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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北平和平谈判破裂   百万雄师渡过大江   

    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失败, 使国民党在军事上难以再战；1948年8月国民党实行以金圆券代法币的币制改革, 不出三月即遭惨败, 国

民党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其统治的资本。在军事、经济双重失败的打击下, 国民党政权内部也发生了政治危机, 桂系凭借实力对蒋介石发

起“逼宫”, 企图取而代之。蒋介石在面临国民党军事政治危机 ，而且个人维新近视的情况下, 再度玩弄以退为进手法, 暂时退居幕后, 以
图待机再起。  

    1949年1月1日, 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 首次表示在他提出的各项条件得到考虑时, 他本人有意“下野”。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

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和平”阴谋, 强调中共将在各方面将革命进行到底。14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

的声明》, 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即惩办战争罪犯, 废除伪宪法, 废除伪法统,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没收官僚资本, 改革土

地制度, 废除卖国条约,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声明明确提出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和平条件, 从而打消了任何人在这个

问题上的任何幻想。  

    蒋介石的文告并未带来他所期待的反应。1月21日,在国民党政治军事败局已定的情况下, 蒋宣布“下野”, 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上

台后, 一方面提出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主张, 并承认以中共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一方面企图借机加强桂系实力, 保存长江以南的国民

党政权。在后一点上, 桂系与蒋介石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 由谁来掌握国民党残存的权力。蒋介石虽然“下野”, 但仍然手握国民党实权, 他

对各地人事作了精心布置, 将自己的亲信陈诚、汤恩伯等安排在各个重要岗位, 尤其注重保持台湾。在蒋的布置下, 李宗仁的代“总统”徒

有虚名, 蒋李矛盾日渐发展, 不过在表面上, 李宗仁仍主导着国民党的和谈进程。  

    对于李宗仁上台后提出的和谈建议, 中共一方面高度警惕国民党以和谈进行战争准备的行动, 毫不放松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准备, 另一

方面为了教育人民和社会各界, 也为了避免战争可能带来的损失, 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3月24日, 国民党任命

张治中、邵力子等为和谈代表, 张治中为首席代表。26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出任中共和谈代表。国民党代表在去北平谈判前, 曾拟

有所谓的和谈腹案, 重点在于阻止解放军过江, 维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统治地位, 即划江而治。这一谈判方针得到了退居溪口的蒋介石的

认可, 表明蒋仍在实际上控制着国民党政权,这注定了此次和谈不能成功。  

    4月1日, 国民党和谈代表到达北平, 与中共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双方在谈判中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国民党代表反对在

和平协定中列入战犯名单, 并坚持国共双方首先签订停战协定, 双方军队就地停战, 实际即划江而治。考虑到国民党和谈代表说服其党内领

袖签订和平协定时的困难, 中共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相当的让步, 同意不具体列出名单, 但是对于解放军渡江问题, 中共没有给国民党留下

任何幻想, 坚持无论和谈是否成功, 解放军都必须渡江。中共坚持的是建立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 而不是任何保留

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国家。经过半个月的谈判, 国民党谈判代表也认识到, 国民党已经在战争中失败, 它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 因此他

们同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15日, 中共提出这个和平协定的最后定本, 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作出回答。  

    国民党和谈代表于16日将《国内和平协定》带回南京, 在李宗仁召集的桂系将领会议上, 这个协定遭到白崇禧的坚决反对, 他自信凭桂系

的实力还可以与解放军一战, 李宗仁因此而不能接受这个协定, 蒋介石当然就更不会同意接受这个协定了。事实证明, 国民党的谈判建议不

过是为自己争取重整军备时间的烟雾弹而已。20日晚, 李宗仁指示国民党和谈代表, 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从而最后关上了和平

之门。就在当天深夜, 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渡江作战, 次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目标的人民解

放战争辉煌的大进军就此拉开了序幕。  

    三大战役之后, 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月进行了统一整编, 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 华北野战军则

直属解放军总部。至3月底, 二野和三野进至苏皖长江一线, 四野进至湖北长江一线, 并作好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与此同时, 国民党也没

有放弃长江以南的战争准备。当时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尚有100余万兵力, 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集团：汤恩伯集团部署在湖口至上海的长江

一线, 白崇禧集团部署在湖口至宜昌的长江一线, 海空军力量仍有一定优势。国民党的防御部署着重在保持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 幻

想以此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并且转移上海的黄金外汇财产。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首先是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在长达千里的苏皖长江沿线进行的。4月20日晚, 谭震林指挥的渡江中集团在安徽芜湖

至枞阳段江面胜利越过长江天险, 踏上了江南的土地。次日晚, 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下, 全线发起渡江作战。粟裕指挥的东集

团在江苏江阴至扬中段渡江, 随即截断沪宁路。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在安徽枞阳至望江段渡江, 兵锋直指浙赣路。在解放军渡江作战过程

中, 依靠的是成千民工驾驶的小木船, 但兵锋所至, 势如破竹, 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国民党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阻击或反击, 相反, 驻

守江阴要塞的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相继宣布起义, 对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是一重大打击。  

    4月23日晚,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自浦口渡江, 进入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南京。此时此刻, 国民党政权机关和负责官员已经

自南京逃亡一空。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为标志, 自二十二年前的这个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而确立的国民党政权, 至此实际覆亡。  



    解放军渡江之后, 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打击下闻风而逃, 在常州以东的部队沿沪宁路撤往上海, 在常州以西的部队沿宁杭等公路撤往杭

州, 在安徽沿江的部队自皖南山地撤往浙赣路,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不战自溃。解放军紧追溃退中的国民党军, 三野部队先后解放苏州和杭

州, 两路合围, 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二野部队则于5月初在浙赣路上与三野会师, 控制了自浙西至赣东的大段浙赣路, 切断了白崇禧和汤恩

伯两大集团的联系, 并为以后继续南进准备了有利的出发基地。  

    国民党长江防线的重心在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也是国民党政权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经济中心。自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

失败后, 蒋介石一面部署将上海库存黄金、外汇和物资运往台湾, 一面寄希望于守住上海半年, 以等待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此, 国民党在

上海集中了陆海空三军20余万兵力, 构筑了市郊、外围和市内多层立体防线, 号称“东方马德里”, “固若金汤”。4月底至5月初, 蒋介石

亲临上海, 部署防守作战, 镇压地下反抗, 市内笼罩着战前的紧张恐怖气氛。  

    中共中央对于上海作战十分关注。在军事上, 虽然解放军拥有绝对优势, 但上海临江面海, 高楼林立, 作战地域狭窄, 易守难攻, 而且上海

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 在战斗中还要尽量避免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和对于城市的破坏, 维持社会稳定, 并为未来的人民政权

留下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 中共中央要求前线解放军对于进攻上海作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 军事上着重于封闭国民党军海上退路, 歼其有

生力量, 政治上着重顺利接管, 维持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上海作战由陈毅、粟裕指挥三野承担, 二野和四野分别控制着浙赣路和平汉路, 随时可以呼应三野的作战行动, 并准备应付美国可能的干

涉行动。在具体部署上, 三野以叶飞兵团的4个军自北翼向吴淞进攻, 以宋时轮兵团的4个军自南翼向浦东进攻, 争取在上海外围消灭国民党

军有生力量, 避免市区的恶战。5月12日, 三野发起对上海的进攻, 国民党军在上峰督战下步步顽抗, 战斗十分激烈, 战况一度陷于胶着之

中。三野及时加强了前线力量, 并调集重火力支援作战, 经过10日激战, 三野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外围防线, 进至上海市郊。在解放军的打击

下, 国民党固守上海半年的计划难以实现, 而且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为了保存其不多的军事力量, 汤恩伯下令自吴淞口登轮撤退。5月23日

夜, 三野发起对上海的总攻, 此时汤恩伯已令残余国民党军主力自吴淞口海上撤退, 市区守军战意消陈, 三野于25日占领了苏州河南地区。

国民党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刘昌义在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决定投诚, 27日, 人民解放军完全解放上海。  

    上海作战是解放军渡江之后较为艰苦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但因准备充分, 部署得当, 战役进展顺利, 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人, 同时基本避免

了对于城市大的破坏。在上海战役进行过程中, 人民解放军作战英勇, 纪律严明, 对上海城市的整个接收过程十分平稳有序, 给上海市民留

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军在上海夜宿街头而不入民宅的事例, 是上海市民多年乐道的佳话。上海, 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从此回到了人民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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