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年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
赦”的指示，&月 &$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
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
押战犯名单的共 &"'名，其中，国民党军官
&%"名、党政人员 &%名、特务 $(名，伪满战犯
&名，伪蒙战犯 %名。报告建议，对其中 %'人，
不能特赦，继续关押。报告还提出了对获释战
犯的安置意见，如，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
费每月 %$元至 &(元。

&月 &)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
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
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 %((元零用钱，每人
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
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
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你杀他干什么，
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元太少。有些
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
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 &$

年啦！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

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
不留，不要打埋伏。他亲自核对材料，确认释
放的前六批战犯和这批战犯的名单，与 %"$"

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上报的战犯总数 *$+名
能够对上，一个也不少。

'月 $日至 %(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
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
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
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
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
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
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
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
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最高法院副院长曾汉
周以及解放军总参、总政和新华社的领导，有
时也出席领导工作会议。调查、统战和公安部
门各出一位局长（分别为杨荫东、焦琦、姚
伦），再加一名工作人员（分别为耿文卿、刘小
萍和我），组成“清理办公室”。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
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
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
"$'人；县团级中在押的 ''((多人，刑满后仍
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 %((((多人。总计 %$(((

余人，多是在解放后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
中，以历史罪被判刑的。

在摸底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清理在押
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于 "

月 +日上报中央。报告提出，对 %("名历史罪
行严重、改造表现不好的在押人员，拟不予释
放。

"月 )日，邓小平签报毛泽东：“主席，公
安部关于清理一批蒋帮人员的报告，政治局
讨论过，现将修改的请示报告送上，请审核批
示，所附名单可以不看。”

"月 "日，毛泽东批示：“建议一律释放，
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
毛泽东 %")$年 "月 "日。”批示的字体已不
成形，完全失去往日的苍劲和风采。这可能是
毛泽东最后的墨宝之一。

同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
安部照办，原拟不予释放的 %("人也予释放，
县团级以上 '(((多名也照此办理。

同年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四
长”会议，布置宽大释放工作。除西藏外，各
省、市、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 月 %$ 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
%$(((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
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 %((元
零花钱，当地公安、统战部门还宴请一次。同
时宣布，与特赦人员一样，享有公民权，愿意
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不给任务，
来去自由，去了还可以回来，照样安置。

“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

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一万多“历史反
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
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
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

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
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
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
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
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
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
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
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释放的人员中，确有一批有相当分量的
人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一些有地位、有
影响的代表人物，请来北京参观学习，扩大政
治影响。

%")+年 %月，请来了几十位客人，住在北
京民族饭店。他们中有原军统、中统的顾问牛
道一，有蒋介石政府蒙藏委员会藏族女高官
冯云仙，有军统上海站长、解放前夕为中共做
过好事的王方南，还有几个国民党省党部书
记长。另有几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因年老体弱
未能来京。

正在接待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周恩
来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悲痛万分，都无心参
观学习了。

随后，在公安部五号楼召开了清理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童小鹏这位长期以来在周恩
来身边工作、一度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老
革命，以哭泣的声音说：清理工作是总理提出
来的，毛主席批准的，现在总理走了，我们要
完成总理遗志，切实把工作抓好，这是有重大
政治影响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告慰总理在
天之灵。说毕，整个会场沉默无语。几分钟之
后，几个部长分别表态，要做好宽释人员的安
置和回台赴港的有关工作。有人说，让国民党
人员回台湾，是强有力的对台策略，从长远
看，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年开始，“清理办”主要做宽释人员
回台去港出国的工作。

童小鹏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把它当作
对台工作一个重要课题来抓。%")*年 %(月，
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外交部向中共中央
呈送了《关于继续放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回
台、去港或到国外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
“放他们出去，对扩大我党政策影响，发展爱
国统一战线，打击分化蒋帮，都有重要意义。”
报告还提到，%")$年以来，经中共中央批

准，已有 %((名获释战犯出境。

“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如今，台湾海峡两岸不仅实现了通邮、通

商、通航，而且国共两党会晤频繁，两岸民间
互动越来越密切。马英九提出的“正视现实、
开创未来、搁置争议、共求双赢”，也为中共所
接纳。历史形成的仇怨、对抗，正在逐步消弭。

但两岸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经历了漫
长的过程。首度公开敲响入台大门的，正是
%")$年对战俘的释放回台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 %")$年 '月 %)

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

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
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
早在 %"$+年 '月的第二届全国政协第

十九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
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
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
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
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
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
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
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
交。”他还说：“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
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
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
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数！”

%"$+年的讲话，不能说不坦率、不明白，
但 %"$"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年 '月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
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
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 ,"'名特赦战犯走出
了监狱。其中 ,*(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
安排工作，%(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 %(人是：国民党第 $%军中将军长王
秉钺、第 ,$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
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
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周养浩，另外 $人———王云沣、张海商、杨南、
赵一雪、张铁石———也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
官和政工人员。

-月 $日，中共批准了这 %(人的回台申
请。

推动与抵制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

湾去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
由：回台奔丧。
出殡定于 -月 %+日。-月 %-日，王秉钺

等 %(人进入香港。由此，海峡两岸开展了一
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搅得两岸三地纷纷扰扰，
全世界为之注目。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
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 %(人是
“共谍”“统战工具”。《中央日报》扬言，“这是
一个统战波次”，阻挡 %(人回台“是全面反统
战斗争”。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人入台，

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
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
结论是：“不反共的人，不能入台。”高层下令：
“宁输宣传，不输统战。”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 %(人的生活、
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
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 %(

人回台。
在北京的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

民党高级将领，发表谈话称，特赦人员想回台
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的心情是殷切的，
台湾当局理应派人到香港迎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从特赦战犯
看台湾问题》，辑录文强、沈醉、黄维等人的文
章，批评台湾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从 -月 %$日到 )月 %$

日，向北京发出 %(人回台简报 )(期。毛泽东
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是
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
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
都不得罪。

香港《工商时报》董事长、前国民党军上
将何士礼对王秉钺说：“台湾已被你们搞得晕
头转向了。”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
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
“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月 -日，原国民党 +*军政工处上校处
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
陆内幕和另外 "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
“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
“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
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
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张铁石走了，“亦无风雨亦无情”，摆脱了
是是非非的境地，摆脱了对妻妾、子女的牵
挂，却留给两岸一轮新的斗争“波次”。

+月 +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中央社消
息：“张铁石在港自杀，显系被共匪逼死。”
北京方面没有发表官方谈话。+月 "日，

中国新闻社发表第七批特赦战犯之一、原国
民党军统大特务文强的谈话：“张铁石先生是
因受蒋特务诱骗，而离开兰宫酒店，搬入老特
务徐亨所经营控制的九龙油麻地富都酒店。
因此落入陷阱，惨遭迫害而死。”

对身后的纷扰，张铁石已有预见，他留下
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
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
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
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
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
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
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
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
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
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
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入台大门紧闭着，要求进入的人紧敲着，
响声传遍了两岸，传遍了世界。有人甚至称张
铁石的死，是向台湾当局的“尸谏”。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
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
南邨、赵一雪回到大陆。

后来，段克文、王秉钺先后由美国进入台
湾。大陆又通过从厦门直接渡海的方式，陆续
送了几批宽释人员回台。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年第 $%期

B!"!"#$年 #月 #!日

星期六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孙钟焜

视觉设计：董春洁阅读

从第七批特赦到监狱大清理 ! 胡治安

1975年，我作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曾在为清
理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而
专门成立的“清理办公室”工作。
清理办公室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

联合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
就我一人，综合资料，处理来信。办公会议一般则在中

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召开，那里条件好，有茶水招待。
现在回顾起来，“清理办”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

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做了不少事情，
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
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
叩击。

" #&'(年 )月#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的第二次

会议讨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 图为

资料照片%被特赦的人员动身前往北京$

" 特赦释放人员张商海*左 !+&杨南邨*左 )+&赵一雪*左 #+三人因台湾

当局不准入境未能如愿返台#当他们返回北京后#在机场受到中央统

战部负责人李金德*右 #+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