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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抉择
——大型文献电视片《重庆谈判》解说词（第一集）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重庆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

出品的大型文献电视片《重庆谈判》，于12月26日至31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及重庆卫视频道同步播

出。专家认为，《重庆谈判》史料丰富，故事生动，视角独特，结构严谨，表述流畅，是一部优秀的大型文献电视片。今

起，本报连续6天刊登该片解说词，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登机时，手举盔式太阳帽与大家挥手告别。

一

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基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我们这次大会
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
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
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
命运。”

“有人已经写了”的那本书，是指两年前
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强调
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示两年内一定
要解决共产党。书中说：“中国的命运，完全
寄托于国民党。”

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为中国指明
了另一种光明的前途，就是废除国民党一党
专制，建立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主张显示出巨大政治吸引
力。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应对当局查禁，这种
封面是“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内容是《论联
合政府》的小册子，悄然流传。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就在中共七大
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
重庆召开。大会提出的战后政治目标是确保
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但会
议期间，《论联合政府》报告巧妙而出人意料
地送到国民党六大代表手中。

【采访：孙敬文（时任重庆《新华日报》营
业部主任）之子 孙岩】

采访部得到了国民党的六大（代表）名
单，这时候，我爸他们营业部就想办法，说以
传单的方式装在信封里，做成了请柬，寄到了
六大的会务处。会务处一看都是有名有姓的
请柬，就没有拆，直接就来一个给一个，结果
一打开一看，是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这事
儿可就闹大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的存在和发展，一直被蒋介石看作实现其政
治目标的主要障碍。他在国民党六大会上
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
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
务。”

抗战胜利前夜，两种中国的命运，两条不
同的道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二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
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
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

东军发起进攻。
中国战场上，中国军民也对日寇展开了

大规模反攻。
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

明。当天，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
议上说：“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
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

重启国共谈判，并不是毛泽东临时起
意。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
党就提出国共两党在战后应继续合作。抗战
后半期，国共两党的谈判时断时续，毛泽东和
蒋介石都曾考虑过两人直接会面来解决国共
矛盾。但是，战时的国共谈判因意见分歧太
大和国民党的阻挠，毫无结果。

8月10日晚上8时多，重庆德安里103号
“美龄楼”，蒋介石刚做完默祷，忽听得附近的
美军驻地传来一阵欢呼声。

蒋介石问：“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
贴身侍卫回答：“听说敌人要投降了。”
胜利的到来比人们此前预料的要早得

多。
在10日到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

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限令被解放区包围的
日伪军缴械投降。

为了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政府
最高统帅部在8月11日一面命令八路军原地
驻防待命，一面命令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
队“积极推进”。

向哪里推进？向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主
要城市和交通线。

为阻止人民军队反攻，蒋介石甚至还让
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毛
泽东起草电文，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
令致电蒋介石：“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
了，并且错得很厉害……因为你给我们的这
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
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

国的汉奸们。”
受降权成为当时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
8月13日，毛泽东起草评论，以新华社记

者的名义发表，驳斥蒋介石的命令是“挑拨内
战，破坏世界和平”。

三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
力支持。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假如我
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
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
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
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
的军队空运到中国南部，并将海军调去保卫
海港为止。”

但是，运兵需要时间，蒋介石想用武力立
刻解决中共问题的力量不足，想要发动全面
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国内，人民期盼和平；国
际上，苏联、美国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表
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

蒋介石在等待一个出牌的时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接受要

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给盟军最高

统帅麦克阿瑟下达命令，指定唯有蒋介石
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同一天，苏联政
府也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

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地位，选
择了8月14日这个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以电
报和电台广播方式，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
邀请电。

【蒋介石邀请电广播】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

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
大计……”

15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
长和总编辑、总主笔连夜商量这份邀请电的
排版刊发。他们三人一致判断：“毛泽东决不
会来重庆，我们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
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

8月16日，《中央日报》要闻版以大字标
题刊出新闻：《蒋主席电邀毛泽东来重庆》。

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的日记，点明了其
中的要害：“如毛泽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
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
负破坏统一之责。”

也就是说，毛泽东来与不来都对重庆有
利。

国民党把“球”踢给了延安。

四

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为应对瞬
息万变的局势，毛泽东把办公地点移到了延
安枣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礼堂。四周的长条
椅，轮流坐着来请示工作的干部。

针对蒋介石突然公开的邀请电文，8月
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了“致蒋介石电”，
提出了关于解放区人民军队接受日伪投
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要求；同时给
蒋介石复电说，“待你对朱德总司令提的六
项要求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
问题。”

由于朱德的要求不可能被蒋介石接受，
实际上复电是把“球”踢回给了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会如何反应呢？
【采访：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

长 厉华】

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
所抄录回来的蒋介石的日记。这一部分主要
是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
主要的日记内容。

看到延安的复电，蒋介石在日记中宣泄
了他的极度不满，称“不可名状”。

但是他又很快调整好情绪，于8月20日
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邀请电。

8月21日《中央日报》刊登的这封邀请
电，首次披露了盟军对日军的受降规定，称不
能因朱德所提的受降要求而破坏对盟军的信
守。同时又附录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复电。显
然，这是要将国共关于受降权的斗争，变成中
共对于盟军的异议，从而将中共置于盟军的
对立面。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认为，
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存在许多难以克
服的困难，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周恩来为毛泽东拟写复电说：“为
团结大计，先派周恩来前来重庆。”

复电写明“先派”，那么毛泽东本人会不
会来重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四处打
探。

【采访：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副
部长）之孙 李凯城】

说是联络官，有些就是他派来的公开的
情报人员。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拍到延安以
后，就给他的两个联络官（下令），让他们打探
延安的动向。他实际上是想根据共产党的态
度，来决定他下一步怎么办。实际上我们通
过各种渠道把消息散布出去，就说主席不准
备去，所以这两个联络官就一而再再而三给
重庆发报，就说毛主席不去。

吃到“定心丸”后，蒋介石继续向中共施
压，8月23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电报促
行面谈。

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伎俩看得很清楚。为
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为了取得政治斗
争的主动权，他决定向险而行。

中共中央在决策过程中，8月23日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关重要。

中央档案馆保存了完整会议记录。
【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章百家】
会议一开始呢，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

说，恩来同志先去谈，我后（去）一下。随后，
他全面分析了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革
命发展的道路，提出中国共产党战后力争实
现和平的总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
大口号，并说明了中共对于即将到来的国共
谈判的对策和基本部署。可以肯定的是，在
召开这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以一个伟大
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下了要去重
庆的决心。

【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
任 杨胜群】

这个会议还作出了第二项重要决议，就
毛泽东去重庆以后由刘少奇来代理毛泽东
（主席）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并且为
了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推选陈云、彭真作为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保证在谈判出现任何
情况，包括一些不测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都能
正常开展工作。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刘伯承、邓小平、
陈毅、陈赓、林彪等大战略区的负责人，他们
肩负着重要使命。

【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
任 杨胜群】

这个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对我们解

放区发动一些零星的局部的进攻，毛泽东布
置他们坚决反击，并且说你们在前方打得好，
我在重庆就安全一些，你们打得不好，我在重
庆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谈判就容易
一些。这就说等于是在军事上做了相应的准
备。

会后，毛泽东向蒋介石发出了第三封复
电说：“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
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敬”是电报中用韵目代
替日期的方式，指24日这一天。

8月25日，20多位我军高级将领取道太
行，奔赴前线，做好受降与反内战的两方面准
备。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
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口号。当晚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决定，派毛泽东、
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
平谈判，还做好了让步方案。

【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章百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案，就是中共没有
提在七大上提的联合政府，而是同意成立一
个以蒋介石为领导的这么一个政府，但是中
国共产党要加入进去，所以毛主席在去重庆
谈判之前，说我们现在对蒋介石不是要“杀
头”，而是要给他“洗脸”。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
泽东宣布了这些决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毛泽东同志发言强调：“重庆是可以去和

必须去的。”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
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谈不去，就会输理，
就会中计。历史证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
作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六

【歌曲《延安颂》片段】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1945年8月27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赫

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乘专机前来延
安，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团毛泽东一行。

【采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
授 斯蒂芬·麦金农】

美国当时也希望毛泽东和蒋介石能够见
面，赫尔利想要促成谈判，因为这可以带给他
个人更大的知名度。

8月28日，是毛泽东离开延安飞赴重庆
的日子。一清早，送行的群众自发地走向延
安飞机场，一会儿就聚集了数千人。

【采访：时为延安机场送行群众 向延
生】

大家觉得心里头都不太放心，都觉得蒋
介石这人不太可靠，阴谋诡计也非常多，大家
心里很担心这个事情。

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也都担心毛泽东去
重庆的安全问题。

李克农，负责隐秘战线情报和保卫党中
央安全工作。

【采访：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副
部长）之孙 李凯城】

我爷爷他承担的这个重任，他们也在
判断毛主席去重庆以后，会不会有危险。
其实还是有危险，为什么？蒋介石这个人
不太守信用，有前科，你看他对胡汉民，对
很多国民党的他的所谓对手，包括一些民
主人士，都是邀请人谈判，最后把人扣留，
逼人签一些平时无法接受的协议。那么毛
主席这一走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机场
送主席的时候，（他）也是激动，也是流下了
热泪，所以后来毛主席还跟他开玩笑说：

“克农啊，你怎么用咸豆豆，眼泪嘛，咸豆豆
来送我。”

临行前，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穿灰色中山
装，头上戴着的苏联礼帽不够协调，就把自己
的盔式太阳帽送给了毛泽东。

【采访：时为延安机场送行群众 向延
生】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主席戴的那个帽子
特别吸引人——太阳帽，延安都没见过那个
帽子。他在临上（上了）飞机以后，在舱门那
儿还脱下帽子跟大家挥挥手。

摄影师徐肖冰迅速按下快门，把定格于
这一重大历史瞬间、留给人们无穷想象的照
片取名为《挥手之间》。

挥手之间，人民看到了和平、民主和团结
的希望。

第一集《关键抉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
电说：“待你对朱德总司令提的六项要求表示意见
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唐纵日记”点明了蒋介石给毛泽东第一封邀请
电的要害：“如毛泽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
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
之责。”

（本版图片均为电视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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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在东方战场，中国军民坚持14年抗战，以伤亡
3500多万人的代价，与同盟国一道彻底打败了日本
侵略者。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重庆，
中国的战时首都，发生了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
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同国民党
当局进行了43天谈判。

【采访：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东方学教授 尤
里·塔夫罗夫斯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
都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将向何处去？

【采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斯蒂芬·麦金农】

我认为，这是对中共作为一种力量的公开承
认。

【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杨胜群】

重庆谈判这个经过和结果，可以说是中国人民
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又一次历史性的选择。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面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1945年
的重庆谈判。

【采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陈晋】

在历史出现变局，而且有可能发生转折的时
候，一定要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大势，抗战胜利人民
要求和平民主，这就是历史的大势，毛泽东赴重庆
谈判，就是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的大势。

【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重庆谈判给我们启示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16

个字最重要：“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善于
斗争”。

【采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重庆谈判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就是：底线思维至

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