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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渝中区中山四路桂园的会客室，当年《双十
协定》在此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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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毛
泽东飞赴重庆谈判时
在延安机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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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
就中国前途和命运进行历史性谈判——

为民心赴重庆 以诚意促和平

□本报记者 戴娟 罗静雯 周尤

4月的渝中区中山四路，春芽吐新绿，鲜
花竞芬芳。坐落在这条街上的桂园，肃穆、宁
静。

“时间的长河会冲淡许多东西，唯独有
一样不会，那就是历史的印记。它在一辈又
一辈人之间传承、凝聚和升华。”在参观完桂
园后，一位外地游客在微信朋友圈里感慨地
写道。

重庆桂园，国共谈判的重要见证地。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

党就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谈判在这里举
行。10日下午6时，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了
著名的《双十协定》。

以大勇 赴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浴血
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
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抗
战、团结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使人
民力量不断壮大，敌后人民抗日武装
和根据地迅速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
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
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
建家园。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中
国共产党顺应人民要求，坚定地贯
彻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主张
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
革，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包括各
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把中国
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
新国家。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准备
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
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随着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代
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把注意力放
在了准备内战上，企图借受降之机，
迅速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
装力量。

国民党在积极调遣军队准备
内战的同时，又假意表现出愿与

中共就解决抗战后中国政治
前途问题进行和平谈判的

姿态，借以争取政治上
的主动。1945年8

月 14 日 、20
日 、23

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
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后，8月16日，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方局工委负
责人徐冰、张明（刘少文）的电文中判断：“国
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
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
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此
后几天里，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多次与周恩
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情
况。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央决定由
周恩来先到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
毛泽东的行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
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
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
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
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当晚，中共中
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
重庆谈判。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会亲赴重
庆。然而，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
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大大出乎
他们的意料。这一消息也立即震撼了重庆全
城。

《新华日报》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4人的
来信：“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
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
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
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
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
要求。”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
行动是“弥天大勇”。

以诚意 促和平

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
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在此期间，毛泽
东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多次
直接商谈。

中共对谈判表现出极大诚意。9月 3
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

“十一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内容主要
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
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在
全国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
表根据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
中共“十一项提要”作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
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
等、结束党治等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问题也基本同意，但对解放区政权作为合
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整编问

题也有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
论的中心问题。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
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作过多次让步。但是，
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不肯松动，反以“政令军
令统一”为借口，一再要求中共“放弃其地盘，
交出其军队”，对此，周恩来、王若飞据理驳
斥，谈判陷入僵局。

在重庆期间，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
东努力与各方交流看法，多次在桂园会见各
方人士，还登门拜访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
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与
他们促膝交谈，交换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应邀
会见了民主同盟、青年党、九三学社等在渝中
委和几十位国民参政员。

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
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
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
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
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
之际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整
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
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代表的赞同。

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
要递交国民党代表，后经双方代表斟酌修改
形成定稿。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
园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
称《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的主要成果有：使国民党承
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
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
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同意结束国民党
的“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党派平
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等等。谈
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

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
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
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
商会议解决。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曾这样
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
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
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
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
进攻。”

以协商 促民主

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坐落着一幢十
分醒目的黄墙建筑。抗战时期为中国银行大
楼，曾是中共代表团在渝驻地，如今它是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门处是一扇青砖砌成的拱门，门额上
挂着写有“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的牌匾。过
了拱门，顺着台阶往上，便来到旧址的主楼。
该建筑是一幢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坐西向
东，通高13米，加上附属建筑，共占地627平
方米。

这幢建筑见证了周恩来、董必武、吴玉
章、王若飞、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率领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斗争历程，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
不懈追求。

根据《双十协定》，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
会议，邀请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
1945年底，周恩来率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来渝，该楼即由国民政
府拨给中共代表团作为办公室兼住房。

在这幢楼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
党代表团日夜为民为国奔走忙碌，在当时政
治时局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如行走于刀锋之

上。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

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
表共38人，包括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
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
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莫德惠等9人。

会上，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展开了尖
锐复杂的斗争，其焦点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
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
团结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
党的错误主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促成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
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
等5项协议。

“这是当时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瞩目的一
次会议，就像在祖国大地上升起的一线和平
民主的曙光。遗憾的是，这一线曙光并未演
变成万道霞光，而只是昙花一现。”市委党史
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说，由于这
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
国民党统治，因而最终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撕
毁。

“从重庆谈判到旧政协会议，中国共产
党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争取实现
国内和平民主作出了种种努力。”黎余认为，
这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
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有力推动了
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国民党统治
集团撕毁了这些协议，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
益，也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使人民
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
和内战政策的真实面目。这样的事实深刻
教育了人民，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
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
了重要的准备。

▼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等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
机场。

（市政协办公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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