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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

前言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站在万众注目的主席台上，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l世纪》的政治报告，这也是他第二次向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    第一次，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那次大会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退休
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大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实现
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性交接。    
党的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一次跨世纪的重要会议。这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
；年中，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波及中国。处在20世纪即将过去、2l世纪即将来临的重
要历史节点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回顾了中国人民即将过去的20世纪。江泽民指出：    从1900年八
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2()0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
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
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
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
东、邓小平。    江泽民所讲的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
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
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第二次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感到
自豪。在即将过去的百年里，中国人民从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到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业绩极其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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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

内容概要

《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内容提要：蒋介石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在大陆诸多史学者笔下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总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的。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经历的磨
难与挫折，大都与蒋介石有关，甚或是他一手导演的。这是蒋介石的一面。蒋介石还有另一面――民
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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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

作者简介

王相坤，1963年生，河南新野人，新闻干部专业毕业，法学研究生。曾任秘书、副处长、团政委及团
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等职，2005年起供职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任处长。研究方向为民主革命
时期中共党史。参与了《一代伟人朱德》、《图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共高层决策60年》、
《科学社会主义疑难问题新解》等书的编写。在党的十七大筹备期间，任《科学发展观理论问题研究
》课题组成员兼联络员。近期著书有：《面向新世纪的军队政治工作》、《读懂江泽民》、《1936：
历史在这里拐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19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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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辛亥革命后至大革命前期：蒋介石与毛泽东共同支 持孙中山民主革命 追随孙中山：青
年毛泽东、蒋介石相继投笔从戎 相聚于国民党一大：毛泽东、蒋介石颇得孙中山赏识 共事于国民党
中央：毛泽东掌管宣传部，蒋介石专司于军事 西安事变前后：开启第二次国共合作新篇 蒋介石发出
和平倡议，毛泽东调整“抗日反蒋”政策 张、杨兵谏“逼蒋抗日”，毛泽东确定和平处变方针 国共
达成合作协议，两党军队开赴前线共同杀敌 抗日战争时期：兄弟阅于墙：埋葬日本侵略者 蒋介石倡
导“持久消耗战”，毛泽东系统提出持久战理论 协力抗击日军侵略：正面战场与敌后袭扰相结合 敌
后战场毛泽东指挥大反攻，在坚持与等待中蒋介石迎来日本投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后：共同面
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权益 共同的民族情：毛泽东、蒋介石质疑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权益 莫斯科谈
判：毛泽东、蒋介石力主要回中国主权 良好的结局：毛泽东把蒋介石的梦想变成现实 四十年代到五
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蒋介石仿效改造国民党 延安整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成
功实践 从“鄙视”到欣赏：蒋介石潜心研读毛泽东著作和延安整风经验 学以致用：蒋介石在台湾岛
发起国民党改造运动 五十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暗中携手粉碎美国“两个中国&quot;图谋 从“弃蒋”
、“弃台”到“保台”：美国重新确立干涉中国战略 在倚美反共与防美分裂中国间：蒋介石的天平向
毛泽东倾斜 从联美反共到联共抵美：在攸关中国主权问题上蒋介石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五六十年代：
蒋介石与毛泽东共同反对“台独” 支持“台独”：美国预谋已久 蒋介石的不变立场：“谁搞台独我
搞谁脑袋” 毛泽东支持蒋介石：“台湾还是蒋介石掌权比较好”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蒋介石与毛
泽东共同领导谋求国家统一的和平谈判 1950年：蒋介石放飞“和平鸽”，陈毅回应“让台湾烂下去”
1956年：毛泽东决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蒋介石派出第一个密使奔赴北京 1957年：毛泽东倡议国共第
三次合作，蒋介石选定宋宜山考察大陆 1965年：毛泽东继续贯彻对台总方针，蒋介石同意统一六条件
1975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毛泽东嘱托邓小平“代 我此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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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毛泽东很快成为《民立报》的热心读者。这张报纸上报道的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
息，使毛泽东读后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自传》中他如是说：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
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72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
一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下，毛泽东第一次发
表政见，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文中“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
，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尽管他并不清楚孙中山与康、梁政治主张上有什么不同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
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决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 这时，孙中
山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已经17年了。 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的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即日新的粤语谐音）。1897年在
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子由此得来。 1878年，孙中山离开家乡随母亲远
渡重洋，来到美国檀香山，投靠哥哥生活，并在那里接受资产阶级教育，最后于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
院获得医学学位。孙中山接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对他后来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回忆道：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
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数人互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
一若必使我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1894年中法战争失败在即，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
良政治，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封建主义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
化、并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孙中山主张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采用
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束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达到国家
独立富强的目的。孙中山所描绘的美景是：“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但《上李鸿章书》并没有引起李鸿章的任何反应。这“一盆冷水”使孙中山对推行改良主义救中国
彻底失望。 挫折使孙中山懂得，上书请愿和和平改良方法无济于事，必须用根本改造代替局部改良。
他随即萌生了推翻封建帝制、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想法。孙中山后来将思想上的这次重大转变概括为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同年11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宣告成立。在人会的秘密誓辞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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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

后记

《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一书，终于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至此之际，我对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
提供了热情帮助的领导、同仁和编辑朋友，表示由衷的敬意。    蒋介石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
在大陆诸多史学者笔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总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的。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
，中国共产党经历的磨难与挫折，大都与蒋介石有关，甚或是他一手导演的。这是蒋介石的一面。    
蒋介石还有另一面——民族主义者。在关乎中国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蒋介石的坚定
态度不容质疑，并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也是不能否定的。否则，就无法解
释他和国民党能够在中国大陆执政长达22年之久，曾经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在他执政时期，中
国作为世界“四巨头”之一，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他执政时期，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
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经过艰苦努力被废除了；在他退居台湾的日子里，坚守“一个中国”
立场，坚决遏制“台独”、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实现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等等。    我对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对蒋介石作为一个民族主义
者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    研究中共党史，难以回避蒋介石这个人物。    2006年，我与人合作出版
了《读懂江泽民——江泽民治党治国方略研究》。为了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了解有关20世纪40年代
江泽民同志的革命生涯，我的研究视野拓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这就不可避免地接
触到一些有关国民党蒋介石的情况以及蒋介石领导下的当时中国的情况。比如，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
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江泽民同志，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在其
养父江上青烈士的影响下，1946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就加人中国共产党。一年后，由于物
价飞涨，民不聊生，南京、上海等地爆发了历时1个月、席卷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运动。江泽民同志走在了这一运动的最前列。    2007年，我研究并
出版了《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通过对西安事变发生、发展和结局的研究
，更加深入、直接地了解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蒋介石。    这期间，我也阅读了陆续出版的蒋介石的日
记，其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通过把这些史料与新近公开的其他史料(比如中共中央所肯定
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用的史料。)进行比对，我逐渐对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识
。    为此，2008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进行了“全球视野下1949年的中国”的专题研究，以1949年
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为主线，通过对他走上政治舞台后的所言所行、爱恨情仇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国
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为什么会走上穷途末路。这一专题的研究，为此后写作《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
月》一书奠定了基础。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具有民族情感的爱国者的蒋介石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展
现出来。    我认为，作为史学工作者有责任让世人全面了解蒋介石，不仅要看到蒋介石是一个欠下中
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血债的独夫民贼，还要看到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情感的爱国者。于是，我开始谋划
写一部反映蒋介石的民族情感、记录他与毛泽东合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书。    确定这样的主题也许
并不困难，但要真正结构行文，我却犹豫再三。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正面写蒋介石，与党的宣传
政策合不合拍？描述这样的形象，必竟在报纸杂志上见过，但在公开出版的专著中较少见到。鼓励我
坚定写作这一主题信心的是，2005年中共中央公开正面评价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发挥的
积极作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
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
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中央的肯定，那么
，作为这支军队统帅的蒋介石，对他的历史作用给予客观评价，也是符合党的政策和史学研究所遵循
的实事求是原则的。    二是把蒋介石与毛泽东放在一起写，会不会有抬高蒋介石之嫌？我向几位受人
尊敬的党史学家征询意见。结论是：写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是一种创新，是一个突破，值得尝试。为
了避免抬高之嫌，我确立了这样的写作原则：坚持用事实说话，少发议论；笔墨集中于“民族主义者
”上，力避节外生枝；不对蒋介石的其他方面作评价。现在来看，这样写不仅没有抬高蒋介石，反而
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三是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写蒋介石绕不
过国民党，而对过去的国民党所犯错误的分析，又必须避免让人误读为对今天国民党的评价，这的确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划清这个界线，我把本书的时间节点严格限定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前。之
后的历史，只用几百字作为本书结尾。还忍痛删除了最后一章——身后事业：蒋经国继续祖国统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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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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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编著者王相坤。我认为，作为史学工作者有责任让世人全面了解蒋介石
，不仅要看到蒋介石是一个欠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血债的独夫民贼，还要看到他是一个具有民族
情感的爱国者。于是，我开始谋划写一部反映蒋介石的民族情感、记录他与毛泽东合作维护国家核心
利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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