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郑延卓赴延始末及相关史实考辨

陈 标

内容提要 本文对 1942 年 11月郑延卓赴延的起因、经过及其意义, 毛

泽东对郑延卓赴延的重视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对郑延卓赴延的身份、郑

延卓是否当林彪去重庆时 访问 延安、涉及此事的三份文电 (毛泽东关于同

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和!南方局关于国共两

党关系的报告提纲∀)的时间和作者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辨。

关键词 郑延卓 毛泽东 延安水灾 赈济 国共关系

1942年 8月初开始,陕北发生水灾, 波及十多个县市, 尤以延

安市、延安县、绥德等地受灾最重。当地各县府设法抢救, 办理急

赈。消息传到重庆,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特

令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等携款赴

延放赈。郑延卓等人 11月 7日自重庆乘飞机到西安, 在得到 11

日毛泽东等表示欢迎的电报后, 17日乘车抵延。他们在延安半个

月,视察水灾,发放赈款, 并与毛泽东谈话两次。完成公务后,他们

于12月 2日离延返西安, 然后返回重庆。郑延卓赴延, 是抗战时

期国共关系史上一件重要事件。毛泽东几次将此事与林彪去重庆

相提并论,他和周恩来都谈及此事的意义。然而, 史学界对此事记

述可以说是若明若暗的。涉及此事的著作均语焉不详, 甚至有史

实错误。因此, 有必要弄清此事的始末,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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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2年陕北水灾

郑延卓赴延,起因于 1942年陕北水灾。这次水灾, 从 8 月初

开始。据!新华日报∀记载: 八月二日晚, 延河山洪暴发,水势陡

涨,小砭沟被卷去行人五名,沟内庄稼悉数冲毁, 尤以西瓜一项损

失最大,猪羊等亦有不少随山洪漂下,估计损失不下百万元。 ∃

水灾波及十多个县市,尤以延安市、延安县、绥德等地受灾最

重。据!解放日报∀载: (本市讯)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 风雨不

时,每年均有大小灾荒, 但灾患多是旱灾,像今年这样大的水灾是

几十年来都没有的。今年水灾区域涉及延安市、延安县、延川、延

长、环县、绥德分区各县等十数县市, 尤以延安市、延安县、绥德等

地受灾最重。今年水灾概况, 据已有材料之统计, 八月内,延安、绥

德等十县市居民共损失田禾一二七、八四五亩,损失粮食一五、三

三七石,损人口一% 六名,死亡牲畜六五八头,毁盐井六 %口,盐场

二% %亩,冲走船十八只,树八、四九五株,而延市公营建设事业损

失,约值四千四百余万元。 &

当地各县府设法抢救,办理急赈, 但仍有困难, 急待救济。消

息传到重庆后, 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院长、孔祥熙副院长特令赈

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等携款赴延放赈。据!解放日报∀载: 各地灾

民均于八月水灾之后, 业已急救, 但目前仍有困难, 急待救济。 ∋

又据!新华日报∀报道: (中央社迅)本年秋间,陕北安塞、延安、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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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米脂、绥德各县, 河水暴涨,庄稼损失颇重,秋成受影响, 尤以绥

德一带为甚,业经当地各县府设法抢救,办理急赈。又由陕来渝出

席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李芝亭、王普函等语记者称,陕省平(民)朝

(邑)一带水灾, 政府方在设法救济。陕北各县,复因山洪骤发, 灾

情严重,业经转请粮委速行救济。闻中央得讯,至为关怀, 正拟派

员前赴灾区慰问,并拨款振济。 ∃ 据!解放日报∀报道: 郑氏首为

记者说明此来任务: 中枢对此地水灾情况至为关怀, 行政院蒋、孔

院长特令携款来此, 对被灾地区民众致慰问之意。 &

二 郑延卓赴延放赈

1942年 11月 7日, 郑延卓一行自重庆乘飞机到西安。据报

载: 郑先生一行本月七日自渝飞陕,后专车抵延。 ∋

郑延卓将要赴延放赈一事, 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

健电告毛泽东等。11日,毛泽东与朱德、林伯渠复电周子健转郑

延卓,表示欢迎郑延卓来延安。(

17日下午,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

良丞等人从西安抵达延安, 下榻于边府交际处。第十八集团军参

谋长叶剑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等闻讯

趋往访晤。据 18日!解放日报∀报道: (本报讯)奉命携款救济边

区水灾之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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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偕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周励武及其夫人,同车抵延, 下榻于

边府交际处。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边府林、李主席及各厅、处、

院长闻讯后,当即趋往访晤, 并致欢迎之意。按今夏边区水灾严

重,中枢颇为关怀,特派郑氏前来视察,并施救济云。 ∃ 随后,!新

华日报∀也报道了郑氏等人赴延放赈的消息: (西安电)赈济委员

会委员郑延卓等一行三人,顷离西安赴陕北延安等地勘查灾情, 宣

达中央关怀陕北灾民德意,并发放赈款。 &

郑延卓等抵延后,拜访了林伯渠,随后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

的采访。据 19日该报报道: (本报讯)国府赈济委员会郑延卓先

生等来延后,记者特往交际处谒访。时郑氏等适自边区政府拜访

林主席归来,精神至为愉快健旺,全无旅途劳顿之意∗∗闻不日即

将视察实际情况,确定赈济具体办法∗∗闻朱德总司令订今日(十

九)设宴, 为郑氏等洗尘云。 ∋

20日晚,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据 23日!解放日报∀报道: (本

报讯)延安各界特于廿日晚六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欢迎国

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诸先生, 到党

政军民各机关学校干部千余人, 会场至为欢愉热烈。首由边府林

主席致欢迎词, 对国府对边区之关怀及郑、梁、张诸先生风霜劳苦

深致谢意,并将边区实施三民主义之实况略有叙述。次由郑延卓

先生讲话,以团结苦干精神与边区同志相砥砺。末由平剧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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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剧,至午夜始散。 ∃ 一个月后,!新华日报∀转载此条消息, 将开

头几句改为: (本报通讯)此间一度发生水灾, 国府赈济委员会特

派委员郑延卓、专员梁建华、干事张良丞诸先生莅延放赈, 计本市

共发放赈款十一万元。郑委员留延期间,曾观光各项建设, 并受各

界热烈欢迎。十一月廿日晚六时, 本市各界特于边区参议会大礼

堂举行欢迎晚会。 &

21日上午,郑延卓等与延安市长李景林等在交际处开会讨论

决定了具体的赈济办法, 共发给延安市赈款法币 11 万元。据 23

日!解放日报∀报道: (本市讯)国府赈委会派员视察边区水灾, 廿

一日上午九时在边区交际处开会,讨论赈济本市水灾。由李市长

详细报告本市灾情后, 决定赈济办法: (一)抚恤因灾而死者; (二)

救济因灾房室被毁者。共发给法币十一万元。死者家属在边区者

四十四人,甲等十四人,每人抚恤金七百元,乙等十八人,每人抚恤

金五百元,丙等十二人,每人抚恤金三百元;房屋被毁者五十五户,

甲等二十四户, 每户二千元,乙等二十户,每户一千五百元, 乙等十

一户, 每户五百元。余者作为临时增加补救金。此款由市政府造

具延安市水灾死亡人口及延安市水灾急赈两种清册,呈报赈委会

核准发给,由受赈人具收据领取。 ∋

22日下午,郑延卓等人参观了鲁艺和新华化学工厂。据 23

日!解放日报∀报道: (本报讯)国府赈委会郑延卓、梁建华、张良丞

先生等,于昨日下午乘车赴鲁迅艺术文学院参观, 郑先生等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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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文艺俱乐部稍事休息后,当即由周杨院长及吕骥、张庚、宋侃

夫等同志陪同赴音乐、文学、戏剧等部参观。郑先生对各部教堂情

况询问甚详,对学员生活备极关心。并云返渝后, 把鲁艺之实际情

形告诸大后方文化界。参观鲁艺完毕后,郑先生等即至新华化工

厂,由王、董二厂长及建厅赵科长陪引至各工房。郑先生认为化学

厂出产肥皂的质量甚佳,极表喜许云。 ∃ 一个月后, !新华日报∀

全文转发此条消息, 误把 昨日 改为 十九日 。&

郑延卓等人除在延安市发放赈款法币十一万元外, 还给延安

县发放赈款七万元, 而绥德的赈款则由专员曹力如、县长霍祝三等

携归。据 30日!解放日报∀报道: (本报讯)国府赈委委员郑延卓,

连日在各地视察灾情,数度召开会议商讨, 并征求对被灾之区、乡

长及民众代表意见, 业经决定具体赈济办法。除延安市方面发赈

款法币十一万元业志前讯外, 兹悉延安县共拔赈款法币七万元。 

郑委员等并亲往监放, 民众均极兴奋, 尤对中央之德意至表感激

云。 (又讯)此次郑委员延卓本拟亲赴绥德勘查灾情, 发放赈款,

嗣因交通阻隔, 费时颇多,且适逢绥德曹专员、霍县长在延之便, 经

商讨结果,郑委员暂不前往,赈款即由曹专员、霍县长等携归,依照

计划发放。 ∋

陕甘宁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郑延卓等携来赈款共计法币

30万元,只发给灾情较重的延安市、延安县和绥德三地,其余灾情

较轻地方, 则由边区政府设法赈济。据!解放日报∀报道: 最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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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为关怀边区受灾人民, 特派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专员梁

建华、干事张良丞等先生携款(法币三十万元)来延, 勘察灾情, 赈

济受灾人民。边区政府以郑委员等来延,特召集延安市长李景林、

延安县长刘秉温、绥德专员曹力如、县长霍祝三等来延, 面谒郑委

员等报告灾情, 并商请救济办法。 ∃ 又此次为使民众获得实惠

起见, 所携赈款均多就灾情惨重之区域发放, 至其他灾情较轻之

地,即由边区政府设法赈济。 & 而 边府发款五十万元、粮五十六

石 。∋

12月 1日,延安各界举行晚会, 欢送郑延卓等。据 3 日!解放

日报∀报道: (本报讯)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八路军留守兵团, 于

一日假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欢送国府赈委会郑延卓等, 计

到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千余人。晚会于六时开始,首由谢副议长

(即谢觉哉 ) ) ) 引者注)致辞,感激中央对边区人民之德意及郑先

生等远道奔波为国为民之艰苦精神。旋即请郑延卓先生讲话。郑

先生以恳切态度叙述半月来逗留边区之观感,略谓∗∗(引者略)

这次奉蒋、孔院长之命来此赈灾∗∗(引者略)。本拟继请梁建华、

张良丞二先生讲话, 但因晚会节目将开始, 梁、张二先生又谦辞作

罢。晚会节目共有三项: !晋察乡村∀(活报)、!丰收∀ (三幕话剧) ,

均由十八集团军一二 % 师战斗剧社演出, 至深夜宾主即尽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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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

郑延卓等人自 11月 17 日抵延, 在延安半个月, 12月 2日离

延返西安, 然后返回重庆。据毛泽东 12月 1日致周恩来、林彪电

称: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 明日返渝。 & 12月 9日!解放日报∀刊登
消息: (中央社西安七日电)中央关怀陕北灾情, 前派赈济会委员

郑延卓等一行三人, 前往延安振灾,现返西安,定日内返重庆复命。

据郑氏谈,此行在延盘桓半月,并视察灾区,亲自发放赈款, 民众对

中央德意极表感奋。 ∋ 同日!新华日报∀刊登此条消息时,作了简

化: 西安电:中央前派赈济委员会郑延卓等一行三人, 前往延安放

振,盘桓半月, 并视察灾区, 兹已公毕, 返抵西安, 日内返渝复

命。 (

三 毛泽东对郑延卓赴延的重视

毛泽东对郑延卓赴延十分重视,除去电表示欢迎外,还两次在

文电中将郑延卓赴延与林彪赴渝相提并论,两次与郑谈话, 两次在

电文中述及与郑谈话内容,并应郑延卓要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两次将郑延卓赴延与林彪赴渝相提并论。1942年 11

月29日他起草!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时写道:

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

来延安。 + 同月 30日致彭德怀电又写道: 林彪已去重庆,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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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档案馆编: !毛泽东手书选集∀第 5卷,北京出版社 1993年 12月版,第 53页。

!要闻简报∀ ,!新华日报∀1942年 12月 9日第 2版。

!郑延卓抵西安,定日内返渝复命∀ ,!解放日报∀1942年 12月 9日第 1版。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421页。按,该书把此电时间误定为 1943年 1月 1日。

!延安各界举行晚会,欢送郑委员等,郑氏称赞八路军战线,把团结抗战精神带回

去∀ ,!解放日报∀1942年 12月 3日第 1版



党派郑延卓来延安。 ∃

毛泽东与郑延卓谈了两次话。郑延卓离延前一日即 1942 年

12月 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 述及谈话内容如下: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

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 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

谈到边区, 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 我说应

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 发饷发弹发药, 也说到了。 &

谈到具体问题, 他说不会很快。∋ 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

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 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

我说将来要实行的, 现在无条件。 郑延卓问: 何时实行,毛泽东答:

具备条件后就实行, 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 而会在他们之后。

又说, 三民主义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称赞蒋介石是

全面人才, 说国民党大有希望。+ 他要求我给蒋一信, 我答应

了 。

1943年 1月 16日毛泽东复周恩来、林彪电,述及与郑谈话的

另一内容: 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无法移

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 无路走。 ,

郑延卓离延的前一日即 1942 年 12月 1日,毛泽东应郑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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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421页。

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 ) ) ) 战时国共谈判实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12

月版,第 126页; 胡哲峰、于化民著:!毛泽东与林彪∀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第 277页。

李良志著!度尽劫波兄弟在 ) ) ) 战时国共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2月

第 1版,第 309页。该书注 ∃ 亦将此电时间误为 1943年 1月 1日。

张家裕主编:!毛泽东军事年谱( 1927 ) 1958)∀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 8月版,第

391页。该书将该电误断为 1943年 1月 1日。

此段有引号的文字,均据!毛泽东年谱∀中卷 421页所引原文。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411页。按,该书把此电时间误定为 1942年 10月 30日。



要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该信全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 适染微恙, 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 敬

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 惠

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 以备采择。

郑兄返渝之便, 特肃寸楮,藉致悃忱。敬颂

勋祺。不具。

毛泽东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

四 郑延卓赴延的意义

关于郑延卓赴延的意义, 前引毛泽东致蒋介石信中述及两点:

一是带来 ) ) ) 宣布中央德意 , 二是带回去的 ) ) ) 此间近情 ,

以备采择 的毛泽东与郑延卓谈话的内容。1942 年 12月 12 日

周恩来写的!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则谈及三点:

郑延卓赴延放赈,其意义在恢复两方关系,示中央德意,试探我党

真意(时间在十一月)。 & 在恢复国共两方关系方面, 前已述及毛

泽东将郑延卓赴延与林彪赴渝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

示中央德意 , 前引报纸和毛泽东致蒋介石信中都曾提及。至于
试探我党真意 ,其详情如何,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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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关史实考辨

(一)郑延卓赴延的身份

!失去的机会 ) ) ) 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写道: 国民党先是

于11月中旬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

∗∗ ∃ 这是把毛泽东致蒋信中 郑委员 的 委员 误会为 中央

委员 了。其实,根据前引报纸,毛泽东所说 委员 ,是指国民政府

赈济委员会委员,而不是指 中央委员 。

!毛泽东年谱∀的一个注释说: 郑延卓, 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

食部参事, 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三十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

灾。 & 此说不知有何根据? 前引报纸虽有 陕北各县, 复因山洪

骤发,灾情严重, 业经转请粮委速行救济 的记载, 但 粮委 恐系

赈委 之误,因为当时的报纸都说郑延卓是国府赈委会委员,没有

说他是 粮委 委员, 也没有说他是 粮食部参事 的。且他带去的

是赈款 30万法币,而不是粮食,与粮食部也毫无关系。当时的报

纸把 赈委 误为 粮委 , 已经是错误了。!毛泽东年谱∀注释把 粮

委 误为 粮食部 ,则是误上加误。

!毛泽东军事年谱∀说毛泽东 电告周恩来、林彪:国民党政府

参事郑延卓在延安住两星期 ∋ , 但!毛泽东年谱∀所引毛泽东原文

是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 , 并没有 国民党政府参事 几字。可见

!毛泽东军事年谱∀把!毛泽东年谱∀误注的 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

事 ,略去 粮食部 三字后,误加到毛泽东电文的内容中去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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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误上加误。

总之,郑延卓赴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 而不是

国民党 中央委员 , 也不是 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 或 国民党政

府参事 。

(二) 郑延卓是否当林彪去重庆时 访问 延安

!度尽劫波兄弟在 ) ) ) 战时国共关系∀用了一页的篇幅谈及郑

延卓赴延一事。但由于不明此事始末, 只能含糊其词。其中一句

话, 当林彪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重庆时,国民党也派郑延卓访

问延安 ∃ , 就有两个史实错误: 第一, 当 1942 年 10 月 7日林彪

去重庆 时,国民党尚未派郑延卓到延安。此点前引毛泽东起草

的指示写得很清楚: 最近十月间, 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

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 第二, 郑延卓赴延并不是 访问 ,而是

放赈。

(三)毛泽东致蒋介石信的时间

该信手稿, 本有落款时间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 即 1942年 12

月 1日。如果全引, 是不会搞错的。然而,删去引文落款时间的坏

习惯,使得一些史书弄错了该信的时间,而编校者也难以觉察其错

误。

如!国共两党谈判通史∀一书正文说: 12月 1日, 毛泽东亲自

致函蒋介石 ,而引文的脚注却是 毛泽东致蒋介石函, 1942年 12

月 10日。 & 同一封信,却有两个不同的时间, 编校者不知哪个是

对的,只好听之任之。

又如!度尽劫波兄弟在 ) ) ) 战时国共关系∀一书几乎全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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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泽东致蒋介石信时, 却删掉了落款时间和祝颂语 敬颂勋祺

不具 。∃ 脚注误为 !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

彪电∀, 1943年 1月 1日 。& 也许审校者以为书中所引毛泽东信

的内容,都转引自毛泽东的电报。

假如引文中保留原函落款, 细心的编校者是不难发现上述错

误而予以纠正的。

(三)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的时间。

一些书认为该电的时间是 1943年 1月 1日。如前引!度尽劫

波兄弟在 ) ) ) 战时国共关系∀的脚注 !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

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 1943年 1月 1日 。又如!毛泽东年谱∀
421页 1943年 1月 1日条写道: 致电周恩来、林彪, 告知与郑延

卓谈话的情况∗∗ ∋ 再如!毛泽东军事年谱∀1943年 1月 1日条

也写道: 电告周恩来、林彪:国民党政府参事郑延卓在延安住两星

期∗∗ ( 有的书则注明该电的时间 1942年 12月 1日。+

上述两说, 孰是孰非? 经考证, 1942年 12 月 1日正确。因为

该电写道: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 如前所述, 郑延卓到延

安的时间是 1942年 11月 17日, 两星期 后即 12月 1日, 明日

返渝 ,即 12月 2日返渝。这与前引 1942 年 12月 9 日!新华日

报∀所记 盘桓半月, 并视察灾区,兹已公毕,返抵西安, 日内返渝复

命 相符。假如该电时间为 1943年 1 月 1日的话, 那么 明日返

渝 就变成了 1月 2日返渝,郑延卓在延就不是 两星期 或 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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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变成 1个月又两星期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四)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时间

前引毛泽东 30日致彭德怀电,!毛泽东年谱∀作 1942年 10月

30日∃ ,实际应当是 11月 30日。理由是:

第一,该电称: 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来延安。 说的

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林彪是 10月 7日从西安乘飞机直赴重庆

的,也许编者就是据此而断定该电时间为 10月 30日。但是,直至

1942年 11月 3日, !新华日报∀还说 正拟派员前赴灾区慰问, 并

拨款赈济。 尚不知派谁, 毛泽东怎么会在 10月 30日就知道了 国

民党派郑延卓来延安 呢? 如前所述,毛泽东知道郑延卓要来延安

而去电表示欢迎的时间是 11月 11日, 据此可知, 毛泽东致彭德怀

电的时间是此日之后的 11月 30日。另外, 林彪已去重庆, 国民

党派郑延卓来延安 与前引 1942年 11 月 2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

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中的两句话 最近十月间我们

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 意思相近,

因此, 两者时间也应当相近。据此, 也可知该电的时间应当是

1942年 11月 30日,而不是一个月前的 10月 30日。

第二,该电称: 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

教育, 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 作八九批

陆续送来,免人注意。 这是对彭德怀 11月 4日致毛泽东电中如下

内容的再次 & 答复:准备将抗大约 2500人及从华北抽出的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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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名干部及技术人员,送延安保存教育, 以备将来发展时使

用。∃ 据此, 也可知毛泽东电报的时间是 11月 4日之后的 11 月

30日。

第三,该电称: 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 这个

判断,是毛泽东 11月 29日分析了 11月 12日至 27日国民党五届

十中全会决议后作出的。毛泽东认为: 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 对

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

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

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 , 它是严

厉的, 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 & 据此, 也可知该电的时

间是 11月 29日之后的 30日。

根据上述三点, 可以断定该电时间是 1942年 11月 30日。

(五) !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的年代和作者

这个提纲,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7册全文收录时, 题

下注明时间为 1943年 12月 12日,无作者姓名。∋ !周恩来年谱∀

1942 年 12月 12日条写道: 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共关

系的报告提纲 (,也没有说明提纲的作者。于是就有两个问题:

提纲的年代究竟是 1943年还是 1942年? 提纲的作者是谁?

经考证,这个提纲是周恩来 1942年 12月 12日为 14日在八

路军重庆办事处党员大会上作报告而写的提纲,但到 194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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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报告给毛泽东。理由如下:

第一, !提纲∀所述之事均发生于 1942 年, 未涉及 1943 年之

事,因此成文时间不是 1943年 12月 12日。

郑延卓赴延放赈,其意义在恢复两方关系,示中央德意, 试

探我党真意(时间在十一月)。 郑延卓赴延放赈是在 1942年。

蒋委员长两次见周及林师长来渝,造成了两党关系的缓和及

谈判之门重开(时间在七至十一月)。 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是在
1942年 7月 21日和 8月14日。林彪到达重庆是在1942年10月

7日, 13日,他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

蒋委员长在十中全会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其基本意思,是趋

于政治解决的。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于 1942年 11月 12日至 27

日召开。

我党中央发言人的表示(见新华日报十二月九日二版)有强

调好的同时并重申我党立场, 以推动其好转。 1942年 11月 29 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 先载 30日!解放日报∀, !新

华日报∀12月 9日第 2 版发表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中国

国民党十中全中决议的意见∀。 我党立场 , 即 总之, 中国共产党

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 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

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 

我党中央的指示要点: ( 1)历史的估计 ) ) ) 一九三九年到一

九四一年的两次反共磨擦均有国内国外的因素。( 2) 从去年停止

大的冲突到今年的好转, 其中经过显然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推动和

影响。( 3)国民党十中全会决议给四个年头的国共关系作了一个

总结, 这总结指出了国共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

的两党争论的途径, 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解

决(我党中央指示文)。 我党中央指示 即 1942年 11 月 29 日毛

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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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指示各要点中, 第一要点的原文是: 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

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 O年一月及其前后一

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 , 一

九四一年一月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

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 ,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

内的因素为背景。 第二要点的原文是: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

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 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 停止了大的

冲突。 第三要点的原文是: 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

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 对于从

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

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 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

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 虽然这些争论问

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 ∃

而今年击败希特勒,明年击败日本的口号之所以发生变化 ,

主要原因在未开辟欧陆第二战场。 1942年 7月 7日延安!解放日

报∀发表!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公布 今年打败希特

勒,明年打败日本 的口号。同年 11 月, 中共中央改变了这个口

号,并对此作过多次解释。& 由此可见,提纲写于 今年 即 1942

年,而不是 明年 即 1943年。

第二, 1943年 1月,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电说: 我

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据中央发言人谈话及指示,将国共问题在

办事处党员大会中作了一个报告(提纲将以朱电告) ,估计国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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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口号的提出和放弃,参见拙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抗战胜利时间估计的
变化∀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3期。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册,第 458- 460页。



题目前还在两可之间, 即相机解决或拖。此估计已证明是对

的。 ∃ 比较!提纲∀所说: 目前空气是和缓了, 关系是恢复了, 但

好转是一个趋势,能否具体解决问题,还在两可之间(或拖或相机

解决)。 可知!提纲∀就是周恩来 1942年 12月 14日在八路军重庆

办事处党员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提纲。提纲在报告前两日即 12 日

已经拟好。但迟至 1943 年 1 月才 电告 毛泽东, 因而被误作

1943年 12月 12日。

综上所述, !提纲∀的时间是 1942 年 12月 12日而不是 1943

年 12月 12日, 作者是周恩来。

(作者陈标, 1958 年生,桂林工学院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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