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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讲述大典前后的鲜活故事，再现中华复兴的历史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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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国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博士、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共党史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在《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党建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论肃“AB”团误区的形成》、《科学技术与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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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迎接“一九四九”　　一、两篇主旨截异的“新年文告”　　1949年元旦的上午，蒋介石
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
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
书长吴忠信，以及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共60多人。
　　虽然是新年的喜庆日子，到会的人们却难以掩饰内心的沉重，强作欢颜，互相寒暄，蒋介石一改
往常全身戎装的做派，穿了一身灰哔叽长袍，像一个儒雅的老学究，他面上也挂着笑容。
团拜仪式第一项是蒋介石致祝词。
在团拜会上，蒋介石还宣读了乞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
当天，《中央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这篇文告。
　　宣读这篇《新年文告》，蒋介石心中充满悲凉之感，不仅仅因为战局的惨败，而且也为替他默默
地起草了无数文稿的秘书陈布雷已离他而去！
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陈方临时为他捉刀。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蒋介石在新年里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声呼号，也是蒋介石向毛泽东和
共产党人的公开哀鸣。
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据称有两个目标，一方面对共产党提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另一方面则要制定
出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据以与共产党和谈的大纲。
但人们在这冠冕堂皇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已能清晰地看到蒋家王朝败亡的态势。
　　关心时势的人们在读了此《新年文告》后，无不大失所望。
洋洋洒洒数千言，无半分和谈之诚意，唯见推脱内战责任之用心，但在当时也有少数革命同路人被蒋
介石的虚假言辞所蒙蔽，对革命到底的信念不太坚定，对现实十分迷惘。
　　面对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心境则完全不一样。
在瑞雪纷飞的西柏坡，忙得顾不上执笔的毛泽东，由他口授，由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最后由他改定
，为新华社写出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充满讥讽刻薄之词，有浓烈的火药味。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在这篇献词的开头不容置疑地宣告道。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
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
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
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
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毛泽东豪迈地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
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
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
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
可能性。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
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
回到黑暗世界。
”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
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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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
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
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
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
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月6～8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49年内的任务。
出席会议的人员比1948年九月会议更多，包括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西北的，还有华北人民政府
、北平军管会和主管财政工作方面的同志。
　　6日下午，毛泽东做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令人经久难忘。
　　关于战争的发展形势，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维兵团已被全歼，
进入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最后阶段；华北的傅作义部，已被我军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
塘沽五个孤立据点。
所以毛泽东说：平、津、杜（聿明）的解决，不久将变为现实，可以写入决议。
他进一步说：春季过去后，我前线可以增加100万人，国民党军队更少了，形势就根本改变了。
今年一年的任务是到冬季、夏秋之间渡江，有6个月作战，武汉等大城市即可取得，那时说基本上打
倒蒋介石更好。
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都可以说打倒了。
经济上，如果上海还在他手中，也可以说没有打倒。
全部打倒则尚需要时间。
如果新的九省大部在我手中，国民党还剩几个省？
！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主要是人心向背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地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
今年加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去年九月会议还不敢这样说，原因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跟国民党
走。
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在党内明确这个方针了。
要使干部和人民群众做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美国会不会出兵？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要肯定它不出兵，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
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才不会张皇失措。
只要有力量，做得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
美国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
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中国比在欧洲还要臭。
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如保护侨民和外交官等等。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美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我们承认不承认他们还是个问题
。
我们首先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
保护侨民是应当注意的。
对破坏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一抓，二给饭吃，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
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警惕，坚决击破之。
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想做而政府不做者，我们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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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对他们谨慎是应该的，害怕是不对的。
要发扬民族气概，克服旧中国上层分子中的媚外思想，防止坏分子挑拨排外。
对不同人员的具体政策应有所区别，如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外资、外贸、宗教，外国学校
、外国医院、报纸通讯社的记者，救济机构、外国雇员和来华旅行者等。
要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事情，将来我们会逐渐对国际问题发言。
　　关于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毛泽东告诫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
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
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
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
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
不可稍有骄傲。
有的报纸，喜欢登外国人吹拍我们的材料，这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奴性的表现。
抗战初期，就有过爱听中外资产阶级吹捧的表现。
我们既不欢迎他们的吹拍，也不怕有人骂我们“土匪”。
在8日的结论中，毛泽东又说：要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的捧场区别开来。
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
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
要将已经完成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做些比较。
过去30年，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
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关于南下作战问题。
毛泽东说：有利也有弊。
必须向所有的同志讲清楚，要反复地说。
针对有些同志轻敌、偏安等思想，毛泽东说：要讲两条：南下一是有利，二是不利。
在目前大胜利时刻，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
南下是去打敢人，克服困难，要在这种地方把工作做好。
南下以后，会有许多人要说我们“伟大”，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刘少奇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
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好的。
党的干部应抓紧训练，着重准备有文化的干部。
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训练大批工人干部。
使工人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
　　关于党的建设。
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有缺点，但好处不少。
大多数干部（当然不是全体）有进步。
进石家庄以后，几个月功夫，工作就上轨道了。
土地改革有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迟了。
军队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的，现在能实行，革命就胜利了。
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先责备自己，因为军队中有成堆的共产党员。
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负责任。
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
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
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
毛泽东从原则上指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
，逐步统一是需要的。
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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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
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
管理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
1月10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
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中南进军。
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
大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进军中南的部
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 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分头抽调。
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
人吃马喂，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入174亿斤，共差109亿斤。
这就是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周恩来特别叮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
周恩来说：“要记着办理！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些收集的材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对于这一点，甚至国内外反动派都不加怀疑了。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难时刻，他们深知，单靠军事斗争的办法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
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妄图利用政治斗争的办法保存其残
余势力，争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的建议。
文告虽然歪曲历史真相，掩盖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责，但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
的具体方法”。
并提出关于和谈的五个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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