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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进京赶考”细节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复交

1927 年 4 月，蒋介石
叛变了革命，疯狂反共反
苏，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
间 的 关 系 迅 速 恶 化 。
1928年底，蒋介石又怂恿
张学良借收回中东铁路
主权问题，挑起了中东路
事 件 。 1929 年 7 月 18
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
断交。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
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一门心思

“围剿”红军，对日则幻想
依靠国联与英、美等大国
的干预来解决，因此对中
苏复交并不抱积极的态
度。国民党政府的幻想
很快破灭，国民党要员张
群后来说：“一·二八淞沪
战役后，仍不见国联方面
对日本实施军事或经济
的制裁，才感觉到靠国联
是没有希望的。”在国内
舆论的极大压力下，为了
摆脱外交上的困境，1932
年 6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作出与苏联复
交的决定。

1932 年 6 月 22 日，
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
际军缩会议的中国首席
代表颜惠庆奉命同苏联
代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李维诺夫秘密商谈中苏
复交问题。颜惠庆提出：

“中苏可能缔结互不侵犯
条约，条约一经签署，也
就意味着恢复外交关系，
或为此创造条件。”李维
诺夫对此表示反对。

其实，国民党政府之
所以提议先签订中苏互
不侵犯条约，然后复交，
主要目的是让苏联不妨
碍其继续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进行

“围剿”，以消除所谓“心
腹之患”。

其次，国民党还想以
互不侵犯条约约束苏联
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最后更为直接的是，
国民党政府想以互不侵
犯条约限制苏联对伪满
洲 国 事 实 上 的 承 认 。
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
立后，苏联为了避免与日
本冲突，承认伪满洲国任
命的中东路代理督办李
绍庚。苏联还同意伪满
洲国在西伯利亚各地开
设领事馆，甚至同意其在
莫斯科设领事馆。1932
年 5 月 6 日，国民党政府
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发表
讲话，认为苏联“有承认
傀儡政府为事务接洽对
方之意，凡此举动，均是
为进行复交之阻碍”。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
侵略势头面前，国民党政
府的种种顾虑最终让位
于中苏关系大局。1932
年10月5日，国民党政府
放弃前议，决定与苏联无
条件复交。1932年12月
12日，中苏双方终于达成
了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

不过，中苏互助条约
一 直 未 能 缔 结 。 直 到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
面爆发后，中苏两国才
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在抗战最危急的阶段，
苏联给予了中国大量的
军事和经济援助，也极
大减轻了自身远东地区
面临的威胁。（摘编自《文
史精华》）

1949 年 3 月，中共中
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
从西柏坡出发移驻北平，
毛泽东同志称为“进京赶
考”。这是一次绝密行动，
整个行动有计划、有临时
调整，也有特别安排，行动
的方案只有几个人知晓。

3月23日起程是如何确定的

1949 年 3 月 23 日，驻
扎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
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开始
往北平进发。有媒体在讲
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说，3月
23日离开西柏坡是在七届
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但事
实并非如此。

早在 1949 年初，中共
中央已有迁平动议。1949
年 1 月 19 日，时任中共中
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
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
任的杨尚昆就派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
离前往北平，勘察中共中
央进北平后的驻地情况。

1月底，范离返回西柏
坡。他认为北平城里的情
况比较复杂，中央机关如
果直接进驻城内，安全警戒
条件不够成熟。同时，长期
主管特情工作的李克农通
过自己的系统对北平的情
况进行了汇总分析。他与
杨尚昆达成共识，即中央机
关进驻北平，先在郊外，安
定之后再进入城内。

2 月 7 日，李克农一行
与时任北平市警备司令员
的程子华一起到香山勘察，
最终确定了香山为中共中
央机关、解放军总部所在
地。为保密，同时确定中
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

“劳动大学”。在3月18日
《杨尚昆日记》中有这样的

记载：“昨夜书记处决定，
23 日即起身赴平。周（恩
来）深夜写有条子给我，拟
召开会议。夜在周（恩来）
处筹划，对住地、供给、经
费等均有所决定……”

3 月 23 日早上，新华
社播发了由毛泽东主持修
改审定的七届二中全会新
闻稿。七届二中全会 3 月
13日闭幕时没有发任何消
息。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
出发迁移北平之日，却用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进
行播报，让敌人摸不清中
共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
解放军总部到底在哪里。

夜宿淑吕村是“意外”吗

我们从一些文学作品
中看到，移驻北平过程中，
毛泽东夜宿河北唐县淑吕
村是一个“意外”。这种描
述是不准确的。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
一起从西柏坡迁至北平，是
有一套“专班”来负责的，行
程中的方方面面都是有预
案的，多少辆车组成车队，
其平均行驶速度、途经路
线、路过的村庄都是经过
精心选定的。整个车队北
上途中原计划就是要在唐
县留宿，留宿地点是唐县
的淑吕村，入住的人家是
村民李登魁家。

毛泽东为什么要住在
李登魁家呢？因为李家是
一个革命家庭，李登魁的
四弟李冷、长子李成瑞都
是中共党员，李登魁本人
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革
命烈士。除这一点外，还
有他家住房上的便利。据
李登魁的儿媳葛贵多回
忆，李登魁的父亲年轻时
曾通过贩卖辣椒发家，在

村里盖了座“砖包皮”的四
合院。这样相对独立且四
周都临街的住房，适合安
排警卫工作，所以打前站
的人员早就相中这所房子
并安排了岗哨。

为何从高碑店上火车

毛泽东一行夜宿涿县
当晚，时任北平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
长的叶剑英和时任军委铁
道部部长的滕代远乘火车
赶到涿县。在这里，周恩
来、叶剑英、滕代远开了一
个更为机密的小会，会上
最终决定，毛泽东主席一
行改乘火车进北平。

毛泽东一行最后一段
行程乘火车赴北平，也是早
有预案的。3月21日，叶剑
英就向中央提出建议，中
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北
平。22 日晚，周恩来复电
表示：“由涿县到（北）平的
专车可作准备，究竟坐汽
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
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
作两种情况的准备。”24日
晚，几人最终商定，毛泽东
主席一行从高碑店火车站
乘火车进北平。

毛泽东一行住涿县，
是因为涿县县城基础设施
条件比较好，42 军军部驻
地 也 在 涿 县 ，有 安 全 保
证。当时，高碑店仅是一
个镇级单位，各种条件都
不如涿县，但高碑店火车
站从规模和规格上都强于
涿县火车站。从机密行动
上来说，这也是周恩来最
为缜密的“调度”。从涿县
出发前才决定从高碑店火
车站乘火车，这是多年长
期对敌斗争的高超指挥艺
术。（摘编自《纵横》）

中苏复交的推动者颜惠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