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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对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所作的真诚努力

韩 同 友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周恩来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

他们维护祖国的完整与独立 ,挫败了以美国政府为首的企图分裂中国的反动势力;主动倡导和平统一,

呼吁两岸协商对话, 表示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积极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发挥爱国人士的积极

作用。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洞察

国际国内形势, 适时调整对台方针,为争取台湾早日回

归, 完成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作出了真诚而不懈的努

力。

一、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谴责美国政府及其追随

者干涉中国内政, 声明一定要解放台湾。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中国大陆已即将全部

解放。解放台湾问题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上来。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将台湾问题的解决置于解

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的总目标中。1949 年 12月 31

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 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

务, 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1950 年初, 在毛泽

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 第三野战军调

兵遣将, 加紧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7 月,毛泽东周恩

来还计划增加飞机 100 架左右, 连同原有空军组成一

支攻击部队,以掩护渡海作战, 争取早日解放台湾。中

央军委同时确定由粟裕指挥台湾战役。

正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积极准备解放台湾

时, 1950 年远东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6 月 25 日,朝

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一改短暂的“弃蒋脱身”政策为

“武力保台政策”,不仅对台湾当局进行了经济、军事援

助,而且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用武力阻止中华

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

在美国政府的带动下,国际右翼势力对台的支持

大为增加,台湾外部环境由简变繁 ,渗进了复杂的国际

环境。对此, 中共中央必须对台湾问题表明自己的严正

出形而上学唯物论者的错误在于: “不了解真理的历史

性, 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过程,不了解所谓绝

对真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

发出来, 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全

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客观真理的两个方面,

而不是两个真理,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相对真理中包

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 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表现; 绝

对真理就是包含在无数的相对真理之中,就是在人类

不断地获得相对真理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展开的。正如

列宁所指出: “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由

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

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 

毛泽东也指出: “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进程中,各个

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

中, 人们对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

是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 就是绝对

的真理。”!真理是一个过程, 它永远处于由相对到绝

对的转化发展中, 任何真理都是无穷的绝对真理链条

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 有条件的、

历史地存在着,真理的具体性也体现在绝对真理和相

对真理的统一中。

注　释: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507页。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103页, 134页。

 !∀ #∃ % ∀#∀∃ ∀%∀ ∀!∀&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 286、287、287、287- 288、288- 289、262- 263、

268、498- 499、499、269- 270、261、499- 500、753- 754、273、

280、271、272页。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88页。

∀)《列宁全集》第 38卷,第 210页。

∀ ∃% 《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第 26、27、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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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1950年 6 月 28 日,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

“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

放台湾而奋斗到底。”由于美国陈兵台湾海峡, 大陆

军事力量的相当部分准备援朝抗美, 人民解放军原定

1950 年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取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

央领导人研究制定了新的对台方针: “我国的态度是,

谴责美国侵略态度, 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军队的打算

是: 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

往后推延。”

1953 年 7 月, 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 国际冷战总

体看稍趋和缓, 但在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却有增无

减。一时“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中立化”、“两个中

国”等谰言开始嚣张起来。继日本吉田茂政府与台湾当

局单独签订“双边和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

1953 年 11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首次抛出

“两个中国”的谬论。他说: “有可能由共产党中国参加

联合国大会, 而同国民党中国参加安全理事会。”1954

年 7 月 14日, 英国首相丘吉尔宣称, 要将“台湾交给联

合国托管”。1954 年 8月 21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

报》荒谬主张承认“两个中国”,并在同年 9月 15 日说,

要保护台湾, 必须使“台湾中立化”。

基于以上情况, 为了粉碎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制

造“两个中国”、“台湾中立化”的阴谋 , 1954 年 7 月 23

日, 毛泽东打电报给正从日内瓦回国途中的周恩来, 指

出, 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 ,必须向全国、全世

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社论《人

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消灭蒋介石残

余集团, 解放台湾。1954 年 8 月 11 日, 周恩来在中央

人民政府第 33 次会议上作的外交报告中提出“解放台

湾”的政治任务。于是大陆在1954 年至1955 年初掀起

了决心“解放台湾”的新高潮。

为了突出台湾问题,人民解放军展开了第一次炮

击金门的战斗。虽然每次炮击只持续一个小时, 但给予

国民党军队以警告性打击, 也引起了美国朝野的一片

喧器。在金门、马祖等沿海诸岛的问题上,美蒋矛盾暴

露明显,美国政府主张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而台

湾当局则执意不从。美国政府脱身不得便企图经由联

合国或外交途径安排两岸实现停火, 并怂恿新西兰提

出议案。结果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

毛泽东周恩来从实际出发, 改变了首先解放金门

的计划, 重新制定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方针。选定大陈岛

为第一目标, 确定一江山岛为突破口。1954 年 11 月 1

日, 解放军空军开始猛轰大陈岛。美国政府摆出一副战

争讹诈姿态, 声称武力“保卫”台湾。面对威胁,解放军

一面严格遵守“不主动惹事”的规定, 不在海上主动攻

击美机美舰; 一方面绝不示弱,继续轰炸大陈岛的国民

党军。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观察美台《共同防御

条约》谈判进展,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军委有意延缓战

役的时间,直到 1955 年 1 月 22 日才攻占了一江山岛。

大陈岛的国民党守军不战自退。浙东沿海岛屿全部得

到解放。

这一行动,既打击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也

粉碎了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二、积极倡导和平统一祖国, 明确表示准备实行第

三次国共合作。

一江山岛作战后, 美蒋认为共产党目前正以武力

解放台湾,因而发出了战争叫嚣。美国政府甚至商讨为

保卫台湾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远东局势又紧张起来,

许多亚非国家为此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

来等中央领导商讨决定适时地采取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的措施。1955 年 4 月亚非会议召开。会上,周恩来代表

中国人民阐明了我国政府解放台湾问题的“两个方面”

的原则立场。即 :一方面,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

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不容许外国

干涉; 另一方面,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是美国侵占台

湾造成的,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为了缓和这一紧

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美国国

务卿杜勒斯出面表示愿意对话。1955 年 8 月 1 日,中

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

此时, 毛泽东周恩来认真分析了海峡两岸情况及

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解放台湾问题的新方针。1955

年 5 月 13 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和平

解放台湾的主张。周恩来说:“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

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

能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5 年 7 月 30

日,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又指出:

“如果可能的话, 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

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

1956 年 4 月, 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

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

1956 年 5 月 12 日, 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常

委程思远先生时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国结, 一

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

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 并

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 彼此处境不同,只要

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 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

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

一。”!

同年的 7 月 16 日, 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

讯社记者曹聚仁时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

次,第一次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有抗战的

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台湾

是内政问题,爱一家, 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 我们

对台湾,决不是招降, 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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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195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共代表团时

说: “我们又提出合作, 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能合作

第三次?”#

1957年根据海峡两岸的情况变化, 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公开宣传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主张。4

月 16 日,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洛夫

时, 毛泽东周恩来特别提到“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

两次”,表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当晚, 新华

社向国内外发了这则消息。4月 17 日, 《人民日报》刊

登了关于“毛泽东说: 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的

文章。至此,毛泽东周恩来将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

张正式公告于世。∃

三、反复呼吁与台湾当局商谈,争取和团结爱国人

士,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 毛泽东周恩来就多次呼吁

与台湾当局商谈解放台湾问题,后来一贯重申这一主

张。1949 年 11 月 6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向

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当局和谈代表表示请

他们“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

改弦更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 劝他不

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

1956 年前后随着民主革命完成和国内大规模阶

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化为

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点开始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的台湾岛内的阶级关系和

社会关系也有很大变化, 国民党已经控制了台、澎、金、

马这一地区。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前

提下求同存异, 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问题,逐渐具备了

可能性。尽管美国企图以海峡为界, 制造两个中国或

“一中一台”。而国共两党则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

场。由此,毛泽东周恩来从民族大义和海峡两岸的现状

出发, 再次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达和平谈判的

诚意与要求。同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三

次会议上阐明了中央政府的主张: ( 1)我们愿意同台湾

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 并且希望

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 派遣代表到北京或

者其他适合的地点, 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2)爱国不

分先后, 凡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者,无论过去犯有

多大罪过, 一律既往不咎,并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各

种方便和协助; 如派人来考察,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商谈的倡议传到台北后,

蒋介石经长时间考察, 于 1957 年初决定派“立法委员”

宋宜山到北京实地探听有关情况。宋于 4月从香港出

发经穗到京。宋在京与周恩来会晤后,又与中共中央统

战部部长李维汉商谈具体问题。商谈的主要内容是: 国

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 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

府管辖下的自治区,实现高度自治 ,台湾政府仍归蒋介

石先生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去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

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 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

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宋宜山将谈话结果写成了一份

1. 5 万字的报告呈交蒋介石。由于蒋介石本无谈判诚

意, 派人去大陆只不过是摸摸情况, 以便制定对策而

已,所以宋的报告不合其意而被冷落。

1959 年 10 月,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通

过章士钊给蒋介石一位亲信的一封信, 信中表达了“奉

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的乡土深情。为了进

一步沟通两党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不断派人去香港方

面联系。其中 1962、1964年两次派章士钊先生赴港为

统一事业奔波。

1960 年初,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所变化, 它一方

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 力图推行“两个中

国”的政策; 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 寻

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加深了其与蒋

介石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

商议再次向台湾当局阐发了中共对台方针, 即“一纲四

目”。“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 ( 1)台湾回归

祖国后, 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 当地军政大员, 人

事安排悉委于蒋, 对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意重

用。( 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

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的社会改革, 可以从缓,必须条

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商定后进行。( 4)双方互

约,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这“一纲四目”是对中国共

产党过去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政策的具体化与系统

化。它仍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1961 年 6 月,毛泽东在

同外宾谈话时曾说到:“我们现在还愿意和他(蒋介石)

讲和。我们又提出要跟他讲和,他不干。我们没有放弃

和国民党讲和的口号,现在也未放弃。他是很怕的,我

们就不怕。美国也很怕,怕我们同国民党讲和”。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呼吁之下,台湾方面也有了

行动。1965 年蒋经国秘密将从事海峡两岸传递信息的

曹聚仁接到台北。蒋介石很快接见了他,同时进行了谈

判,达成了国共双方均能接受的六项条件。后因曹的秘

密使者身份被泄露,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出面加以引诱

与威胁, 使曹被迫隐蔽其行踪,加上大陆发生了“文化

大革命”引起了台当局的疑虑。双方又停止了联系与来

往,商谈工作又被搁置下来了。

在积极寻求台湾当局沟通的同时, 毛泽东周恩来

也积极团结爱国人士,争取发挥他们的促进作用。这里

我们只列举几件事情来说明一下。

一是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和武装特务人员。为了

加强对台工作,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与安排下, 从

1959 年至 1966 年的 8 年中, 先后特赦释放 6 批战犯。

对于沿海登陆或空投着陆的美蒋特务也免于刑事处

分,宽大释放。1975 年 3 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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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 又特赦释放第 7 批战犯。至

此, 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处理完毕。这些人除少数根

据其自愿去美国和台湾外, 绝大部分在大陆安排了工

作。这些人员享受公民权利, 有公费医疗资格。被释人

员不仅感激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对他们的宽大为怀, 而

且利用其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积极从事促进祖国统

一的工作。

二是争取寓居海外的国民党政府要员返回祖国。

1949 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时 ,一批国民党政府要员

同国民党决裂, 不去台湾,寓居海外。毛泽东周恩来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他们真诚的愿

望, 欢迎有识之士返回祖国,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在他们细致而耐心的工作之下, 50年代前国民政府行

政院长翁文灏与前国民党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返

回祖国。60年代当得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也

有意回国时, 毛泽东十分关心此事,派周恩来亲自过问

此事。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 李宗仁于 1965 年经欧洲

来到上海, 引起了海内外极大震动。毛泽东周恩来在接

见李宗仁时均强调说: “跑到海外, 凡是愿意回来的, 我

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不久李宗仁在北京举行

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表明了他回国定居的动机以及对

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此后,李宗仁为和平统一祖国事

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

上口授了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信, 信中说:”在我快

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 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

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

只有一条路, 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

称此信为一个“历史文件”, 它包含了毛泽东周恩来争

取寓居海外人士回国的全部意义。

三是关心、惦念那些曾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

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

其中,周恩来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关心就是一例。

1949 年 11月, 于右任被迫从重庆去了台湾。于老先生

孤居台湾后, 一直通过香港友人与大陆的亲朋故旧保

持联系。1961 年当周恩来知道于夫人当年 80 寿辰时,

请屈武等人专程去西安看望于老先生的夫人, 并为其

作寿, 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士也前往祝寿。周恩来叮嘱有

关方面不能因我们工作不周而让于老先生心中不安。

于老先生后来得知此事喜出望外, 激动不已。

四是时刻关怀着台湾同胞。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台

湾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刻关

怀着他们, 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他们在百忙中一批又一

批地接见来自台湾各方面的人士,接见从外国回来的

台湾留学生,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反复解释中国共

产党对台政策。亲切关怀在大陆的台胞、台属的政治、

经济生活。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下,中国共产党“十

大”、“四届人大”都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台湾同胞代表。

人民大会堂还设立了台湾厅。

以上史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适时

积极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为争取和平解放台

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真诚而不懈的努力。

但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生前所绘制的统一大业蓝图未

能实现。但他们那些关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和相应

政策, 为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提供了丰厚的思想与实践

基础。我们深信,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 国共两党的

第三次合作一定会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那一刻与不

会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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