈地宣佈說，東北共軍不過是些烏合之眾，只要東北共軍主力

消滅，則關內關外之事，都不難解決（７９）。  

 

  可是，中共並不因為長春等大城市的陷落而受到嚴重的損

失，恰恰相反，從遊擊戰爭中起家的中共軍隊在實力上明顯地還

不具有奪取大城市特別是保有大城市的條件下，企圖奪取和保衛

大城市，其實是不可能的。中共這時已經開始得到了他們長期以

來始終在夢想得到“技術條件”，即一定數量的飛機、坦克和大

炮，但他們顯然還需要時間去學習和掌握它們。長春等城市的失

守和放棄，使中共重新回到廣大的鄉村中去建立根據地，不僅使

其重新獲得了熟悉的生存天地和鞏固的發展根基，而且使其贏得

了足夠的學習和掌握這些現代化裝備的時間。與此相反，國民黨

反而因中共在內地的牽制而無法抽調更多的重兵前往東北，以致

其竟因兵力不足而不敢向松花江以北的北滿地區和靠近朝鮮邊境



的東滿地區推進，原來所具有的兵力集中的優勢也迅速因為廣占

中共放棄的城市和交通線而極大地分散了，這就使得中共得以毫

不費力地在北滿和東滿建立起鞏固根據地，並且分出五分之三的

幹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隊去做他們所熟悉的群眾工作（８０）。而更

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因此得以繼續保持同蘇聯的有效聯繫和接取

各種軍事技術上的幫助。日本關東軍和朝鮮佔領軍在北滿和朝鮮

所保存的大批軍裝備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很快全部轉入到中共軍隊

的手中，從而使得中共在東北軍隊和在華北的部分軍隊都得以迅

速開始擺脫過去“小米加步槍”式的裝備水準，漸漸組成為一隻

較為現代化的武裝力量了。因此，自進兵東北以來，中共雖然始

終沒有找到機會來實現他們奪取全東北的計畫，以至在同國民黨

的軍事較量中暫時地遭到挫折，但他們實際上仍舊達到了自己最

初所設想的背靠蘇聯，接取援助和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基本

目標，而這也就夠了。就中共而言，剩下的其實只是個時間問題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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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毛澤東在董必武十二月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特地作了

這樣的批示，要求党的領導人要有這樣的準備，即“這次抗戰我

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  

（２）《毛澤東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３）《毛澤東、朱德致史達林元帥電》，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４）《中央關於蘇聯參戰後準備進佔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５）轉見《黨史研究資料》（２），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版，第六九七頁。  

（６）《毛澤東致張、饒、曾、賴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

澤東致賀、呂、林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７）關於史達林電報事見之于程子華、耿飆轉報蘇蒙聯軍上校

參謀與其所屬某部幹部的談話。《毛澤東關於配合蘇聯紅軍奪取張

家口、平津等地給程、耿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８）《中央軍委關於與國民黨爭奪東北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

月二十日。  

（９）轉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

七十八頁。  

（１０）《中央關於積極進行反內戰反獨裁宣傳給徐冰等同志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１１）關於毛澤東對史達林這一電報反應，見之於史達林逝世

後毛澤東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堅持認為這是史達林不許中國革

命的表現。  

（１２）《中央、軍委關於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

月二十二日。  

（１３）《中央關於到蘇聯紅軍佔領區建立地方政權和武裝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１４）《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五年八月

二十三日。  

（１５）《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一九四

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１６）《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

其附件，轉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三），第六五

二－六七八頁。  

（１７）《中央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的指示》，一九四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１８）《中共代表團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四五年九月七

日，九月十日。  

（１９）《程、耿致軍委電》，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膠東區黨委

給羅榮桓黎玉並中央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聶、肖、程、

劉致葉劍英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此電實際收到日期是十九

日）；九月十一日，等。  



（２０）《中央關於抽調四個師去東北開闢工作給山東分局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２１）《軍委關於目前軍事行動的部署》，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

日。  

（２２）《中央關於東北情況與蘇軍代表談判問題的通報》，一九

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２３）《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二六頁。  

（２４）《中央關於蘇軍代表意見給重慶代表團的通報》，一九四

五年九月十七日。  

（２５）《中央關於配備一百個團的幹部進入東北的指示》，一九

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２６）《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重慶代表

團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  

（２７）《中央關於阻止蔣軍進入東北問題致重慶代表團電》，一

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  

（２８）《東北局關於東北情況及建議給中央的報告》，一九四五

年九月二十三日。  

（２９）《中央關於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

月十九日，見《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第三七一－三七二頁；《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一九四五年九月

二十日。  

（３０）《軍委關於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一

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３１）《東北局致中央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３２）《東北局致中央電》，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３３）《中央致東北局電》，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３４）《中央關於目前東北發展方針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

五年十月十九日。  

（３５）《中央關於談判條件及國民黨進攻解放萄軍事力量致周恩

來、王若飛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３６）原蘇軍已經同意中共接收撫順、安東等，十月中旬忽又

不讓接收，甚至已經進入東豐、西豐、海龍、西安的中共軍隊亦

被趕出。《彭、程關於東北情況致毛主席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

十一日。  

（３７）《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四），第一二六－一

二七頁。  

（３８）《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３９）《中央關於全力控制東北拒止蔣軍登陸著陸給東北局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４０）《中央關於目前形勢下我方條件致周恩來等電》，一九四

五年十一月三日。  

（４１）《中央關於向東北調集兵力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四日。  

（４２）《熊式輝呈蔣委員長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中

化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四三－一四四頁。  

（４３）《重慶代表團致中央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４４）《中央致重慶代表團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４５）《外交部為遷移東北行營事致蘇聯駐華大使館照會》，一

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

第一四七頁。  

（４６）《蔣主席致杜魯門總統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同（４５），第一四八－一四九頁。  

（４７）轉見董彥平：《蘇俄據東北》，第二十六，四十七頁。  

（４８）《中央關於應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條件下力爭大城市給東

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４９）《中央關於讓出大城市及鐵路線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

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５０）《中央關於準備撤出大城市鐵路線佔領廣大鄉村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５１）《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二），第一五五－一

五六頁。  

（５２）同（４５），第二四一，三七一，三七四－四０二頁。  

（５３）參見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臺北幼獅書店一九七三

年版，第十五頁。  

（５４）《中央關於和東北行營談判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

四五年十二月八日。  

（５５）《劉少奇關於應以主要力量建立東西北滿根據地給彭真同

志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５６）《中央關於要求蘇聯出面發起東北問題談判事給中共代表



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  

（５７）《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５８）《東北局關於停戰令後東北我軍方針問題致高、陳等並告

中央電》，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５９）《中央關於停戰後我黨在滿洲政策的指示》，一九四六年

一月十一日。  

（６０）《中央對目前東北的方針問題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

二十六日。  

（６１）《中央關於準備擊退蔣軍進攻實現東北和平的指示》，一

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  

（６２）轉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６３）關於雅爾達協定的具體內容見《德黑蘭、雅爾達、波茨

坦會議文件集》，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中文版，第二五八頁。  

（６４）轉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三

九頁，並見一八六頁。  

（６５）《中央關於不要進攻瀋陽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

六年三月十二日。  

（６６）《中央關於東北談判中心盤子給周恩來的指示》，一九四

六年三月十三日。  

（６７）《中央關於不能承認國民黨所提條件給中共代表團電》，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  

（６８）《中央關於同意派兵進佔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蘇軍撤退區

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  



（６９）《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八八－一

八九頁。  

（７０）《中央關於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路全線致東北局

電》，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７１）《中央關於不惜重大犧牲控制長哈齊等地致東北局電》，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７２）見《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重慶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版，第一一一六頁。  

（７３）《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九十四頁。  

（７４）《美國對外關係》，１９４６年，第九卷，第７１９－７

２０頁；《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七十四－七

十八頁。  

（７５）《中央關於東北局應遷往長春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四月

十九日。  

（７６）《美國對外關係》，１９４６年，第９卷，第８１１－８

１２頁。  

（７７）《中央關於我方應取對策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

六日。  

（７８）《中央關於準備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的指示》，一九四六

年五月十九日。  

（７９）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七卷，第三四一頁。  

（８０）《東北局關於目前工作方針及任務的指示》，一九四六年

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