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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的谈判
袁振 武

西安
事变前 ，
蒋介石鉴
于国 内外
形势的变
化，不得不改变其对共产党的政策 ，即在不放弃
军事进攻的 同时 ，可和共产党进行秘密 的谈判 。
从1935年11月 起 ，蒋介石即通过三条渠道寻找与
共产党的联系 。

一是令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 国 共产党驻
共产 国际代表 团提出 谈判的要求 。中 共代表 团负
责人王明指定潘汉年为两党谈判 中 共方面的联系
人。潘汉年在莫斯科 同邓文仪会谈后 ，即带着 国
民党政府 的护照 回 国 ，于1936年7月 到南京 、上
海同 国 民党代表张冲谈判 。二是由 陈立夫主持 ，
派CC派重要成 员 、时任铁道部次长的 曾养甫在国
内活动 。曾又委派其部下 、五四时期的觉悟社成
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的谌小岑负责其事 。谌
通过 翦伯赞 、吕 振羽 与 中 共北平市委 宣传部长周
小舟建 立 了 联系。1936年7月 ，周 以 中 共北方局
代表身份与曾养甫接触一次 ，曾见其年轻 （周时
年不满24岁），认为共产党派个 “小孩子 ”来谈
判不太郑重 ，双方的接触遂告一段落 。三是通过
宋庆龄建立与 中 共 中 央的 直 接 联 系。1936年 1月 ，
宋在上海邀见董健吾牧师 （曾为 中 共党员），让
他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 员名义到陕北 ，向 中 共中
央传达 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 。董到西安后 ，在
张学 良 的安排下到达陕北瓦窑堡 。秦邦宪将此消
息电告在 山西前线的毛泽东 ，毛复 电提 出 了 中 共
谈判的五项具体原则：（一 ）停止 内战 ，全国 武
装不分红 白 ，一致抗 日 ；（二）组织 国防政府 与
抗日 联军；（三 ）允 许全 国 主 力红军迅速集 中 河
北，首 先 抵 御 日 本 迈 进 ；（四 ）释 放政 治犯 ，允
许人民 政 治 自 由 ；（五 ）内 政 与经 济 上 实行初步
与必要 的改革。3月 ，董健吾携带这一秘件南下 ，向
宋庆龄复 命 。这 样 ，国 共 两 党 经过近 十 年 的 分裂
之后 ，再次坐在一起 ，就合作抗 日 问题展开 讨论 。
第二次国 共合作 的序幕 由 此拉开 。

谈判初期 ，国 民党方面 由 于近
于国 际形势的压 力 ，又要全力解决

“ 两广事变”，提 出 的条件比较合
理。陈立夫向 曾养甫 、谌小岑 口 授
了谈判的 四项条件：（一 ）欢迎共
方武装队伍参加对 日 作战；（二 ）

共方武装
队伍参加
对日 作战
时，与 中
央军同等

待遇；（三 ）共方如有政治上 的意见 ，可通过即将成
立的民意机关提 出 ，供 中 央采择；（四 ）共方可选择
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中 共 中央研究后 ，决
定邀请 国 民党负责人到陕北进一步 商 谈 。但 国 民
党方面始终无一人到陕北 ，又竭力制止中 共代表
在南京公开活动 ，致使谈判无多大进展 。

在此期间 ，国 民党 曾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
（ 时曾养甫 已调任广州市长）。9月 1日 ，周致函

陈果夫 、陈立夫 ，称 “早已准备与贵方代表作具
体谈判”。10月 8日 ，中 共中 央表示 ，为了推动
南京政府抗 日 ，周恩来可以赴穗谈判 ，但先决条
件是 国 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之事 ，不再进攻
红军 ，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 内战 ，准备抗 日 。
而国 民党方面不仅没有停止 内战 ，反而变本加厉
地进攻陕北根据地 。鉴于 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 ，
中共 中央认为 国 共两党进行高级谈判的条件 尚不
成熟 ，于10月 14日 决定周恩来暂不去穗 ，先 由 潘
汉年去初步谈判 。

1 1月 10日 ，在张冲安排下 ，潘汉年在上海沧
州饭店见到了 陈立夫 。时国 民党 已解决了 “两广
事变”，蒋介石认为可 以腾 出手来专门对付共产党
了。在积极准备“围剿 ”陕北红军的 同时 ，蒋对谈判
的态度也大不 如 以 前 。陈立夫代表蒋介石 向 潘汉
年提出了 国 共合作的条件 ：
对立 的 政 权 与 军 队 一 律 取
消；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的
编制 ，师长以 上领袖一律解
职出 洋 ，半年后按才录用 。
潘汉年认为这是站在剿共立
场上的收编条件 ，而不是合
作抗 日 的谈判条件 ，对其进
行了严厉 的驳斥。12月 8日 ，
中共 中央指示潘汉年 ，坚决
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

西安事变前 国 共两党近
一年 的谈判虽无任何结果 ，
但它为两党 日 后的合作 、建
立抗 日 民族统 一战线 ，作了
一定程度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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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的 玻 璃 渣
秦耕

如今 自 行 车 已 成 为 城 市 普通公
民普 遍 的 交通工具 ，可 是骑 自 行 车
往往会遇上麻 烦 事 。其 中 之一 就是
马路上 的 玻璃 渣 。那玩 艺 对汽 车 威
胁不 大 ，可 扎 自 行 车 带 放 气 却很灵
验。所 以 骑 车人一 见 到 它 ，就象躲
瘟神一 样避之唯 恐 不 及 。

据有 关 人士 调 查 ，马 路上 的 玻
璃渣 ，大 都是 一 些人有意摔碎玻璃
瓶所造 成 的 。我很 不 理解在 马 路上
摔玻璃 瓶的 人 ，是 出 于 何种 用 意 ？
一般 来 说 ，
损人是 为

了利 己 。可

是你往 马 路
上摔玻璃瓶
能给 自 己 带 来什 么 好处？！你能保
证那些玻璃渣 自 己 的 兄 弟姐妹 亲 朋
好友就绝对碰 不 上？所 以说 ，如此

损人者 ，不 仅不 利 己 ，还很有 可 能
要害 己 。如果说损 人利 己 的 人缺德
可恨 ，那 么 损 人 不 利 己 甚 至 害 己 的
人，就 不 仅缺德 可 恨 ，而 且愚 蠢 可
悲。

反正 马 路是 清 洁 工人天 天 扫 ，
玻璃 渣 子 天 天 有 ，因 此 而 补 带 者 天
天络绎 不 绝 。不 可 否认有 些玻璃 渣

是小 孩无意 摔瓶 闹 着 玩
造成 的 。而 有 些分 明 是
啤酒 瓶渣 ，显 然 是 喝 过
啤酒 的 人摔下 的 。这就
有些 不 可 思 议 了 。如今
城里 到 处 都 有 收 购破烂

的人 。一个啤 酒 瓶 少 说
也能换 回 一 盒火 柴钱 ，
放着 利 己 的 事 不 干 ，何必 一 定要损 人
害己 呢？也许你财大 气粗 ，看 不 起 那
几分钱 。那 不 理 它便 罢 了 ，何必要把

它摔碎在 马
路上 ，听 那

个并 不 响的

响声 ，尔 后
叫过路 的 人

骂你 先 人？！
喜欢 恶 作剧 的 人 ，大 都 素 质 低下 ，

修养 不 够 。他们 精神 空 虚 ，百 无聊赖 ，
于是就有 在 马 路上摔玻璃瓶之 类 的 恶
作剧 来 寻 求 刺 激 。所 以 防止这种 恶 作
剧发 生 的 措施 ，我 以 为 除 了 严 肃的批
评教 育 和 经济制 裁之外 ，要 在提 高 整
个中 华 民族文化 素 质 上 下 功 夫 ，使每
一个人在 精神上 都 充 实 起 来 ，高 尚 起
来。不 然 ，道德低 下 ，以耻为 荣 ，马
路上 的 麻 烦 恐 怕 就 不 仅是玻璃渣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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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 火 锅
恒庆

吃火锅 ，源远流长 。南北朝时 ，就出现了铜
制火锅 ，用 来涮食羊 、鸡 、鱼 、猪等 肉丝 、肉片 。
到了唐代大为流行 ，名 日 “暖锅”。明清以来 ，
更是宫廷寒冬不可缺少的佳宴 。

制作火锅的材料很为讲究 ，其 中 以紫 铜为
最好 。山 西省大 同市 出产的独特手工 艺品铜火锅 ，
历史悠久 ，驰名 中 外 。明末清初 ，宫廷和达官显
贵们吃涮羊 肉 ，大多使用 这种名贵火锅 。解放后 ，
人民政府把分散的民间铜匠组织起来 ，保持和发
展了这种古老工 艺品的生产 ，并有一定数量 出 口 ，
为国家换取外汇 。

大同火锅是用 铜料 ，经铜匠一锤锤敲打 出来
的。盛水部分为紫铜 ，
其用 黄铜 ，总重量为三
公斤 ，盛水二公斤半 。
它由 底盘 、火座 、锅身 、
锅盖 、火筒和小盖等六
部分组成 。锅盖和锅身
錾有各种花纹 图案 ，如
金鱼荷花 、海棠彩蝶 、
燕穿柳枝 以及龙纹 、凤
纹、飞天 、狮子 滚绣球
等。这种具有我 国 民族
特色的铜火锅 ，受到了
海外华侨和国 际友人的
广泛赞扬。1973年 ，大
同市 曾 向 法 国 总 统 蓬
皮杜 赠 送 六 个 特 制 铜
火锅 。近年来 ，大同火
锅多次参加 国际商品博
览会 ，以其新奇别致的
造型 、古朴典雅的气质 ，
精细考究的 工 艺 ，使鉴
赏家啧啧赞叹 ，为祖 国
争得了荣誉 。

野山 野 花 留 风 韵
关华

只身在秦岭林区工作 ，远离丈
夫与儿子 ，因而业余生活显得异常
的枯燥无味 。晚间 ，就着瑟瑟的林
风随手翻着 《唐宋词选》，常生 出
一种 “最难将息 ”的感叹 。似乎我
就是世上最孤寂的人 了 。

风将门轻轻推开 ，林捧着一束
夜来香笑吟吟地进来：“送你一瓣
心香。”望着那鹅黄的花蕊 ，我笑
了。从此 ，花闯进我的小木屋 。

夜阑人静时 ，我掩卷对花 。人
影花影在朦胧的烛光 中摇曳 。清清
的香茗沁入肺腑 ，淡淡的花香引 来
淡淡的情思 。我的烦恼在静穆中 隐
退，我的思绪在林海 中 激荡 。我提
起笔开 始写一个大森林的故事 。为
此，我感谢森林 。是它给了我一捧
清泉洗心 。于是 ，在这大森林的小

木屋 中 ，我撷来一朵朵
不败的花 。

五月 ，山 雪未尽 。
杜鹃花沐着春风熙熙攘

攘挤在我的小花瓶中 。小木屋顿时喧
闹起来 。我的心也随之震颤 。

七月 ，室外酷暑难 当 。纤弱 的兰
花悄无声息地为我织起一个淡紫色的
梦。我的生 活 因而变得极清极雅 。

九月 ，野菊傲然开放 。暗香一缕
飘进小木屋 。我信步上 山 醉卧花丛 ，
沉浸 在 我 那 篇 永 远 也 写 不 完 的 小 说
中。当 然 ，傍晚下 山 总不忘采 回 一束
装点陋室 。

有朋 自 远方来 ，见小瓶 中 山 花不
断，感慨万千 。以为神仙亦不过如此 。
有人羡慕我兴致越高 ，花儿采得越勤 。
无论黄 的 、红 的 、粉的 、紫的 ，但凡
山上 有 的 ，花瓶 中尽有 。一 日 ，友人
指着瓶中 花哂笑着：“花儿何故常变 ？
因何爱不专 一？”我愕然 。暗恨 自 己
并不懂得爱的真谛 。友人摇首叹道 ：

“ 阿弥陀佛 ，幸尔生得
女儿身 。若为男子 ，定
是位攀花折柳的主儿。”
一言 未毕 ，我伏案大笑
起来 。友 人亦笑声不止 。
连瓶 中 的花儿也颤颤地
笑着 。一天的劳 累 在笑
声中 荡然无存 …

友人临走时 ，我送
给他一束 山花 ，他落了
泪。我万没想到这野 山
野花竟如此迷人 。我不
敢设想 ，他 日 我若驭着
山风飞 回丈夫身边 ，如
何割舍得下这浸满风韵
的山 花呢 ？湖边　（木 刻 ） 牛文 玉

陕南

风情

亲情 洋 溢 的 面 花 儿
岚枫

面花儿
是用发酵后
的麦面精粉
做成的 ，按
其形状 ，涂
上各种颜色 ，

然后放在笼里蒸 ，既能
作观赏之品 ，又能食用 ，
是陕南民间
常见的一种
礼品和儿童
玩物 。

童年的
事最 耐 人 回 味 。在 我 童
年的记忆里就有不少关
于面 花 儿 的 乐 趣 。每 年
快到 春 节 的 时候 ，母 亲
总要给我们兄妹做各种
各样 的 面 花 儿 ，在 我们
幼小 的 心 灵 里 ，面 花 儿
几乎成了 春节 的代名 词 。

腊月 二十一 刚过 ，
母亲就开始淘晒精心选
留的小麦 ，磨过以后 ，
用细箩箩两遍 ，便成了
雪白 细腻的面粉 ，到了
腊月 二十五六 ，便开始
和面发酵 ，再过一天就
可以做面花儿了 。这一
晚上是我们小娃最激动
的时 候 ，我们围在案板
旁就着玻璃煤油灯 ，看

母亲变戏法似的做面花
儿。她的工具很简单 ，
一个小擀杖 ，一个小梳
子，一个簪子 ，做 山雀
儿，便用梳齿在鸟翅上
一压就有了 羽毛 ；做鲤
鱼，用梳齿在尾翅上一
压，就有了翅纹 。做花

猫、小鼠 、用簪子在嘴
两旁轻轻划上三下 ，就
有了胡须 。还有青蛙 ，
螃蟹 、小狗 、小牛 、小
马之类 的可爱动物 ，所
有这些小动物 ，都用 黑
胡椒做眼睛 ，用红 、黄 、
绿三色食用染料着色 ，
炯炯有神 ，活灵活现 。
大年初一 ，我们拿着这
些面花儿去和 邻家
孩子 比 ，看谁 的好 ，
有时还互相 交换 。
我们都为 自 己 的母
亲而骄傲 。

面花儿有时还
是必 不 可 少 的 礼
品。比如小孩做周
岁，外婆家要送一

对面花儿鲤鱼 ，一副面
花儿项圈 ；为老人祝寿 ，
要送两盘 面花儿寿桃 。
老人辞世 ，亲友要送 贡
献，也是面花儿做的 。
贡献做法最有讲究 ，底
座一 般 是 四 个 面 花 儿

馍，上 插 一
个约 一尺长
的篾 纤 ，篾
纤上 串 着
桃、石榴 、柿

子、辣椒 等 各 色 果 木 菜
蔬，青 枝 绿 叶 ，俏 丽 鲜
艳。送 面 花 儿 是 让 人 看
的，谁家的面花儿精巧 ，
独出 心裁 ，谁 家 的 女 主
人便 多 了 一 份 荣耀 ，她
们常 常 站 在 观 赏 者 之
后，悄悄地享受着人们
的品评和赞叹 ，同时将
得意之 色漾在脸上 。

杭州 吴 山 极 目 阁 楹 联
八百 里 湖 山 ，如是何年 图 画 ？

十万 家 烟 火 ，尽 归 此 处楼 头 。
（ 徐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