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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它以记述一个小人物生死与档案的文字，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
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
我们需要温故，是因为我们的健忘，从温故中而知新则是我们温故的目的。
从《温故》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感悟到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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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先勇，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台湾著名作家，当前中国最著名的昆曲义工，撰文分析父亲在
东北战场的前前后后。
蔡登山，台湾知名文化人，解读知识人顾颉刚不太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李伟，民国无锡《人报》记者，回忆跟随蒋介石游太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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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稿　白先勇　战后东北之争（上）人物　李伟　是是非非蒋碧微　蔡登山　五十年来千斛泪——顾
颉刚的情感世界　祝晓风　有关柳无忌先生的书缘旧事记忆　祝伟坡　我的“家庭成分”问题　周成
林　伯父　沙漠　挚友老何　何蜀　夏工宣风物　张家荣　家园忆往　桑新华　故居民风千年根——
北京西郊古村落拍摄手聚焦　岳玉明　张学良与影星胡蝶的绯闻印象　李伟　随蒋介石游太湖　仲炜
　“文革”中拜访傅作义文本　姜庆刚　陈梦家先生的两封信片语　张书克　胡适：佳人乎？
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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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后东北之争（上）　白先勇　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
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并参诸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
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
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因《温故》篇幅所限，此次刊出有删节。
　　　　　　　　　　　　　　　　　　　——编者　前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
接收沦陷区。
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
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之间，国共双方军队，精锐尽出，在东北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进行
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这是抗战后国共两军为了争夺东北第一次主力会战，对于东北得失，以及整体内战，关系至巨。
会战在四平街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5月17日父亲奉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
。
当时父亲已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部长，并将于6月1日就职，父亲赴前线督饬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
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往长春、永吉进攻。
林彪部队十万余人大败，溃不成军，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
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中正施压停战。
在此关键时刻，父亲飞回南京向蒋中正报告战果，并力主国军应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收复北满哈尔
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肃清东北共军。
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战争胜负的重大建议，于6月6日
，片面下令停战。
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为
震动，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
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个国共
内战。
　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　　　　　　　　　　　　　　　——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战后东北不仅为
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
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
土主权，1945年2月4曰，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
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
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
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
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
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
人自由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
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
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
。
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
在亚洲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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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剌在背。
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
，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
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
北。
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
利，是大有帮助的。
而共军从苏联手币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当然双是另一项苏联的“贡献”了。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
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
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
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
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
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
塔密约美国引狼人室，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认识的。
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
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国民党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
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
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mert C.Wedemeyer），他估计国民党军队
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
，但为美国政府所拒。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
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联
在远东兵戎相见。
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联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
利。
　共军闯关东北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
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
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周边共产主义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
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
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
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
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
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
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
其中第二道，“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一、原东北军
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出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_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
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
。
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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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
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
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
彭真等即刻飞东北，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
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
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
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
，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
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
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
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
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
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
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
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
有一定的号召力。
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
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
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
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
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
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
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
黄克诚11月26日打电报给毛泽东抱怨，共军“七无”；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
，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
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
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他12月7日打给军委的电报说：“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
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
，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　中共部队进关初期，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第一是逃兵问题。
9月7日，万毅给军委的电报：“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　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11月15日给“军委林彭”的电报中说：“沿途逃亡掉
队病号约三干人。
”　其次，中共部队组成分子良莠不齐。
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如此批评：　“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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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
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
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
”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
友善的。
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
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Stask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
被红军赶了出去。
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
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
需要”。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by）讥
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Margarine Cornmunists）。
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
，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
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
斗，伺机从中取利。
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国军进军关外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不同于其他沦陷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
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
1945年9月初旬，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
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
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
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
父亲从军事战略的8艮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
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
。
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
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
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
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地政权。
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苏，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联在东
北单独行动，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
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
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
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
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
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
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
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
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
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　蒋氏在此检讨认为国军应先集中平津，也就是父亲当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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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收复东
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
，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
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
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而蒋
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寄望之殷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撤、
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 Y.Ma1inovsky）展开一
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
中国方面，谈判重点在于苏联撤兵日程以及中国部队进驻东北的问题。
中国要求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港上岸。
但苏联坚称大连乃自由港，中国军队不得使用，而营口、葫芦岛等港，苏联则称情况不明，无法保证
国军安全。
后国军部队运抵葫芦岛港口，果遭共军射击，只得改向秦皇岛登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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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温故11》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感悟到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温故。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故（十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