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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将军在杭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

龚 和 平

抗 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
、

规模最大
、

坚持最久
、

威力最强的第一次

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 自卫战争
。

这个胜利的取得主要是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

量发挥了中流砒柱的作用
,

同时全国各界人民和海外侨胞
、

国际友邦也为此作出了贡献
。

除

此之外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些有见识的爱国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
,

以他们的特殊地位发

挥了积极作用
,

为抗 日战争能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

张治中将军就是其

中一位较为突出的代表
。

一 抗击日军驰骋疆场

1 9 3 7年 7 月 7 日
,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
,

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
。

不到

一个月的时 l川
,

强行侵占了华北战略要地平津地区
。

8 月 9 日
,

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
“

虹桥事件
” ,

继而制造了侵略上海的战争
。

大敌入境
,

国家处于存亡之秋
。

国民党政府在全

国人民的坚决要求下
,

终于在 8 月 13 日晨
,

命令上海驻军
,

以闸北的前哨战而揭开了淞沪抗

战的序幕
。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

以血的代价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企 图速战速决的战略
,

使其

陷入 r 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
。

在这次战役中
,

张治中将军统帅的京沪警备部队 (后改为第 9

集团军厂 始终是抵抗 日军入浸的主力
,

为坚持上海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虹桥事件的发生
,

国民党政府 已意识到这是 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征兆
,

上海战事已不

可避免
,

被迫采取了 一 系列的预防措施
。

因此
,

国民党军事当局密令驻防京沪沿线的京沪警

备司令 长官张治中
,

立即率领所部第五军开赴上海周围布防
。

张治中接到密令后
,

立即召集

高级军官会 议
,

研究防御措施
。

经过对敌情的分析
,

8 月 12 日
,

张治中令 87 师王敬久部主力

进驻杨树浦 一线
,

88 师孙元 良部进驻闸北
、

虹 日公园以北一带布防
。

8 月 工3 日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的日军军舰以重炮向张治中部防地—
闸北轰击

,

海军陆

战队也向闸北
、

江湾方面大举进攻
。

中国守军以闸北为阵地
,

奋起抗击
。

这时中国上海驻军

改编为第 9 集团军
,

由张治中任总司令
。

他率领 4 个师将日本陆战队层层包围
,

至使日军死

伤累累
。

巧 日
,

日军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纷纷溃退
。

但这时
,

日军公开抛出灭亡全中国的侵

略方针
,

并以天皇的名义
,

下达了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
,

以松并石根大将为其司令官
,

以

第 3 师团
,

第 1 1师团为基干
,

迅速派往上海
。 “

协同海军消灭上海附近之敌
,

占领上海及其北

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 ”

① 16 日
,

中国空军出动轰炸 日本在公大纱厂和虹 口地区的据地
,

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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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7 8师
、

88师从左右两翼缩小了对 日军的包围圈
,

迫使浦东 日军放弃了三菱
、

太仓
、

日清等

公司的仓库和码头
。

88 师在扫清了 日军前哨阵地后
,

随即乘胜前进
,

进攻设在虹 口的 日海军

陆战队司令部
。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堡垒建筑
,

非一般轻武器所能

攻破
,

因此战争遂逞胶着状态
。

8 月 2 0日
,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将上海
、

苏南
、

浙江划分为第三战区
,

由冯玉祥任司令长

官
,

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
, _

L海浦东地区军事 由张发奎指挥
,

江防一线由陈诚指挥
。

张治中

负责指挥的淞沪近郊
,

如吴淞
、

宝山
、

月浦
、

浏河一线
,

乃是防守的重点部位
。

8 月 2 3 日
,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其第 3
、

第 n 师团和第 6
、

第 13 师团之

一部
,

在 日舰密集炮火的支援下
,

在张华洪
、

川沙强行登陆
,

然后向两路局码头及蕴藻洪之

间猛扑
。

张治中部第 9 集团军在陈诚部第 15 集团军和薛岳部第 19 集团军的配合下
,

与登陆之

敌展开血战
。

战斗中
,

敌机狂轰滥炸
,

致使第 9 集团军到各方的电线 都 被 炸 毁
,

通讯联络完

全 中断
。

在这种情况下
,

张治中将军为明了战斗状况
,

一方面派遣参谋到各方观察联络
,

另

一方面
,

为了便于亲 自指挥
,

率领司令部重要幕僚
,

赶赴江湾前线
,

对战况及时处理
。

张治

中将军亲临前线指挥这一行动
,

给下级官兵 以很大鼓励
。

在中国军队整营整连牺牲于 日军炮

火的情况下
,

但援军仍源源而上
,

前仆后继
,

奋不顾身
,

连 日军也为之震惊
,

称这里是
` .

血

肉磨房
” 。

日军的进攻遭到重大挫败
,

同时还被中国空军击沉一 艘军舰
。

日军受挫后
,

又于次 日在浏河
、

罗店
、

狮子林
,

蕴藻洪
、

张华滨等口岸
,

同时作战
,

以

屹机大炮协助步兵登陆进攻
。

并以主力部队由石洞及川沙口岸登陆
,

袭击罗店
。

中日双方在

罗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

在战斗中
,

张治中将军亲临前线
,

镇定军心
,

设法挽救危局
。

在

赶往前线途中
,

因遭敌机袭击
,

张治中不坐小汽车
,

骑着 自行车
,

一会儿停止掩伏
,

一会儿又

乘隙前进
,

终于赶到设在江湾前线的 87 师师部
,

才把正面军心稳住
。

然后又徒步走到罗店前线
,

在万分危急的局势下
,

抽调两个师的兵力迎敌
。

终于把 已经失去的战略要地—
罗店收复

。

②

日军因在罗店被阻
,

无法侧背包围
,

乃改变 战术
。

9 月 5 日
,

日军为沟通其长江沿岸的

阵地
,

将 30 余艘军舰集中在吴淞 口
,

用排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阵地
,

企图夺取宝山县城
。

原

属张治中指挥现属陈诚指挥的 18 军将士一次又一次打退 了敌人的进攻
。

至 10 日夜
,

陈诚 15 集

团军右翼阵地因被敌人突破
,

致使张治中第 9 集团军左侧背
,

越发暴露在日军面前
,

大受威

胁
。

10 日以后
,

日军大量增援兵力
,

人数达到 10 万人 以 上
,

重炮 3 00 多门
,

战车2 00 余辆
,

飞

机30 0余架
,

大小军舰 70 余艘
,

准备在全线发动进攻
。

国民党军事当局为了保持兵力乃调整战

略部署
,

9 日 1 1日下午
,

张治中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
: “

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线
,

节约兵力
,

律达韧强抗战之 目的
,

着第 9
、

第 15 两集团军立即转移
。

第 9 集团军即向北站
、

江湾
、

庙行
、 `

蕴藻洪右岸之线转移
,

占领预筑阵地
。 ” ③张治中奉命变换阵地

,

转入守势
。

从此
,

直到 9 月 23 日第 9 集团军正面部队同 日军没有发生较大
一

交锋
。

淞沪抗战之初
,

敌我战斗较为频繁和激烈
。

在这一个阶段中
,

张治中将军抗击 日军驰骋

疆场长达 40 天之久
。

由于不分昼夜地策划指挥
,

四 出奔驰
,

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

身体渐为不

支
。

加之在战斗最激烈之际
,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长官在调整战略部署和部队战

斗系列等重大问题上
,

独断专行
,

不听取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张治中的建议
,

特别是在调

动第 9 集团军兵力问题上
,

根本不征求张治中将军的意见
,

导致张治中将军精神上也极为苦

闷
。

因此
:

9 月 23 日
,

张治中辞去第 9 集团军总司令职务
。

稍作短暂休息
,

而后转赴另职
。

张治中将军从 19 3 7年 8 月 13 日起
,

直到 9 月 23 日止
,

在全面抗战之初最为艰苦的40 天中
,

可谓尽了自 .己的职责
,

为抗击敌军
,

保卫国家努力奋斗
,

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
。

这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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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高级军事将领中
,

是较为突出的
。

二 为缩小国共
“

磨擦
”

而效力

张治中将军在调离第 9 集团军领导岗位之后
,

历任大本营管理部长
、

湖南省政府主席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

书记长等职
。

在这些职位上
,

他虽然没有直接在前线带兵打仗抗击 日军
,

但仍为抗战
,

特别

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

19 3 8年 10 月
,

抗 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

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

日本帝国主义

在对华策略方针上也进行 了新的调整
,

实行
“

以华制华
” 、 “

以战养战
” 。

因此对国民党的政策

即由以军事打击为主
,

政治诱降为辅转到以政治诱降为主
、

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面
。

在 日本侵

略军的策动下
,

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

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鹰大
。

国民党当权派蒋介石集团的内外政策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19 3 9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

全会制定了
“

溶共
” 、 “

防共
” 、 “

限共
” 、 “

反共
” 、

的方针
。

从此
,

国民党反共的一面迅速发展
,

抗 日

的一面逐渐减弱
,

并不断制造一系列的反共流血事件
,

造成了亲者痛
,

仇者快的悲惨局面
。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政 策 的 重大变化
,

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高级领导人的张治中将

军
,

虽然没能给蒋介石施加重大的影响
,

但是
,

在他力所能及范围内
,

也做了不少加强国共

两党团结抗 日的工作
。

在 1 9 3 8 年 9 月 4 日
,

国 民 党五届五中全会还未召开之前
,

主政湖南的张治中将军对蒋

介石集团图谋制造分裂的规象已有所觉察
。

为防微杜渐
,

他冒着有可能遭到蒋介石训斥乃至

剥夺权力的风险
,

大胆给蒋介石发 电加以劝谏
。

他主张
: “

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

允许中共公开

活动
,

以减少所谓磨擦
,

加强两党团结
,

必有利于抗战大业
。 ”

④ 其结果果然遭到国民党内顽

固分子的大肆攻击
。

在这个期间
,

他在长沙还组织了
“

抗 日统一委员会
, ”

(其中有不少共产党

人 )
,

组织训练民众抗 日
。

1 9 3 8年底在 日军猖狂进攻面前
,

张治中将军一面在湖南进行社会

改革
,

发动民众抗战
,

另一方面对与中共共同抗战的信念也不断深化
,

他曾向叶剑英表示
:

万一长沙不守
,

省府将迁沉陵
,

我则驻在宝庆
,

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
,

协助国军作敌后

游击战
。

并恳请叶剑英担任高级顾问
,

以指导游击战
。

与此同时
,

在国共两党公开合法的合

作中
,

张治中在湖南也十分注意同共产党的关系
,

凡是遇到两党有关的问题
,

总是开诚布公

与中共驻湖南代表徐特立进行协商解决
,

从未发生过压制和打击共产党抗 日的事件
。

张治中

将军主政湖南的时间虽然只有近一年零三个月
,

但确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作出了诚恳的表示

和进行 了很多卓有成熬的工作
。

1 9 3 9年以后
,

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挑动下
,

国共两党的磨擦不断发 生 和 升 级
,

晋西

事变
、

皖南事变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事件
。

在这个期间由于蒋介石在干部 上 的 调 整
,

张治中

将军相继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并兼三

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

在这一些同共产党关系较为敏感而又起关键作 用 的 职 位

上
, 他仍然为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抗 日不断努力

。

19 4 0年 9 月
,

他在接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之后
,

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一直采取团结和

维护的态度
。

特意为他们从事抗战的正义事业建立
“

租界
”

提供安全合法的保障
。

政治部下设

的
“

文化工作委员会
” ,

就是他特意安置的这一机构
。

郭沫若
、

沈雁冰
、

田汉
、

吕振羽等就是

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
。 “

文化工作委员会
”

开始活动后
,

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利用各种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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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其活动情况
,

以中伤张治中将军
。

他虽然也清楚知道该组织 同情共产党
,

进行过一些宣

传马列主义
,

批判假三民主义的情况
,

但是他觉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
,

历来一听了之
,

以维护国共两党共同抗 日之大局
。

同时
,

张治中将军为了维护抗战元气不受摧残
,

在其职责范围之 内
,

保护了一些抗战进

步力量
。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
,

国民党顽固分子桂永清根据《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

在四川聂江战干一团里
,

给一些思想先进的爱国青年扣上所谓
“

异党
”

或
“

异党嫌疑
”

分子的罪

名加以迫害
,

有的被杀
,

有的被活埋
,

还有的被 长期关押
。

张治中将军得到报告后
,

非常震

惊
,

他一方面派人进行调查了解
,

一方面亲赴战干一团所在地进行处理
,

并将杀害爱国青年

的首要分子押送军法机关惩办
,

并下令释放了所有被 关押的青年学生
。

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后
,

国民党顽固派十分嚣张
,

大有
“

黑云压城城欲摧
”

之势
。

事变之

前
,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拟定了一个《黄河 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
,

其中主要内容是
: 以第 3

、

第 5 战区主力
,

避免与 日军作战
,

集中力量
,

分期迫使八路军
、

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

首先

以第 3 战区顾祝同所部
,

于 19 4 1年 1 月底以前
“

肃清
”

江南新四军
,

然后转兵
“

肃清
”

苏北新四

军
。

而 以第 5 战区 内之李 品仙
、

冯治安
、

王仲廉等部
,

会 同汤恩伯部
,

于 1 9 4 1年 2 月 28 日以

前
, “

肃清
”

黄河以南八路军
、

新四军
。

蒋介石并密令顾祝 同等限期执行
。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

集团的这一部署
,

张治中将军认为在抗战的情况下
,

对八路军
、

新四军作战境域作这种硬性

的规定
,

不仅于事无补
,

而且治丝益纷
。

表示反对
。

但终因孤掌难鸣
,

未能挽回
。

事变发生

后
*

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题
,

宣布新四军为
“

叛军
” ,

取消新四军番号
,

将军长叶挺提交
“

军

法
”

审判
。

反共高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提出了解决

皖南事变的 1
.

2条办法
,

以惩处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
,

恢复新四 军及其负责人之活动和自由
,

从而继续团结抗战
。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提议
,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拒绝接受
,

而且还不

断制造难题
` ,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
,

张治中将军也十分不满
,

1 9 4 1年 3 月 2 日向

蒋介石上万言书
,

陈述对中共问题处理意见
,

他一方面 主张不撤销新四 军番号
,

任其渡江北

上
,

以观其动态如何
,

再作处理
; 另一方面

,

建议蒋介石
“

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
,

应派人

去与共党会谈
,

以让步求得解决
” 。

并且指出
: “

在此朝野傍徨之秋
,

钧座如能正确指示 一 般

干部以解决共党问题之方针
,

澄清一切沉闷徘徊的空气
.

使冲动的感情
,

无由支配行动
,

实

为当务之急
, .

若犹是听其拖延
,

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 ”

张治中将军的这些正确的建议却

遭到了国民党顽 固派的攻击
,

白崇禧就公开指责张治中
: “

你身为政治部长
,

如何 能 说 此 种

话 ! ”

其实蒋介石在抗战之前就曾讲过
: “

要利用抗战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四
。 ”

所 以
,

张治

中将军的意见
,

他当然是不可能采纳的
。

总之
,

在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 日问题上
,

张治中将军着眼大局
,

做 了一些有利于抗战
、

有利于民族的进步事业
。

毛泽东同志曾对张治中将军说
: “

我在重庆调查过
,

大家都说你在政

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
,

也不要钱
,

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 ,

同时
“

你为和平奔走

是有诚意的
” 。

⑤

三 为避免内战而奔波

抗 日战争进入 19 4 3年后
,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获得局部反攻的胜利
,

而

国民党战场在豫湘桂战役失败后
,

导致国民党政府已呈岌岌可危之势
。

这种情况连英美等国

也不得不承认
。

他们认为
: “

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敌人手里重新夺回领土的胜利
,

使 国 民 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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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惊讶
。

… …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
,

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建立起来
,

土地所有制度和收

税
,

己经为着人民的利益而修正了
。

而在 国民党中国里
,

公 民权却不断地被剥夺
,

一党的政

府仍然还在统治着
,

大地主的权力不但没有缩小
,

而且还不断在增长中
。 ”

⑥共产党威信的提

高
.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 日益孤立
,

直接危及到美国的在华利益和地位
。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

于美国的局面
,

美国政府公开推行
“

扶蒋反共
”

的政策
。

在美 国政府的支持下
,

国民党统治集

团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
,

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 `

抢夺人民抗 日胜利果实
。

张治中将军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
,

他希望看到的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
,

不致于半途

拆伙
,

特别是爆发内战
。

为此
,

从皖南事变后
,

作为军人的张治中将军
,

其主要精力则放到

了国共和谈方面
。

为避免内战而奔走
。

从 1 9 4 3年到 19 4 5年抗战胜利之前
,

国共两党进行了两度和谈
。

第一次和谈
,

张治中作为

国民党政府代表始终参加了
,

谈判结果到 1 9 4 3年上半年已有初步意见
,

中共方面提出的条款

拟有四条
,

即
:

第一
、

党的问题
,

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
,

并实行三民主义
,

中央亦可在中共

地区办党
、

办报 ;

第二
、

军队问题
,

希望编四军十 二师
,

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

第三
、

陕北边区政府问题
,

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
,

其它各区另行组织
,

实行中央法令
;

第四
、

作战区域
,

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
,

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
,

战事

完毕
,

保证立即实施
,

如战时情况可能
,

亦可商承移动
。

这四项
,

张治中将军从当时的处境来看觉得中共确已让步
,

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
,

认为国民党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
。

因此
,

在蒋介石亲 自召集的一次临时军事会议上
,

他一

再向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作解释
,

并向蒋介石本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但是蒋介石 以为共产

党有点让步的样子
,

提出的条件更 苛刻
,

坚持共产党的军队不能多编
,

仍是八个师
,

军队编

了以后党才能合法
,

边区 要改为行政 区
,

作战地区还要 向北移动
。 · ·

一这实际上是蒋介石不
想解决问题

,

他是想继续投机… …把共产党赶到北边去
,

实行原来的计划
。

⑦ 因此
,

无论张治

中将军如何解说
,

还是拗不过他们
,

导致局势不能不越来越恶化
。

继第一次和谈之后
,

到 1 9 4 4年 5 月间
,

国 共 两 党 和谈又开始
,

张治中将军仍然作为国

民党政府代表参加和谈
。

这次和谈正值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先后在重庆
、

成

都
、

昆明等地掀起宪政运动之际
。

中共在谈判中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
,

提 出了政治问题 3

条
,

具体问题先是 17 条
,

以后改为 9 条
,

其它的 8 条改为 口头的
,

这样正式文件共有 12 条
。

其内容和第一次谈判大体相同
,

但也作了一些具休修订
。

这次谈判从西安谈到重庆
,

一直谈

了差不多半年
,

但仍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
,

所 以就没有结果可言
。

为此
,

到 1 9 4 4年n

月底
,

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中国来
,

表示愿调停两党争端
。

但由于美国政

府的
“

扶蒋反共
”

政策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
,

仍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

仅管如此
,

张治中将

军在谈判中
,

一方面为谈判方案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勾通
,

尽可能希望得到较好的解决方法
;

另
一

方面
,

他也历来不主张双方谈判不成而付诸武力
,

造成全国内战
。

正是因为在抗战时期

他具有这种思想基础
,

所 以在抗战胜利以后
,

三到延安
,

为解决国共两党关系和避免 内战的

发生而奔波
。

最后
,

他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站到了人民的 边
。

综上所述
,

张治中将军在抗 日战争时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
。

这一方面说明像张治中这样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
,

在抵御外来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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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
,

起到工具书指南的作用
。

工具书还具有概括性
,

它广采博收
,

旁征宏引
、

综合性强
,

用途广泛
。

例

如
,
鲁迅曾利 用《北堂书钞 》 、 《艺文类聚 》 、 《太平御览》等唐宋著名类书

,
辑录散见于这 些书中的稽康 著 作

佚文
,

校录《 稽康集 》 ,

进一步系统地考证了《稽康集》的卷数与名称
,

篇 目缺乏情况和逸文的真伪
。

此外
,
工

具书的易检性
,

使我们不必样样都去看原著
,

节省了大量 时间和精力
。

现在不少学生使用工具书的时候
,

不看序言和凡例
,
拿起就直接查题

,

结果
,
由于不了解此工具书的体

例
,
往往翻来翻去查不到

,

所以
,

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
,

让他们系统地学习一些工具书知识
,

了解各种工

具书的性质
、

特点
、

用途及编排方法
、

无疑将会提高同学们的查阅能力
。

做到运用工具书时得心应手
,

左右

逢源
。

检索课的开设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
是教育改革的需要

。

过去我们培养的是知识型人才
。

现在
,
我们要培

养能力型 人才
。

衡量人才质量的标准
,

就科研而言
,

首先要看他拥有的文献信息量
,

其 次是看他的文献信息

的有序度
,

三是看他对文献信息的检索能力
。

随着学分制的实行
,

选修课的比例增加
,

双学位制的设立
,

都

使学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主观能动性
。

他们的知识面大大拓宽
,

求知欲大大加强
,

对文献的需求量大幅度

增加
,

面对每年的出版物大有目不暇接 之势
,

这就要求学牛有独立读书治学的能力
,

能迎接无限的文献对有

限的阅读 时间的挑战
;
纷涌而至的文献流对筛选鉴别能力的挑 战

,

打胜仗的必定是能敏捷地获取文献 信 息

并运用 自如的学生
,

必定是 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很强的学生
。

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走 向社会
,

也一定是现

代社 会需要的能力型人才
,

具有 开拓精神的人才
。

注释
:

① 见《十七史商榷》卷一

因 见《中国小说史料 》序

(上接 1 18页 )

时
,

是能与全国人民共同团结战斗的 ; 同时
,

通过接触
,

也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和认识
,

并结下友谊
。

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注释
:

① 〔日〕《 日中战争 》 2 (《现代史资料 》 9 ) , 1 9 6 4年版
,

第 2 0 8页
。

倾) 《张治中回忆录 》上册
,

第 1 28 至 1 29 页
,
文史资料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③ 《张治中回忆录 》上册
,

第 1 3 4页
,

文 史资料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④ 《张治中回忆录 》下册
,

第 6 74 页
,

文史资料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⑤ 《张治中回忆录万下册
,

第 7 33 页
,

文史资料 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回
“

中国为民主而奋斗和 目前的政治危机
” , 1 9过3年 10 月 1 日

“

美亚杂志、
`
勿 《 周恩来选集》上卷

,

第 2 0 3页
,

人民出版社 1 9 8 0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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