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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大陆，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应当在十几部以
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
究。与其叫国共关系史研究，不如叫共国关系史研究要准确些。

为什么说已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共关
系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这些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
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较少利用到国民
党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有什么不足
吗？有。从中共保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出发，来研究它与国民党关系的
历史，对于了解中共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中共推
行贯彻这些政策策略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于我们理解在
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中共的认识、感受和它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
上所依据的逻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但就研究国共两党
关系史而言，这却是不够的。较少利用和了解国民党方面据以形成其
政策策略，包括记述两党关系问题的种种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国民
党当时许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不大容易了解其政策策略推进的过
程及国民党人对其政策策略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认知情况，甚至还可能
误把一方当年在不明了对方真实感受和意图情况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
判断，简单地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

我在1991年就写过一本叫《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
录》的书，因为研究写作时还很少可能利用到台湾方面保存和出版的
档案史料，因此也就决定了该书也只能是以中共方面保存和出版的相
关史料为分析的依据与线索。尽管书出一年后即告脱销，加印时临时
核对或补充了一些当时已经可以找到的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但整体
上也仍旧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就国共两党谈判史而言，即使在过去了十多年，有机会大
量查阅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各种文献史料之后，笔者也没有发现更多
地依据两方面史料来研究国共谈判历史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那个
时期，与国民党的谈判关系着中共及其武装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共各
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共中央及其相关部门，不能不
集中主要精力和干部以应付和谋划，留下了各种形式的大量历史记
录。相反，除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国民党方面几乎从来不重视与中
共的谈判问题。大多数的谈判几乎都是蒋介石直接授命个别人员秘密
进行的，并不与党内高层协商办法。而蒋介石的个人日记虽多有记
载，却又因为台北对外开放的日记多有删节改动，且经过摘编整理的
日记片断也仅止于1940年代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国民党保存下
来的史料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史料，有系统地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研究
两党谈判问题，自然也没有可能。

但是，尽管是研究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我在写作《战时国共谈
判实录》一书时，就已经意识到过多地利用单方面史料的严重不足
了。因为，由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国民党方面资料极度欠
缺，我虽然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或电报来往的情况，
具体了解中共方面谈判意图以及谈判方案形成变化的原因和经过，却
无法清楚了解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的策略意图及导致其态度变化的原因
何在。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研究，理解共产党易，理解国民党难，显
而易见。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而欲求历史之真，又非尽可能全面把握历
史的各个侧面，努力深入到各方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
思想、情感和认识变化的情况及原因不可。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
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
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国共谈判一书出
版后，我始终感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厘清，还有许多工作必须要做。
这也是我此后一直继续高度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并尽一切可
能在海内外继续搜集有关国共关系史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和回忆
口述史料的原因所在。



我今天能够完成此书，要特别感谢杨天石研究员对我的大力推动
与督促。上个世纪末，杨公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研究课题，需要
有人承担编写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一卷。他坚持要笔者来完成这项工
作。当时，我虽然正在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工作，但在杨公的极力推
动下，也是由于我有此夙愿，故还是答应了下来。几年下来，尽管写
作断断续续，但今天毕竟完成了此书，也算是多少了了自己的一个心
愿。

然而，本书写作虽已告竣，我却毫无轻松之感。

第一是因为以我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在个别重要阶段仍旧不能
充分解释国民党人政策策略形成的幕后原因，甚至无法清楚描述其对
某些重大事件认识和处置的经过情形。在实在无法较充分地利用国民
党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其政策策略动因和形成实施过程的情况下，有时
仍旧不能不较多地借助于中共方面或其他相关史料，来做分析立论的
参考。这自然无助于完整全面地解读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
的历史。好在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原始文献史料已经开放，假以时日，
相信待本书做进一步修订时，我当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第二是因为本书的体例和相关史料的局限性，使本书叙事的角度
与重点前后会有些许差异。即前三分之一部分较多地以国民党内核心
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而后面的部分则较多地侧重于事件经过的分析与
说明。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史料的保存前后侧重不同，前三分之一时
期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欠缺较多，因而就使得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
面的资料价值得以凸显出来。而以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有关事件史
的资料保存很多，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虽多，却因大量被加
工修改，利用价值大大降低。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研究习惯的影
响。我实在更乐于着眼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研究，而本书的主题和体
例却要求我必须注重于事件的说明，结果我只好牺牲掉个人的这种偏
好，尽可能服从本书体例的要求。

第三是因为受到我的兴趣点、对事件意义的个人判断，以及受到
史料掌握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本书章节没有完全依循多数读者可能已
经习惯的历史阶段划分或事件重要程度来设计。比如，我就没有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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