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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大陆基本结束

分裂局面，但随着国民党退居台湾，台湾与大陆又处于分裂状态。为
了实现全国解放，毛泽东等人马上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武力

解决台湾的方针，随着形势的变化，又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方针。中
央政府对台决策的变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也为以后解决台湾问题

奠定了基础。
一、建国初期武力解放台湾方针的确立

随着大陆的全面解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乘胜追击，渡过

台湾海峡彻底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1949 年 8 月至 1950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岛屿，并准

备发起渡海战役。正当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台湾时，朝鲜战争爆发

了，美国公然干涉我国内政，派军队进驻台湾和台湾海峡，从政治、
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支持国民党当局，导致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对峙局

面。蒋介石虽然希望美国援助反攻大陆，但他也认识到美国制造“一

中一台”，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为此蒋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

表声明，肯定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坚定一个中

国的立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

约”，目的是共同对抗大陆，中央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

台湾。为反抗美国侵略行为，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共

同作战，一举攻下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猛烈

进攻，美国一面在台湾增加兵力，一面寻求国际上的“帮助”，妄想把

台湾问题国际化。蒋介石虽然希望增加外援，但他仍然指出大陆和

台湾不容割裂。毛泽东了解蒋介石的想法后，经过外交努力，争取了

苏联和东欧等国际社会的支持，粉碎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图谋。
之后毛泽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公布了对台新政策，告诫国民党

当局，美国人是靠不住的。蒋介石也认识到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难

以实现，将“反攻大陆”的政策改为“光复大陆”。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决策转变

上世纪 50 年代，国内外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国际形势

的变化，中央政府适时调整对台政策，1955 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

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此后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
1.支持蒋介石竞选台湾“总统”。由于蒋介石没有配合美国提出

的“两个中国”的主张，美国政府决定放弃蒋介石，选一个更听话的

人当台湾“总统”。恰逢台湾部分民众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打出民

主选举的旗号，美国人公然支持台湾搞所谓的民主选举，台湾政坛

出现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当时台湾“总统”候选人有胡适、陈
诚等人，经过再三衡量，美国人决定支持陈诚当“总统”，逼迫蒋介石

下台，以便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外宾

向蒋介石传话，支持蒋介石继续担任台湾“总统”，而且愿意给蒋介

石更多的国际空间，指出只要蒋介石去的国际场合我们不去。毛泽

东特意在外宾前的讲话，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为蒋“总统”选举

获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通过中间人加强同台湾当局联系。毛泽东支持蒋介石当“总

统”的态度和行为，使蒋介石心生感激，他逐渐萌生同毛泽东建立联

系的想法，加上周恩来后来提出的言论：蒋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

国，就是一大功劳，坚定了蒋介石希望尽快与中共方面建立沟通渠

道的想法。但当时苦于没有合适的中间人选，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

力，终于找到能够沟通的合适人选曹聚仁。曹聚仁先生是位爱国人

士，政治活动能力非常强，解放前与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都有密切

联系。大陆解放后，曹聚仁转道去了香港。上世纪 50 年代蒋经国两

次找到曹聚仁，密谈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建立沟通渠道的事宜。在

蒋介石的委托下，1956 年 7 月曹聚仁到北京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

谈，转达了蒋氏父子想与大陆沟通的想法，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表达

了希望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愿望及一些建设性做法。此后，曹

聚仁先生为实现国共再次合作全力以赴，多次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

间，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并秘密会谈，大陆方面

进一步阐明台湾和平解放后将给予蒋介石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聚

仁回去之后如实向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转达大陆方面的意见。经过

曹聚仁的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增加了信任感，并达成“坚持一个中国

立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共识[1]3。
3.制定“一纲四目”的宽大政策。1958 年炮击金门之后，毛泽东

提出在台湾回归祖国前提下，大陆方面愿意采取宽大政策：只要蒋

氏父子坚决抵制美国，大陆方面愿意与台湾合作，并让蒋介石经管

台、彭、金、马地区，蒋介石军队可以保存，但要让两岸通航，台湾不

能派特务来大陆。台、彭、金、马要整个回归祖国。上世纪 60 年代初

期，毛泽东进一步细化了宽大政策，增加了一些新内容，逐渐形成和

平统一的总体构想。周恩来后来把毛泽东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
并通过曹聚仁向蒋介石转达对台政策，为让蒋介石放心，又通过与

蒋介石和陈诚关系都较好的张治中进一步转达“一纲四目”的基本

内容。具体为：“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一是台湾统

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

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

悉由中央政府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

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不派遣特务，不

做破坏团结之举。蒋介石等人收到中国政府的建议后，决定提出他

们的一些意见。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经过

多次沟通，双方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蒋介石根据沟通结果

提出了六个条件：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仍任国民党总裁；蒋经

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省政府处理除外交与军事以外其他内政；台

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有困难由北京补助；台湾海、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
和实施了适合台湾的方针政策，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和平解
放台湾，但为以后解放台湾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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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

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保证台湾人民生活。这
六个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共同交涉而确立的，其中毛泽东

允许台湾拥有部分军队更是难能可贵，而且毛泽东深知蒋介石对庐

山的感情，主动提出把庐山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表达了中央政

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欢迎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2]299。
三、“文革”时期对台工作曲折发展

正当海峡两岸接触热络，和平统一工作不断推进之时，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

省》的社论，文章提出“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

湾赶出去”，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文革”初
期，对台工作的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徐冰、孔原等人先后被打

倒或受到冲击，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相继停止了对台工作。这

些做法使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红卫兵的极端举动也

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借内地“文革”之机

抓紧反共，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企图实现其“光复大陆”的
梦想。但随着美国与中国外交逐步正常化，蒋介石失去美国这个强

有力的靠山。1972 年“文革”进入后期，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台政

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

湾人士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 年共产

党还特赦了国民党的数百名特务和战犯，并任其选择去处。蒋介石

虽然佩服毛泽东博大胸怀，但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因为这时候两岸

中间人曹聚仁先生已经去世，虽然大陆又派与共产党交情较深的章

士钊继续沟通，无奈章老先生年老多病很快去世，海峡两岸再也没

有合适的沟通人选。“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大陆与台湾地区已经建立

起来的联系，国民党当局把中国的善意努力一律视为“统战阴谋”，
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导致大陆和台湾民众之间隔阂日益加深。加上

“十年动乱”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台湾经济却快速增长，台湾部分民

众面对大陆和台湾经济的巨大差距，不愿意回归大陆，给祖国和平

统一大业增加了许多障碍。直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

台工作才恢复正常，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革命家在艰苦的环境下，

还是保护了大批民主人士，为以后海峡两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台政策大致经历了“解放台湾”与

“和平统一”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等人为解决台湾问题积极沟

通协商，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推进了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台湾回

归祖国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无论祖国统一道路遇到多大的艰难

险阻，无论敌对势力如何阻挠，中国政府和人民收回台湾的信念和

意志决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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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西医派系的生成及力量消长比对

由于历史原因，近代中国的西医界始终有德日派与英美派之

分。清末民初，我国留洋习医者主要集中在日本，归国后，他们有的

被纳入急需西医人才的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有的开办医院，也有的

创办各地医学院校。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留日西医，学制仿

效日本，教科书引自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校在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

间完全照搬德国的医学教育制度，连教学用语都用德文，所以我国

留日学医人员与直接在德国医学校毕业者比较接近。他们和日本人

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医院及其附属医学校培训出的本土西医，共同形

成了当时的德日派[1]844。英美派西医的来源也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

留学英、美归国者，二是从英美派教会医院开办的医学校毕业者。清
末民初，美国庚款办学政策促成了中国留美热潮的兴起，其中不乏

有留美学医人员。19 世纪末，在华外国教会势力逐渐感受到了中国

本土医学院校发展给他们借医传教带来的压力，为了传教事业的发

展，他们也开始在中国创办医学校，如上海圣约翰医学校（1906）、济
南齐鲁大学医学院（1909）、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14）、北京协和

医学院（1921）等。这些英美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医学人才与直接留学

英美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背景相同或相近，故称英美派。总之，留学各

国的中国学子受到不同的医学教育及生活习惯影响，各以自己所知

为是、他人为非，于是各自成群，各自援引，各自创办了不同制度的

学校和不同规模的医疗卫生机构。
英美派与德日派西医不仅有数量多少之分，也有技术高低差

异。这些因素进而导致不同时期两派实力消长的转换。据 1932 年全

国登记医师统计，当时国内毕业的医师有 2552 人，占全国医师总数

的 87.44%，国外毕业者一共 367 人，其中留日医师最多，达 194 人，

留德医师 42 人；留美人员只有 74 人，留英 15 人，余则为留学其他

国家或地区[2]746。国内部分，毕业于德日派西医所办或日德两国在中

国开办的医学院校的，也占绝对多数。可见，德日派西医在民初占有

数量优势。不仅如此，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最高卫生行政机

关———卫生司，以及重要卫生行政机构（如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

验所、防疫医院），均由日派西医执掌大权。
实力的消长随双方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

潜变。比较而言，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西医时，日本医学尚未发

达，因而日派西医中只有少数人具有相当学术水平。英美派西医则

不然，由于教会医院及外国医学院校的支持，这些英美派西医可以

接受到比较系统的学习与训练。尤其是 1921 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

国民政府时期，西医学界英美派与德日派的派系之争严
重。派系纠葛导致卫生行政运行不畅，医学教育混乱，学术
交流受阻。它实质是政治派系斗争的延伸。
国民政府 西医 派系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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