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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有

充分的考虑。

月 28 日，他致电在太原的第一野战

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式

解决西北问题“可能性是存在的”，

并且认为这件事要考虑通过国民党

将领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毛泽东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

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有充分的考

虑。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张治中

就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方面

开展了《双十协定》等谈判，在沟

通中表露出他追求国内和平的愿望。

之后，他一直为此目标而努力，在

1949 年 4 月 1 日又作为国民政府代

表团首席代表，赶赴北平与中共方

面开展和平谈判。4 月 20 日，南京

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

字，国共谈判破裂，他毅然决定留

在北平，投身人民民主阵营。

张治中也与新疆军政方面有密

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

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在 1946 年 6 月

至 1947 年 5 月又兼任国民党新疆省

政府主席。他在管辖新疆时，与几

名副手就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未来

的和平解放方向达成了共识，其中

就包括 1949 年时分别担任国民党新

疆警备总司令、新疆省政府主席的

陶峙岳和包尔汉。

张治中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

时，陶峙岳被他调至军政公署任副

长官。1948 年 8 月，陶入疆兼任新

疆警备总司令时，张与之长谈。陶

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这些

谈话涉及“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

题，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

问题以及新疆尔后的出路，等等。

他再一次着重谈到国内应该实现和

平的设想，毫无保留地出示他向蒋

介石迭次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

函件和一些与蒋介石谈话的记录。

我深深理解，他给我看这些密件，

当然就是希望我入疆之后，按照他

的意图办事。他对我高度信任，使

我非常感动。”有了这样的信任情感，

陶峙岳争取新疆和平解放的决心十

分坚定。

包尔汉则是张治中任新疆省政

府主席时的副主席，两人在“保障

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

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苏

亲善”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后来，包的副主席职位一度被撤销，

张治中又据理力争，力荐他升任新

疆省政府主席。

在新疆的省会迪化（今乌鲁木

齐），同样有中共的支持力量。省

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国

民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 1949 年

的北平谈判。当时张治中对他说：

“如果和平协定被南京方面否决了，

你还是要回新疆去。你告诉陶峙岳，

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

要走和平的道路，新疆不能放一枪。”

周恩来同样叮嘱他回新疆策动起义。

5 月，屈武返回新疆后，就开始积极

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共对和平解放的统战工作在

积极准备，战斗的筹备也从未放松。

新疆内部除了支持和平解放的力量

之外，还有不少反共、分裂的反动

势力。在新疆周边，当时盘踞甘肃、

陕西、宁夏和青海的胡宗南、马步芳、

马鸿逵等势力，是顽固的反共分子，

中共中央研判他们绝不可能起义，

一定要通过战斗解放这些地区，才

可能扫清进军之路，为进一步解放

新疆创造条件。

当时，在西北的这些地区，人

民解放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对比，

在总体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国民党

的这些势力各自心怀鬼胎，根本不可

能捏合成有效的战斗力量。1949年 8

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

广州召开由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

等人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希望

胡宗南与“二马”联合起来，与解放

军在兰州展开决战，妄图“消灭西北

解放军主力”。会议刚开始不久，这

三人就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为了

保存实力不肯派出主力部队一同对抗

解放军。阎锡山苦心调停，达成表面

上的共同作战协议，但这三人根本不

可能也没有真正实行。

在面对解放军的进攻时，马步

芳和马鸿逵都把城防交给手下将领，

自己早早逃出中心城市。在西安，

解放军只是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

下图：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军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