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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主帅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

的重要环节。由谁出任主帅一直是出国作战前中

央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首先考虑的是

粟裕，其次是林彪，最终决定的是让彭德怀挂帅出

征。考察主帅任命的历史过程，有利于从一个侧面

了解中共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一、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

军势如破竹，进展较为顺利。但美国很快出兵朝

鲜，干涉朝鲜内政。此时，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的

发展作出两种判断。一种判断是北朝鲜军队继续

顺利向南推进，驱逐美国军队，歼灭南朝鲜军队，

解放全朝鲜，结束战争；另一种判断是美国迅速向

朝鲜投入部队，阻止北朝鲜军队南进，战局呈僵持

状态。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

应有所准备。出现第一种情况，中国则“备而不

用”。出现第二种情况，中国则“应该很快地积极准

备”[1](P45)。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950 年 7 月 7 日，周恩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

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同日，中央

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会议决议报告毛泽东，

提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当日批复表示同意[2](P161)。10 日，周恩来主持

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13 日，根据以上两次会

议精神，中央军委正式形成《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

决定》，当天得到毛泽东批准。《决定》对粟裕拟任

职务予以重申[3](P53)。
其实，在保卫国防会议召开的前一天（7 月 6

日），毛泽东就已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要求

粟裕于 7 月 18 日到北京接受重要任务[2](P161)。这时

粟裕身体状况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

症时常折磨着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

下来，耽误大事，粟裕致电毛泽东，提出是不是可

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4](P854)。7
月 10 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让他

养病缓来，但仍希望他于八月上旬来京[2](P161)。毛泽

东之所以如此回电，主要是因为部队的调动部署

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 8 月上旬结束。粟裕到

时领受任务还来得及。
7 月 14 日，粟裕旧病复发，难以坚持工作，经

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到青岛疗养。17 日，毛泽东

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粟裕于 8 月上旬报告

身体情况，指出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

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2](P163)。由于病情加重，半个月

后，粟裕按照要求向毛泽东如实报告了病情。8 月

1 日，他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信中说，

病情未见好转，但“又因新任务（指抗美援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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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
8 月 8 日，毛泽东回信说，“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

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5](P500)。
毛泽东这封回信的语气和上两封电报的语气

明显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这时朝鲜人

民军已解放朝鲜南部 90%以上的地区和 92%以上

的人口，美军和南朝鲜军被压缩至仅有 1 万平方

公里的地域[6](P84)。战争局势有利于人民军，中国不

急于出兵。第二，为了统筹部队集结后的指挥和后

勤保障问题，东北边防军实现了统一指挥，边防军

指挥机构的成立时间可稍稍推迟。7 月 22 日，周恩

来与聂荣臻联名向毛泽东提议，边防军先归东北

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

应，将来粟裕、萧劲光、萧华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

令部。第二天（23 日），毛泽东批示予以同意[7](P80)。
8 月下旬，粟裕由青岛转往无锡疗养，9 月初

又经上海回南京家中疗养。直到 10 月初中央决定

志愿军出兵之时，他一直在养病。
那么，粟裕没有挂帅出征，是托病请辞，还是

病情突然加重、不能赴任呢？综合各种材料来看，

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主要理由有如下三点。
第一，粟裕确实有病，不能正常工作。粟裕一

生六次负伤。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紧张劳累使

他患有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据他本

人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他曾七昼夜没有睡觉，

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

后，病情严重起来，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参加[8]。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身体并不好，但解放台湾和华

东方面的军事重任在肩，仍然坚持工作①。1950 年

7 月中旬，粟裕旧病复发，不仅无法坚持工作，甚至

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

直线上[9](P242)。由于粟裕身体状况不好，一时不能回

华东局工作，陈毅、饶漱石于 11 月 16 日致电中共

中央，决定陈毅代替粟裕主持华东军区工作。这一

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2 月，粟裕由夫人楚青陪同

去苏联治病，经过一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

过度紧张、疲劳、受伤次数过多（且有两次伤及脑

神经），致造成经常头疼，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休

养。经过手术和疗养，到 1951 年 8 月，身体才基本

痊愈[5](P502-503)。
第二，粟裕对出兵朝鲜有所准备。据《粟裕传》

记载，粟裕接到新任务后立即着手准备工作，要华

东军区司令部选配作战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

空军的蒋天然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的飞机数量和作

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

作战的三野第九兵团参战。他说：“毛主席一定要

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4](P854-855)这说

明，无论是行动上还是思想上，粟裕对带兵出征有

一定的准备。
第三，中共中央为粟裕配备了得力的左膀右

臂。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在确定

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同时，任命萧劲光为

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这充分体现了毛泽

东和中央军委的深思熟虑和知人善任。萧劲光既

是毛泽东极度信任的将领，又是粟裕的老相识、老
朋友。②解放战争中，萧劲光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

司令员、第一参谋长、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

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从职务上看，长期是林彪的助

手。萧华是萧劲光的老搭档，两人共事很久，关系

很融洽。在选边防军副司令员的问题上，毛泽东理

应考虑到以下四个因素。首先，此人必须来自四

野，因为四野占东北边防军的绝大多数；其次，此

人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

四野的“骄兵悍将”；再次，此人应是毛泽东极为信

任的人；最后，此人与粟裕要有良好的关系[9](P240-241)。
仔细分析，萧劲光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了。从这三

人的搭配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边防

军指挥机构的设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周恩来和

聂荣臻后来说，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从作

战上来说较为有利”[7](P80)。粟裕应该一看就能明白。
加之，毛泽东很信任粟裕，对他催促很紧，却又耐

心等待。③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他没必要甚至不可

能托病请辞。由于粟裕后来未能到任，萧劲光和萧

华也未出征朝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安排他

们时的考虑。
二、林彪“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
中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后，林彪积极参与

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在用人问题上提出宝贵

意见。早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国防会议上，林彪同

意以第十三兵团为基础成立东北边防军，同时提

议将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与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

胜对调，因为黄永胜难以胜任东北边防军的工作，

而邓在各方面素质均强于黄。罗荣桓、刘亚楼同意

林彪的提议[10]。这一建议为会议所接受④。8 月，根

据邓华的请求和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任命洪学

智为第 13 兵团第一副司令员[6](P73)。8 月 23 日，周恩

来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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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应问题，决定“待聂荣臻

回京后，再一同与林彪商决”[3](P66)。据《周恩来与抗

美援朝》一书记述，9 月初，当朝鲜战局正处在胶着状

态、胜负并不明朗时，林彪并未表露出怯战[11](P119)。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何时把林彪纳入志愿军主

帅人选的呢？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推断，时间应该

在 8 月底 9 月初。8 月 30 日，高岗通过朝鲜方面传

来的消息和我方外交人员送来的情报写出《朝鲜

战线情况报告》，并报送毛泽东。《报告》“建议指挥

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才早日来东北，以便作充分

准备”[12]。毛泽东于 9 月 3 日复信高岗，“林、粟均

病，两萧此间有工作⑤，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

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2](P183-184)这说明，除粟裕

之外，毛泽东在主帅人选中已把林彪作为一个重

要考虑对象。
此时作出换人考虑固然与粟裕的身体状况有

关，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更多的应该是朝鲜

战局的发展。
8 月初，人民军胜利进军时，毛泽东就估计到，

美国不会善罢甘休，而且很可能会从朝鲜腹背发

动登陆作战并扩大战争。毛泽东认为，“如果美帝

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因此，“对朝鲜不

能不帮”，“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

所准备”[2](P168)。此时，他明确提出，边防军“八月内可

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
并要求“各部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

动作战”[2](P168)。但边防军装备急需大量补充，编制有

待调整，8 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困难很大。15

日，高岗向毛泽东致电反映了这一情况。三天后

（18 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将边防军训练和其他工

作的完成时间延长至 9 月底[2](P173-174)。8 月底，人民

军进攻釜山受阻，加之，美军在釜山已构筑坚固的

防御，很可能抽调机动的部队对人民军实施反击。
为应对时局的变化，中共中央一方面对朝鲜战局

作出长期化判断，一方面要求军委“集中十二个军

以便机动”[2](P180)，来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按照中央

预先的第二种判断，朝鲜战争长期化局面的出现

促使中央“很快地积极准备。因为这种准备即将成

为现实”[1](P45)。
在“这种准备即将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任命

主帅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较为紧迫的问

题。据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王亚志讲，在当时的中

共将领中，能指挥多兵团协同作战的有 6 人，即彭

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和陈赓。⑥那么，

粟裕之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这时只把林

彪加入考虑对象呢?笔者认为有三点缘由。
第一，林彪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战功颇

为显著。抗日战争结束后，林彪率领大军驰骋在东

北战场上，率领部队人数一度达到 70 余万人（不

含军区部队）；东北解放后，领兵挥师关内，参与指

挥平津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又进军南下。到

1950 年 1 月，其所指挥的中南军区即第四野战军

部队已达 150 万人（含军区部队）。他指挥的部队

足迹踏遍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十

四个省、市、自治区，所取得的战绩较为显赫。第四

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建

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举行了辽沈、平津、衡宝、广
东等战役，先后消灭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余汉谋

等四个集团以及其他部队，解放东北全境、华南一部

和中南广大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 188 万余人，消灭

土匪 135 万余人，两者合计为 323 万余人[13](P22)。林

彪高超的指挥艺术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说

他打仗的特点是又狠又刁[14](P172)。出战朝鲜当然要

选像林彪这样指挥才能出众的将领。
第二，朝鲜北部所在的纬度与东北大体相近，

两地气候、地形、风俗人情也有许多相近之处。林

彪曾在东北指挥作战，深谙东北的气候、地形、风
俗人情，一旦出兵朝鲜，应该能很快适应朝鲜战场

环境。与其他五个将领相比，这是林彪的优势。
第三，东北边防军由四野的第 38、第 39、第

40、第 42 共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共 25.5 万人组

成。虽然后来调第 9 兵团部队北上至山东津浦铁

路沿线整训、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调第 19 兵

团部队至陇海铁路沿线机动位置、作为三线部队，

但先前调遣的四野部队处于一线位置，随时待命

出征。毛泽东一贯要求部队作战要慎重初战，以求

旗开得胜。这与林彪的指挥方式和性格很相符。由

林彪率领自己指挥的部队出战，胜算的可能性较大。
除以上三点原因外，林彪生于 1907 年 12 月，

当时只有 43 岁，在六位将领中年龄最小，这也应

是其中一个原因。因此，后来邓小平在谈到林彪时

说，“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15]。
毛泽东曾与周恩来等中央书记处领导成员商

量过，准备由林彪带兵出征⑦，但中央并未将这一

消息正式传达给林彪[11](P119)。可能基于以下两方面

的考虑，一是中央仍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因为 9

月 3 日毛泽东致信高岗，预估粟裕和林彪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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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能到东北去。如果粟裕病愈，应该还是让粟裕

去；二是林彪身体不好，中央对此确有顾虑。于是，

中央采取让林彪多了解朝鲜战况以备不测的办法。
林彪此时也心领神会。9 月 7 日，时任中国驻

朝鲜大使馆一等参赞柴成文（即柴军武）紧急应招

回京，带回与倪志亮大使商定的《汇报提纲》，8 日

向聂荣臻汇报朝鲜局势。《汇报提纲》对朝鲜战争

发展趋势作出评估，认为一方面人民军同敌军已

形成对峙状态，难以再进；另一方面人民军在三面

环海的一个狭长半岛上作战，既无制海权，又无制

空权，长期下去，十分不利。《汇报提纲》估计美军

可能会在仁川或其他地区登陆。因事关重大，聂荣

臻当天把《汇报提纲》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

示，让周恩来约柴成文一谈。8 日夜，周恩来听取柴

成文汇报朝鲜战场态势和朝鲜后方有关情况。鉴

于驻朝使馆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要，周恩来指示军

委办公厅将这份材料送林彪一阅，并指示柴成文

直接向林彪汇报一次。柴成文在汇报时感到林彪

已看过提纲⑧。这说明林彪很关心朝鲜战况。
在这之前的 8 月 31 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

名指挥员联名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分析

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志愿军参战时机、朝鲜半

岛地形对志愿军的运动和后勤运输造成的困难。
信中不仅预见到朝鲜战局可能出现逆转，而且指

出敌军在平壤或汉城附近登陆的可能[12]。
林彪一边听汇报，了解战局，一边做带兵出征

的准备。美军仁川登陆后，林彪把四野二局（技术

侦查局） 局长彭富久和政委钱江从武汉紧急召到

北京，向他们交代：朝鲜战争很紧张，“中央正在研

究出兵援朝问题，可能要我去朝鲜”。同时，林彪要

求他们以四野二局为主组建一支技术侦查队伍，

准备随他赴朝工作，并嘱咐道：“此事中央正在讨

论中，要做好准备，但暂不要对别人讲。”[16]

美军仁川登陆后，林彪对出兵朝鲜的态度变

得谨慎起来⑨。据有的纪实文章记述，9 月下旬，林

彪曾就中国派兵入朝参战问题与毛泽东做过一次

谈话，认为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极为悬殊的条件

下，如贸然出兵，必将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以

后的几天毛泽东找林彪又谈了这个问题[17]。但这一

材料的出处不明，尚不能作为毛林谈话的直接证

据。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就朝鲜战争局势及出兵

援朝问题有过谈话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内容不

得而知，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挖掘⑩。
由于种种原因輥輯訛，林彪未能领兵赴朝作战。中

央随之开始考虑任命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主帅。
三、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对人民军形成南北

夹击之势，28 日攻占汉城，29 日进至“三八线”附
近。与此同时，美国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对东北边

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查、轰炸和扫射；美国

海军在公海上无理截击中国商船[6](P86、89)。面对美国

的嚣张气焰，（30 日）周恩来发出“不能听任帝国主

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的严重警

告[3](P82)。
为应对危局，（28 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召开政

治局紧急会议，认为由于人民军未能撤回，北方军

力空虚，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将无力抵

抗。因此，政治局一致同意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

军事援助。会议一致通过以金日成和朴宪永名义

联名向斯大林的求助信輥輰訛。30 日，朴宪永向苏联驻

朝大使面交了求助信。10 月 1 日，斯大林阅信后致

电苏联驻华大使，要求他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建

议中国出兵[6](P147-148)。当日，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致信

毛泽东，请求给予他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

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

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6](P149)。金日成当即派

特使朴一禹带着信件来到北京。
10 月 1 日中午，毛泽东收阅苏朝两国来信，听

取朴一禹介绍朝鲜战况。随后，毛泽东临时召集书

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紧急开会，讨论

对策。2 日凌晨 2 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高

岗、邓华的电报，作出三项决策：一是让高岗接电

后即刻到京开会；二是由邓华命令边防军提前结

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征；三是让邓华将部队准

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央[2](P201)。由
此可以看出，此时出兵作战已如弦上之箭。

危急时刻，志愿军主帅人选再次成为摆在中

央面前的突出问题。2 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

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已是万分火急，但会上多

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 10 月 4 日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讨论出兵作战问题。同时，毛泽东要周

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到京参会[2](P203)。由此

推断，可能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放弃了让林彪赴

朝作战的想法，临时改派彭德怀带兵出战輥輱訛。
这一推断也可从彭德怀到京参会的过程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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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彭德怀传》对此已作出详细的记述[18](P236-237)。10

月 3 日，华北因天气不好，不宜飞机航行。接彭德

怀的飞机 4 日上午才由北京起飞。近午时分，彭德

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

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

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去

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

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

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

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尽

管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

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到京

后，彭德怀径直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

来与之握手。进入颐年堂会议厅后，毛泽东首先发

话：“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

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

法。”彭德怀坐定，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后才知道会

议对援助朝鲜有不同看法。彭德怀因不明情况，没

有发言。第二天上午（5 日），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

办公室。两人落座后，毛泽东让他谈谈对出兵的看

法。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

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问，“你看，出兵援朝

谁挂帅合适？”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

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

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

吧？”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
泽东让彭德怀在当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摆

摆自己的看法。彭德怀在下午的会上作了支持出

兵的发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以上记述进一步证明，中央此时已决定让彭

德怀带兵出征，而彭德怀感到有些突然，但慨然接

受了中央的安排。
10 月 8 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

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时命令部队“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2](P206-207)。同

日，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到沈阳，布置出兵援朝前

的最后准备工作。
毫无疑问彭德怀对出兵朝鲜的态度是坚决

的，但他内心也有一定的顾虑。从现有资料来看，

顾虑的主要是武器装备和敌之制空权问题。1955

年 2 月，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及抗美援朝时

说，“毛主席第一次征求意见，我说：‘苏联完全洗

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

心的。’后派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
炮、弹，以出厂价格五折支援，但苏不出动飞机。毛

主席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

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
后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

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否则，我们将

来再想打，就无口可借了’，这几句话，使我最后坚

定了下来。”[19]这段话说明，如果苏联“完全洗手”或
“半洗手”，彭德怀对出兵朝鲜的态度不是很坚定

的，只是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才“坚定了下来”。
确实，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中央出兵援朝的进程。因为，这一问题既

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重视的问题，也是影响军

方出兵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可以从接下来

发生一些史实中反映出来。
10 月 4 日至 5 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多数人反对出兵，其理由除包括国内面

临的困难外，还包括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

制空权、制海权等[2](P204)。
6 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会谈中表

露出对空军问题的“极其关注”輥輲訛。
9 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军

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抗美援朝决定。各军干部考虑

最多的还是空军支援问题。在会议进行期间，彭德

怀和高岗致电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

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

并由何人负责指挥？”[18](P238)当时志愿军兵团的主要

负责人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 （尤其

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

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20](P27)。
11 日，周恩来、林彪和斯大林举行会谈，向斯

大林提出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问题。斯大林表示，

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

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未准备好，须等待两个月或

两个半月才能出动[3](P85)。
12 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关于 11 日

会谈情况的联名电报后，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进

行讨论，命令部队“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

动”，同时召彭德怀、高岗来京会商[2](P211)。
13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

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

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2](P211)

紧接着，中方得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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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

内作战。[3](P87)

17 日，毛泽东再度召彭德怀、高岗进京，并延

迟部队出动时间。
1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周恩来汇报同苏联

领导人的会谈情况，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入朝准备

情况。鉴于斯大林虽不同意苏联空军入朝掩护志

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

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 19 日入朝作

战。[3](P87)、[2](P215-216)

19 日傍晚，彭德怀带着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

和一部电台乘吉普车首先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

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幕。
结语

在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粟裕、林彪、
彭德怀先后被作为志愿军主帅的人选。但三人中，

中央考虑粟裕的时间最长，林彪次之，最后彭德怀

仓促受命。这既与粟裕、林彪的身体状况有关，也

与朝鲜战局的发展有关。
一方面，粟裕病情加重，使得中央在考虑他的

同时又不得不耐心等待。但直到志愿军出兵朝鲜，

他的病情没得到根本好转，中央只好放弃。因林彪

身体长期不好，中央把他作为备选对象时对此有

所顾忌，于是采取让他多接触朝鲜战况以备不测

的办法。
另一方面，8 月底之前，朝鲜战局的发展有利

于人民军。这时，中国军队不急于出兵，因此，中央

有足够的时间等待粟裕。8 月底，朝鲜战局呈僵持

状态。这时，中央判断出兵已属必然，林彪随即被

纳入人选之一。但中央当时只是积极准备，并没有

紧急出战的打算，这样，中央考虑林彪时仍有预留

时间。但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人民军

损失惨重。这时，朝鲜向中国提出出兵请求，苏联

建议中国出兵。面临严重局势，粟裕、林彪不能赴

任，新的人选一经任命，必须即刻带兵出战。彭德

怀就是在这一历史环境下接受赴朝作战的神圣而

又庄严的使命的。
注释：

①据张震回忆，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

1950 年 7 月初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请中央军

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后经毛泽东批复，只同意他休息

到 8 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
———张震：《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6

页。

②萧劲光在《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

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一

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 页。
③1950 年 8 月 26 日，周恩来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

备会议上说，“将来部队行动后，前线指挥要一个统帅去，萧

劲光、萧华也是在部队出动时再去。”———《周恩来军事文

选》第 4 卷，第 47 页。张雄文据此认为，萧劲光、萧华都是毛

泽东特意安排给粟裕的副手，可见此时，中共中央与军委仍

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

裕》，第 251 页。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④王亚志回忆，东北边防军组建时，毛泽东询问林彪的意

见，林彪提出两兵团司令员对调的意见，毛泽东遂采纳了林

彪的建议。———转引自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

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
也有人回忆，这个意见是罗荣桓提出的。———杜平：《在志

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 页。《毛泽东与林

彪》一书中的说法应该较为可靠。该书的作者之一于化民先

生说，“当初写作，我与胡哲峰兄有个分工，红军时期由我完

成，后面的是胡兄所写。故来信所问三条材料的出处，我很

难给出明确的答案。胡兄已离世多年，但依我的了解，他所

以写入相关内容，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前两条事情，我在阅

读有关资料也有印象，只是说不出详细来源。”（2014 年 7

月 16 日）这里引用的文献是向于先生求证的第一条，在此

表示感谢。
⑤林、粟，指林彪、粟裕；两萧，指萧劲光、萧华。
⑥转引自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
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

2012 年第 11 期。有的学者分析，野战军级军事主官当时只

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五人中选择。———
《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 263 页。王亚志分析

说，在以上六人中，林彪、粟裕和徐向前均在病中，刘伯承已

内定主持筹办陆军大学，陈赓则受命去越南协同胡志明作

战。因此，这时能够挂帅出征的只有彭德怀了。这种分析有

点简单，试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难道刘伯承主持筹办

陆军大学，陈赓受命援越，比受命出征朝鲜还重要吗？

⑦时任总参作战室参谋雷英夫回忆，毛泽东曾向周恩来透

露过让林彪担任志愿军统帅的想法。———雷英夫，陈先义：

《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2

页。
⑧该处综合了以下史料：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

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59 页；《访赵勇田———毛泽

东决策抗美援朝》，载《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册，辽宁人民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7 页；《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1 卷，第 185 页；《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上卷，第 77 页；《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第 118—
119 页。
⑨有的学者认为，美军仁川登陆后，林彪对朝鲜战局和中国

援朝作战失去信心。———见张民，张秀娟：《周恩来与抗美

援朝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9 页。此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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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林彪对出兵援朝变得谨慎，就是中央其他领导也变得

谨慎起来了。
⑩9 月 17 日，毛泽东预感形势将发生大的逆转，于是致信

东北局领导人高岗，要求做好出兵准备。———《统帅部参谋

的追怀》，第 167 页。既然要做好出兵准备，任命主帅自然应

在考虑之中，因此，毛泽东此时应在通过谈话观察林彪的态

度。
輥輯訛关于林彪未能领兵赴朝的原因，学界和当事人回忆主要

存在以下四种不同的说法，1.确实有病，不能出征；2.托病推

辞，不愿出征；3.贪生怕死，不敢出征；4.珍惜名望，不想出

征。其中，2、4 两种说法较多。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又

得不到确证。这一问题很可能无解。
輥輰訛金日成和朴宪永在信中详细讲述人民军目前面临的不利

形势，然后写到，“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

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不能做到这

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

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抗美援朝

战争史》（第 1 卷），第 146—147 页。
輥輱訛有的学者认为，林彪和高岗原是前锋和殿后的领衔人物，

均不赞成出兵，严重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策。中央明确林彪

不能挂帅出征的时间也应该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与

抗美援朝战争》，第 119—120 页；《毛泽东与林彪》，第 305

页。
輥輲訛罗申在电报中说，毛泽东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

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 1000 架飞机，中国人暂时

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

队，这是因为：（一） 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

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认

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

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

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

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

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

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罗申关于毛泽东对出兵

的态度问题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7 日），载沈志华：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2003 年，第 5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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