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三集 開國 - 橫渡長江

1949 年 1 月 21 日，
蔣介石召集要員在官邸開會。
會上，蔣以低沉的語調
宣佈辭去總統職務，
引退浙江溪口老家。
浙江省主席陳儀稱其
“急流勇退，適當其時”，
蔣聽後臉色大變，
七天后陳便招致殺身之禍，
實際上蔣仍在幕後操縱一切。
1 月 22 日是個週末，
代總統李宗仁
卻急不可耐的開始辦公。
他致信毛澤東提出和談，
並親赴上海
請出章士釗、邵力子等
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 ”
的名義遊說北平。
共產黨接受了他的建議。
4 月 1 日，
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團飛往北平，
張治中代表最後一個登上舷梯，
他深沉地回望著歡送的人群，
下面並沒有自己的夫人和孩子；
幾小時前他們已經被秘密轉移，
在張治中看來，
戰與和對國民黨政權都已無濟於事，
自己踏上的注定是一條不歸路。
談判進行了半個多月，
雙方擬定了
《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申明，
無論戰、和，解放軍都要過長江。
長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阻止過
中國的統一，
國民黨劃江而治的美夢，
徹底破滅。
4 月 20 日，
李宗仁電告張治中，
拒絕在修正案上簽字。
毛澤東、朱德當即發佈
《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命令解放軍奮勇前進，
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敵人。
解放軍百萬大軍，
在西起江西九江，
東至江蘇江陰，
長達千里的長江北岸，
以木帆船為主要航渡工具，
排山倒海強渡長江。

這時兩艘英國軍艦闖入作戰地域，
開炮攻擊解放軍船隻。
解放軍當即開炮還擊，
英艦紫石英號被擊傷。
4 月 23 日，
解放軍以猛烈的攻勢突入南京。
南京總統府大廈上的國民黨黨旗
徐徐飄落，
蔣介石 22 年的統治
從此宣告結束。
這天，毛澤東在雙清別墅看了
關於南京解放的報導，
詩興大發，揮毫寫下了
自 1936 年以來的第一首詩
《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這天清晨，
李宗仁登機飛離了南京，
駕駛員注意到
李宗仁在南京上空轉了兩圈，
比蔣介石離開時多轉了一圈。
此時的蔣介石深感
已走到了絕境的邊緣，
第二天便悄然離開了溪口，
臨行前他先到母親墳前拜別，
然後走上鳳凰山，
對故鄉作最後一次眺望。
往事不堪回首，
他描述自己的心態是
“沉痛心情，
更非筆墨所能形容于萬一”。
從此蔣介石再未回過溪口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