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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BD_E4_B8_9C_E5_c34_42455.htm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

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

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

“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同党一日尚存，我们

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

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

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

，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

，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

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

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

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

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

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

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

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

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

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

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

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

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

”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



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

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

‘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

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

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

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

“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

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

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

、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

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

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

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

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

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

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

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

，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机

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

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

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

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

。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

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

宝贵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



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

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

，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

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

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出了多少人生的成败荣辱

、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

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的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

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周信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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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

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

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蒋介石晚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与

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

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

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

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

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

舰闯入西沙。 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

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

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

，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

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

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

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

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

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



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

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

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

。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

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

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

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

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

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

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

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

，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