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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东北解放区南部主要工业
中心和棉花产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对外
贸易通道被切断，大量农产品积压，工农业
产品“剪刀差“拉大，一时间陷入“胀死冻
死”的困境：大豆在有些地区，每市斤两角
钱到五角钱，比木材还贱，许多人用作烧
柴。工业品极为缺少，每一尺普通布50元
到100元左右，差不多是100斤到200斤大
豆换一尺布。为了打破经济困境，当时东
北解放区积极开展与苏联的贸易，以农产
品换工业品，但是要完成农产品贸易任务，
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当时的东
北行政委员会下发了《关荣于开展农村生

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提倡农村副业、组
织生产互助、倡导“劳动光荣”的观念等八
项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开展了一场以农
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

由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第一次搞
生产运动，领导上缺乏组织东北生产的经
验，群众在思想上还有顾虑，主要是“敢不
敢发财”的问题。为此，东北行政委员会
又连续下发多项指示，其中，5月6日颁布
了《生产节约奖励暂行办法》，对农工业生
产有贡献者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并指示
各地“小奖劳模，大奖英雄”。春耕结束
后，各地纷纷举行奖励劳模大会奖励春耕

模范。
经过广泛发动，东北解放区大生产运

动在全境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
使东北解放区摆脱了经济困难，也有力地
支援了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有关数
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东北人民共交
公粮686万余吨，并向国营贸易部出售粮
食 179.2 万吨、棉花 7488 吨。1949 年，为
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东北又担负了入关作
战的第四野战军军费折合粮食170万吨，
并向关内提供了302万吨物资，其中上交
中央 80 万吨粮食、150 万立方米木材、20
万吨钢铁。 （摘自《辽宁日报》）

1975年4月5日夜，蒋介石病逝于台
北，终年88岁。

蒋介石有留遗嘱的“特殊癖好”，他认
为生前就要把事情交代好，从 1920 年就
开始写遗嘱了。当时在打仗，遗嘱是关于
财产怎么分不过 ，他当时也没什么财产。

1934 年，他跟宋美龄第一次回到奉
化，碰到要处理蒋经国、蒋纬国和宋美龄
的关系问题，他写了一份遗嘱，除了交代
他死后宋美龄要与经国、纬国以母子相待
外，还说财产如何分，甚至说到死后要与
宋美龄合葬在南京中山陵。

“西安事变”时他写了3份遗嘱，蒋经
国、蒋纬国各1份，宋美龄1份，交代家里
的关系。他对宋美龄说如果你对我好，就
把经国、纬国当成自己的儿子。又对经
国、纬国讲，如果认我做父亲，就要把宋美

龄当作母亲。之后，又像孙中山一样写了
一封《告国民书》。

到了台湾，1962年蒋介石因为前列腺
要动手术，写了一份遗嘱交代“交班计
划”。当时陈诚是“副总统”，如果蒋去世
的话由陈继任“总统”；剩下台湾两个最重
要的职位，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院长”，
他要求只能在周至柔、袁守谦和蒋经国中
三选二。周、袁是台湾省主席、“交通部部
长”，地位较高，蒋经国当时资历最浅，职
位最低，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嘱咐“互谅
互助，彻底合作”，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
位。

1971年蒋介石写了一份遗嘱，说如果
他不在了，蒋经国可以做严家淦的助手，
担任“行政院长”，且党政必须采取集体领
导制。当时制度上规定严家淦权力最大，

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不信任严，也是在提
醒他不能把权力全部继承，实际上是让蒋
经国通过集体领导制获得权力。

1972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接
班人”的地位基本稳固了，所以这以后的
遗嘱就完全不涉及人事的事情。

蒋介石最后的遗嘱是在 1975 年 3 月
29日口授，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

对于当时台湾民众来说，蒋介石去世
的消息还是很震撼的。各种假期活动取
消，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各商店
门前下半旗哀悼，民众多佩戴黑纱。4月
16日8时，蒋介石的灵车驶向慈湖。慈湖
行馆在台湾桃园大溪，蒋介石生前非常喜
欢这里，并嘱咐其死后灵柩暂厝这里，“以
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
山”。 （摘自《今晚报》）

一九四七年，东北倡导“致富光荣”

蒋介石留遗嘱的“癖好”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是著名

的爱国将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冯玉祥在南京第一次和
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对冯玉祥主张全民抗战的立场十分赞
赏，冯玉祥对周恩来则极为佩服，对身边的人感叹道：“共产
党真是有人才啊！”从这以后，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员？
1937年冬，上海和南京先后沦陷，冯玉祥撤到武汉，住

在千家街福音堂里。此时他被撤销了国府军事委员会副委
员长等职，只保留了一些虚衔。当时周恩来住在八路军武
汉办事处，与冯玉祥是近邻，两人的接触愈发紧密。

1938年春，在周恩来指示下，邓颖超和李涛、凯丰等人
多次到福音堂为冯玉祥的随从和手枪营官兵上课。冯玉祥
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先后去延安抗
大和陕北公学学习的就有30余人。

国府迁都重庆后，冯玉祥常派部下接周恩来到自己位
于上清寺康庄的住所会晤。周恩来为他分析革命形势，鼓
励他坚持进步。有时赶上饭点，冯玉祥便留周恩来吃饭，边
吃边聊。遇到有重大事情，周恩来会及时与冯玉祥商量。
在长期真诚的交往中，冯玉祥更加敬佩和信赖周恩来。

在重庆，社会上风传冯玉祥身边有共产党员，会对他有影
响云云。冯玉祥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
员？”这个问题不好答，如实相告就会暴露党的机密，拒绝回答
又可能伤害冯玉祥的自尊心。周恩来稍微想了一下，巧妙地
回答：“像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得回去查一查，才能搞清楚。”

几天后，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列了3个人的
名字，并且表示：“如不方便，也可以调走。”冯玉祥当即表
示：“不必了，心中有数，今后办事就更方便了。”

营救胡志明
彼时尽管国共合作抗战，但国民党仍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

爱国人士，甚至连在广西工作的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胡志明也
遭到逮捕。周恩来请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冯玉祥一口应允。

冯玉祥专门去找蒋介石质问：“第一，胡是否是共产党
姑且不论，即使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必要和有权逮

捕外国共产党人吗？第二，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
应该是朋友，怎么成了罪人？第三，假使把赞同我们抗战的
外国友人称罪人，那么，我们的抗战就是假的了，就会失掉
国际间的一切同情……”

蒋介石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说马上叫人调查。不久，
胡志明就获释了。

应周恩来的要求，冯玉祥先后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和
爱国志士出狱，如：张申府、楼适夷、沈钧儒等。

“知我者周先生也”
为进步和知名人士祝寿，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一种好方

式。1941 年11月冯玉祥六十大寿（虚岁），重庆《新华日报》特
辟出专版祝贺，刊登了各方面的祝电、贺词和寿文。当时，毛
泽东、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都从延安发来贺电，周恩来也撰
写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专文，以示庆贺。

周恩来的贺词中，对冯玉祥的经历、志向抱负性格写得
十分透彻，冯玉祥不止一次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周先生也。”并感慨道：“自从接触了共产党人，认识了周恩
来先生之后，我心里才开始亮堂起来。我算是认准了，中国
的希望，就在周先生他们身上啊！”

重庆上清寺“特园”是民盟元老鲜特生的公馆，冯玉祥
的住所康庄也属特园的一部分。周恩来经常到这里活动，
引导团结各党派和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揭露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劣行。特园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
风生，后来大家便把特园称为“民主之家”，冯玉祥还专门为
特园题写了“民主之家”的门匾。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因不满国民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
遭到蒋介石的嫉恨和排斥，被迫赴美“考察水利”。冯玉祥
出国前住在上海，1946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不避危险，亲
自登门看望冯玉祥夫妇。

1948年7月，冯玉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冲破国民党
特务的重重阻挠，终于在纽约登上了苏联轮船“胜利号”回
国。不幸的是该客轮在黑海失火，冯玉祥遇难。在周恩来
的关心下，冯玉祥的骨灰最终被安葬在山东泰山。

（摘自《党史纵览》）

周恩来和冯玉祥的密切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