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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年，人民炮兵成立了领导机关，确定了炮兵发展目标和方针，组建了
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人民炮兵建军伊始，就奔赴朝鲜战场，与步兵、装甲兵和空军配合，为抗美援朝战争
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人民炮兵经过战火的洗礼，在战斗中获得了实战经验。炮兵是高技术含量的兵种，建国初期
又是炮兵部队急速扩军的阶段，急需大量掌握火炮技术的官兵，人民炮兵通过创办炮兵学校和部队训练，为炮兵建
设提供了人才的支撑。炮兵部队在建军初期向苏联学习和接收苏联装备援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辩证学习和自主
发展的重要性，为以后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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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的战争中，炮兵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兵种，在合成作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种向诸军种、单一兵种向诸兵种转变，人民炮兵在
此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发展，并为以后的炮兵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目前关于人民炮兵的研
究侧重于陈锡联与炮兵的建设①，但未对人民炮兵的领导机构与人事、炮兵发展目标和方针、炮兵部队
建制、炮兵入朝作战、炮兵学校人才培养、炮兵部队训练，以及苏联援助与人民炮兵自主发展等问题展开
系统的论证。本文依托资料汇编、报刊、回忆录等史料，拟对人民炮兵的创建与奠基做以深入、全面和系
统的考证和论述。

一、炮兵的领导机关建制、发展方针与部队建设

解放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长期在农村中进行作战，条件落后，不可能强调炮、工兵
和装甲部队的建设”，军队的“装备是很差的”②，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以步枪为主，“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
我们吃过没有炮的苦头”③。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托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火炮，逐渐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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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炮兵部队。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47 年由防御逐渐转为
进攻，毛泽东指出，今后作战“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有
了相当的发展。炮兵一经发展，我们就到了攻击大堡垒的时候了”，攻打石家庄、济南、天津、太原等，
“都是由于炮很多，炮弹也充足”②。在济南战役后，据被俘虏的国民政府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罗辛
理讲到，“你们的炮弹象雨点一样直往下落，把我们指挥所完全打乱了。我们的炮在你们的炮火压制下，
完全不能发挥作用”③。在 1948 年末到 1949 年初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能
消灭了敌人主力，炮是起了主要作用的”④。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自从人民解放军
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国民党的防御体系“就显得渺小了”⑤。为了尽快解放全中国，并加强军
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要求各野战军必须“主要地是加强炮兵”⑥。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
民解放军炮兵已发展成为除步兵之外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这也为人民炮兵部队的成立和初步发展奠定
了基础。

( 一)领导机构成立与炮兵发展目标及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各军兵种领导机关成为一项重要且急迫的任务。

1949 年 12 月，中央军委致电四野，“军委即须建立炮兵司令部”，“拟调四野特纵副司令苏进任炮兵副司
令”，四野复电“同意”⑦。1950 年 3 月初，苏进完成广东沿海勘察地形任务后，抵达北京。同月 17 日，中
央军委任命苏进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负责筹建炮兵领导机关。4 月，中央军委任命重庆市委书记
兼市长“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⑧，陈锡联向刘伯承、邓小平表示，自己“没有统率一个兵
种的经验，怕干不了”，刘、邓对其讲到，“革命需要，不会可以学”⑨。因陈锡联尚需处理西南事务，暂未
到任，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实际负责炮兵司令部的筹建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指示，
“在组建过程中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要帮助和支持”，为贯彻聂荣臻的指示，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决定，
“凡属军委炮兵的事要先办，然后再办华北炮司的事”，一定“作好为军委炮司的服务工作”�10，华北军区
炮兵司令部为军委炮兵领导机关的创办做出了贡献。

1950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宣告成立，这是炮兵部队走上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轨
道的重要标志。10 月，陈锡联抵达北京，就任炮兵司令员，全面加强了炮兵司令部的领导。为尽快把领
导机构建起来，1951 年初，中央军委指示，“将 4 野炮兵机关的大部分人员调京”，在此基础上相继成立
了炮兵政治部、干部管理部、后勤部和军械部等机构。1951 年 4 月，中央军委任命彭嘉庆为第一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邱创成为第二副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贾陶为参谋长，苏进改兼军械部长，常树仁为后
勤部部长�11。5 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中共炮兵委员会，陈锡联、邱创成、苏进、贾陶等 6 人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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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陈锡联为书记①。1951 年 11 月，总后勤部军械部与炮兵军械部合并为中央军委军械部，陈锡联兼
任部长，封永顺任副部长，负责全军装备的生产、调配和管理工作。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组建之后，克服了
种种困难，逐渐完善了内部机构，在短期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制定了炮兵建设规划、炮兵作战方案、炮兵
机关和部队编制、学校教育方针和炮兵部队训练大纲等，这些工作的开展为炮兵的有序发展夯实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了建设强大炮兵的远大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抗美援朝作战和军队现代化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炮兵的建设是非常重视
的”②。1951 年 4 月，毛泽东为炮兵学校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③，明确指出了要建设一
支强大炮兵的长远目标。炮兵被斯大林誉为“战争之神”，朱德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炮兵“是人类
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兵种”，“现代战争仍然要重视炮的作用”，建国初期，集中力量发展炮兵是“一
个正确的选择”④。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指出，新兵种的建设“首先就是炮兵”，现代化的特点“就是
优越的火力，于是步兵不能没有炮兵协同动作”⑤。朱德为人民炮兵题词，“建设人民炮兵，保卫国防”⑥，
朱德的题词指明了建设强大炮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卫国防、捍卫国家主权。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炮
兵司令员陈锡联提出，“尽快把炮兵建设成为一支全军统一的、强大的、正规化的战斗兵种”⑦。在制定
了建设一支强大炮兵长远目标的同时，中央军委也制定了“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
兵”的阶段性计划⑧。在此时期，炮兵司令部还根据不同的需求，及时调整建设对象，如抗美援朝战争开
始后，炮兵建设的重点为优先发展地面炮兵，在美军对朝鲜北部发起绞杀战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转
向优先发展高射炮兵。中央军委和炮兵司令部制定发展强大炮兵的目标，犹如灯塔，为人民炮兵部队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央军委确定在步兵的基础上创建人民炮兵部队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
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转变，“要有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工兵、骑兵、伞兵和各式各样的兵种”，这样才
能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军队⑨。1950 年 4 月，毛泽东提出，现在军队五六百万，主要为步兵，
以后“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10。同年 5 月，朱德在中央军委参谋长会议
上指出，“空军、海军、坦克兵、工兵、炮兵如何配备，哪个该多少? 也须要研究”，他认为苏联“各种武器
的配置，各军兵种的数量等，都很恰当”，要学习苏联的军兵种的配置�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真正
有长期斗争历史传统的，“只有步兵”，要建设新兵种，“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础”，在步兵基础上建设各
军、兵种�12。建国初期的几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步兵向海军、空军、炮兵等部队调入了大量的官兵，支
援新军种、兵种建设，“在强大的陆军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崭新的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和各个特种部
队”�13，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大的历史性的转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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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炮兵部队建制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缴获中培养了自己的炮兵”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

军炮兵“有 4 个师、70 多个团、3 所学校和大量分队，有各种火炮 2 万多门”②，但火炮口径小、射程短、种
类杂，远不能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的重任，因此，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战斗力的炮兵部队是一
项急迫的任务。军委炮兵司令部组建后，朱德约见了陈锡联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抓紧训练干部，订购
武器装备，组建新的部队”③。

军委炮兵司令部组建 2 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开赴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炮兵与美军炮兵相比，
处于绝对劣势，为壮大志愿军炮兵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迅速地扩建炮兵部队。1950 年 10 月，志愿军炮
兵只有 3 个师建制，根据军委炮兵司令部的要求，中央军委从各军区“抽调 8 个步兵师，改装为炮兵”④。
为了使这批步兵掌握炮兵技术，“先后建立了 8 个训练基地”，军委炮兵司令部制定“紧张的、短期突击
的战时训练方法”，使其迅速完成对新装备的掌握与使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炮兵官兵只用了两三个
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改建与换装的任务⑤。在苏联的火炮装备援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得到了
不断的补充和扩编，到 1953 年上半年，人民炮兵“兵力共计 30 余万人，为 1950 年年初的 3 倍多”⑥。朝
鲜战争结束后，人民炮兵部队从大规模扩军转向了正规化训练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备主要源于战场缴获，种类型号复杂，且多数为骡
马拖拽的小口径、近射程火炮，已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建国后，炮兵装备急需更新。其一，从苏联引
进火炮。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武器装备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朝鲜战争期间，自
苏联引进“火炮数千门”，即有大口径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也有对空防御的高射炮，依靠这批装备，“有步
骤地装备了 82 个炮兵团又 177 个炮兵营”，炮兵部队的“苏式火炮就达 70%以上”，基本完成了由杂牌
向苏式装备的转变⑦。其二，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美军大炮。美军“怕切断后路”，一旦被断退路，“便举手
投降”，或“装备一丢，开着汽车就跑”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了敌人的大炮，改换了自
己的装备”，缴获的炮弹“给我军解决了弹药缺少的困难”⑨。但美军撤退前，一般会将大部分装备毁掉，
“缴获只是小部”�10。其三，仿制生产火炮。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薄弱，兵器工业只能生产一些小口
径迫击炮。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 53 式 82 毫米迫击炮、55 式 120 毫米迫
击炮与 56 式 160 毫米迫击炮;按苏方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 55 式 57 毫米反坦克炮; 按苏联图纸与技
术资料仿制了 54 式 37 毫米高射炮;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 54 式 122 毫米榴弹炮与 56 式 152 毫
米榴弹炮;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 54 式 76 毫米加农炮和 56 式 85 毫米加农炮�11。1954 年，因国
营 247 厂试制成功 76 毫米加农炮，毛泽东致电嘉勉，“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进国防力量上都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12。中国开创了自行仿制生产大口径火炮、对空高射炮的记录。各类火炮的相继仿制
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拥有了第一代制式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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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战争中的炮兵

1950 年 7 月 7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 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尚未抵达北京) 等作为
军种、兵种负责人参会，会议决定“4 个军 3 个炮兵师限 7 月底全部调往安东( 今丹东) 、辑安、本溪等地
集结”①。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即按此执行”②。10 日，周恩来致电高岗，“我炮兵中许多炮需要修理”，
“令东北之兵工厂根据战争需要准予提前修理”，并要求本月 25 日前“须修好”③。9 月 5 日，朱德指出，
“炮兵和高射炮过去有底子，但是准备新的战争，必须有一部基准炮及弹，须准备”④。炮兵部队按指示
修理了火炮，并准备了一定数量的炮弹，为入朝作战做了前期准备。10 月 8 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4 个步兵军及“炮兵一师、二师、八师”，“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
动”⑤。10 月 10 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请设法“速调
一至两个高射炮团”，毛泽东回电，拟于 14 日自上海调一个高射炮团到朝鲜前线⑥，14 日，毛泽东致电华
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高射炮团“即开东北”。⑦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线兵力为 4 个步兵军和 3 个炮兵
师，总计“二十五万人”⑧。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入朝，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序幕。中美双方都
十分重视炮兵，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炮战”，对炮兵寄予了厚望⑨。中
国也极其重视炮兵的使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主力开往朝鲜，但志愿军入朝之初，由于人民炮兵
建设起步晚，在装备质量与数量方面均远不如美军炮兵，当时美国一个军“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
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10。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设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匡裕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1950 年 12 月，炮兵司令部回国整休，炮司领导分赴各训练基地，指导组训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
力，8 个师的训练工作顺利完成，受训官兵掌握了基本的炮兵技术，达到了“走得动，摆得开，打得响”的
要求，各部自 1951 年 2 月起陆续入朝作战。此时原炮兵司令部改称“炮兵指挥所”，匡裕民任主任，同年
11 月，志愿军领导机关精简整编，“炮指改称炮兵主任办公室”，匡裕民任主任。1953 年 4 月，炮兵主任
办公室扩建成炮兵指挥所，高存信任司令员。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作为志愿军炮兵最高指挥机关，“虽
曾几次易名，但其职责基本未变”，志愿军炮兵指挥机关( 简称志愿军炮指) “在志愿军首长的直接领导
下，与其他业务部门相配合，负责炮兵部队作战行动的组织与指挥”�11。

第一阶段，自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5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历经五次战役，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以
南。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拥有“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而志愿军“只有少数的炮兵”�12。志愿军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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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炮多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部队中缴获的，炮老、型号杂、射程近和威力小，与美军相比，可谓天
壤之别。志愿军炮兵部队克服了装备差等困难，“在半年多的作战中，有力地支援着志愿军的步兵，予美
国侵略军以痛击。炮兵们以自己的勇敢和技术，战胜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炮兵”，在各次战役中，志愿
军炮兵压制了“占优势的敌人的炮兵”，为步兵开辟冲锋道路，“配合步兵大量地杀伤了敌人”。据被俘
美军官兵讲，“你们的炮打得准! 我们的炮虽然很多，可是没有办法制压你们大炮的发射，这是我们经常
感到苦恼的事”，“你们打的是什么炮呀? 又准又厉害，我们跟在坦克后面也不敢抬头”①。

志愿军炮兵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了以劣势武器战胜优良装备的敌人的一整套本领”②。其一，做好
炮兵阵地的隐蔽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装备损失。志愿军炮兵有意识做“伪工事”，吸引敌人火力，消耗
敌之炮弹，同时积极“构筑隐蔽工事”，不使之“暴露目标”，而碉堡式阵地既“费时又费事，目标暴露，易
被敌人轰毁，是不适用的”③，当时中国工业落后，火炮来之不易，补充困难，因此采取隐蔽工事是正确的
抉择。其二，充分利用地形、天气等有利条件，对敌实施打击。彭德怀要求志愿军炮兵“充分利用夜间，
实行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作战”，使得“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④。其三，抓住一切
可能的机会，对敌炮兵实施突袭。志愿军炮兵“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⑤。
其四，炮火的合理使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炮兵团对支援我军各师的作战，每次都起到重要的作
用”，120 迫击炮有几种炮弹，“穿甲弹、爆破弹、燃烧弹、烟幕弹，用起来机动灵活”，在战斗中，“把敌人的
坦克放到五六百公尺以内打，先用穿甲弹打，再用爆破弹去杀伤他的步兵，然后再用燃烧弹去烧他，使他
的坦克和驾驶员，都变成灰烬”⑥。

经过五次战役的洗礼，志愿军炮兵受到了全面的锻炼，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51 年
6 月，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五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
南，收复了朝鲜北部的土地，志愿军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经验。到 1951 年 7 月，志愿军预备炮兵“已
有 10 个榴弹炮兵团、3 个防坦克炮兵团、3 个火箭炮兵团、4 个高射炮兵师另 1 个团”。为了更好地总
结五次战役以来炮兵行军、作战经验和教训，同年 7 月，志愿军炮兵指挥所主任匡裕民在朝鲜主持召
开了炮兵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炮兵师、团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持久作
战、积极防御”的指示，匡裕民强调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明确了集中火力、阵地纵深配置等原则，
要求各部队抓紧利用战役间隙进行整训，特别是加强步炮协同训练，以准备迎接更复杂艰巨的战斗
任务”⑦。

第二阶段，自 1951 年 7 月，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积极的防御作战。
1951 年夏秋之际，美军发动夏秋季攻势，志愿军炮兵“在配合步兵作战中连续以猛烈炮火痛击美、李进
犯军”⑧，在粉碎美军的夏秋季反攻中，“志愿军炮兵部队的炮兵，发挥了强大的威力”⑨。彭德怀指出，该
时期“我们目前在现代化武器方面还有许多弱点，在这方面敌人暂时还占有优势”⑩。但总体上，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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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愿军炮兵已在逐渐地壮大，壮大的志愿军炮兵部队日益成为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战斗力量，志愿军
击退了敌军频繁的小股窜犯，并不断地以攻坚、袭击、反击和狙击等各种灵活的战术手段消灭敌军有生
力量。

美军地面部队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以其作战飞机的 80%，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的几乎全
部，发动‘绞杀战’，企图彻底破坏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线，瘫痪我军后方，窒息我前方作战力量”。面对
这一新的战场形势，彭德怀指示志愿军炮指组织在朝高射炮兵参加反“绞杀战”，志愿军炮指紧急调用 1
个高炮团和 15 个高炮营，并制定了“全线掩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战术。9 月，美军飞机开始集中轰
炸新安州、价川和西浦三角地带的铁路枢纽，企图炸毁一个关键点，而达到瘫痪整个朝鲜北部铁路系统
的目的。志愿军炮指作出进一步加强铁路及江桥方面防空力量的决定，陆续抽调高射炮兵部队参与反
绞杀战，增加到了 14 个高炮团又 23 个高炮营，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广泛游动作战的方针，将 2 /3
兵力配置于三角地带，同年 12 月在安州成立铁道高炮指挥所，吴昌炽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掩护铁路的高
炮部队①。在反“绞杀战”中，志愿军“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 264 架，击伤 1070 架”②。在志愿军高射炮
兵、工兵和运输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抵抗了敌人空军的破坏，修补了铁路公路，保证供应不绝”③，大量
的战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强大的炮兵，也有高射武器”，敌人的飞机也
不敢像“以前那样疯狂了”④。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建立起相当强大的人民炮兵和人民空军”，当将其使用于朝鲜
战场，“我们的战斗力就会显著地加强”⑤。中央军委和炮兵司令部将人民炮兵主力陆续调往朝鲜战场，
志愿军炮兵已有相当大的基础。在第一个阶段，“志愿军的炮兵部队使用的是数量既少、质量又差的炮。
他们就是以这样劣势的装备，配合着步兵大量地消灭了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但是现在，即使一年前曾经
到过朝鲜战场的人，看到我们强大的炮兵也会感到惊喜的。我们的炮兵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装备了新
式的现代化的大炮”，炮手历经实战的考验，火炮技术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有了这样优良的大炮和优秀
的炮兵，再加上其他胜利因素，这就使得朝鲜战场的形势大大改观了”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握有
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渐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⑦。

第三阶段，朝鲜战争进入停战签约前的以打促谈阶段。1952 年 10 月，美军以战俘问题为理由，蓄
意破坏谈判，“片面宣告休会，中断了停战谈判”⑧。同月，美军集中大量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在金化以
北上甘岭地区发起了攻击。战斗发生初期，上甘岭地区的志愿军炮兵的数量、火力不及美军，“敌我的火
炮比例为 5. 5 ∶ 1”，由于炮火不足，步兵在抵抗美军进攻和坚守阵地中，遇到了困难，但在志愿军炮指的
统一协调下，适时加强了炮兵兵力，“敌我火炮比例为 1. 6 ∶ 1”⑨。志愿军炮兵积极“建筑坚固阵地”，严
密“对敌侦察”，做到了“发现敌情快，组织指挥战斗快，火力反应快，射击准确、猛烈”�10，并采取集中使用
和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了以少制多的胜利。陈锡联指出，在上甘岭战役中，炮兵协同步兵“毙伤敌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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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人”，“其中被我炮火毙伤者达一半以上”①。美军“每天打的炮弹多时到过三十万发”，但阵地仍在
志愿军的控制之下②。毛泽东对此战评价，“过去 3 个月中，我已消耗炮弹 240 余万发”，志愿军能够取
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要素”③。

随着志愿军炮兵装备的不断补充，敌我炮兵装备差距逐渐减少，虽然志愿军在火炮的口径、火力方
面与美军依旧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军轻迫击炮和火箭筒多”，“敌军则榴弹炮、战车炮多过我军”，但敌
我火炮数量基本持平，1952 年 12 月，我军火炮 13000 门，敌军火炮 14000 门④。这一数量的变化与志愿
军炮兵入朝之初已有天壤之别。志愿军炮兵轰击着美军的“坦克群和炮兵阵地”，不准它们“自由行
动”，不准它们“发言”，志愿军官兵认为，“都说美国鬼子靠大炮吃饭，我看它这饭碗是不牢固了”⑤。该
时期，志愿军“已开始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空军，因而进一步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敌人已日益对我军
的炮火和防空力量感到畏惧”⑥。1953 年 3 月，周恩来就战俘问题提出两步走办法，停战后立即遣返一
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该办法为美方接受，中断的停战谈判得以恢复。

1953 年 6 月，正值停战协定准备签字前夕，李承晚集团公然“扣留了 2． 7 万余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
员”，并叫嚣“单独干”和“北进”。7 月中旬，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志愿军主动发
起了金城战役，该战役是志愿军使用炮兵“最多的一次进攻战役”，火炮“已达 1104 门，平均每公里地段
上有 44 门火炮”，就火炮而言，“我军稍优于敌，而在主要突击地段上则占有绝对优势”，重点地段达到
每公里百门以上的密度。7 月 13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1100 余火炮的支援下向敌发起多路攻击，在攻
击前，各炮兵群按原定计划向敌方阵地开始了持续炮火打击，敌方坚固工事大部被摧毁。14 日，志愿军
拉平了金城以南战线，此后转入控制和巩固占领线，16 日，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向志愿军反扑。在金城
作战中，志愿军炮兵部队坚持“阵地分散、火力集中并能互相支援的原则”，实施了“交互前推”战术，“保
证我炮火支援步兵作战不致中断”⑦。志愿军炮兵“在巩固阵地打敌反扑作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既支援了步兵，又以火力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该役“共毙、伤、俘敌 7． 8 万余人”，造成了签约
前的“有利态势”⑧。美军迫于战场形势，急迫与中方达成签约，并于 7 月 27 日与中国、朝鲜在板门店签
订了停战协定。

志愿军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任务繁重，既要支援步兵作战，还要同美军空军作战，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装备与美军存在
巨大差距，但“我们从敌人方面学会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们已经锻炼出来了”，美军使用了“最新式的飞
机、大炮、坦克乃至细菌武器”，志愿军“懂得了怎样对付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就学不会
这些经验，就不会把我们的国防力量像现在这样加强起来”，朝鲜战争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⑨。毛
泽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使志愿军各军兵种“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一条了不
起的经验”�10。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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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炮兵人才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炮兵的成长主要靠从部队中土生土长和战争实践的
锻炼，难得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培养和训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了新的装备，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它
掌握起来”，“但是现在我们干部战士的知识技术不够用，这便成为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努力学习，
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①。炮兵“是个战斗兵种，又是个技术兵种”，培养一批掌握火炮技术的
官兵，“是提高炮兵部队整体素质的决定性因素”②。尤其是在炮兵快速扩军阶段，炮兵官兵的培养更为
重要。1951 年 7 月 30 日，朱德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传统
步兵向陆、海、空军种和炮兵、装甲兵等诸兵种转型，为了“完成这个转变，我们的部队必须积极地学习和
提高技术”③。建国初期的几年，通过学校培养和军事训练，炮兵官兵掌握了基本的火炮技术。

( 一)炮兵学校建制与学校教育
炮兵军校就是炮兵部队建设的“重工业”和“老母鸡”④，这一形象的比喻恰当地反映出炮校建设的

重要性。朱德亲自为炮兵学校开学典礼题词，“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掌握现代化
的炮兵技术”⑤。炮兵是一个技术比较复杂的兵种，炮兵的武器装备不仅有各种性能不同的火炮，而且
还有各种对空与对地面目标的雷达、指挥仪、光学侦察、测地仪器、有线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多种型
号的牵引、运输车辆，因此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使得炮兵官兵掌握好各项先进的炮术及相关技术，炮校
教育是一项重要且长期的任务。

炮兵部队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干部”⑥，为适应炮兵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
批准成立了多所炮校。1950 年 8 月，朱瑞炮兵学校改称中央军委炮兵学校，毛泽东题写“中国人民解放
军炮兵学校”校名，1952 年 7 月该校改称高级炮兵学校，主要培养中、高级炮兵人才⑦。1950—1951 年，
人民炮兵相继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炮兵学校。1952 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3 所军械
学校为基础，成立高级炮兵技术学校、第一炮兵技术学校和第三炮兵技术学校⑧。此外，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内设炮兵系和炮兵工程系，也为炮兵部队培养了一批骨干
力量。1951 年 1 月 15 日，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其任务为“训练熟悉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兵种”⑨。根
据军兵种迅速发展的情况，刘伯承积极推动建设炮兵系，1952 年炮兵系正式成立，内设“地炮射击、地炮
兵器、侦察测地、炮兵通信和牵引车等教授会”，以张书祥为系主任。1954 年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司令员
高存信调任系主任，同时炮兵系增设“高炮战术、高炮射击和高炮雷达”等教授会，教员达到 100 余人，
到 1955 年，学员达到 400 多人�10。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为炮兵部队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化炮兵技术和
战术的师、团高级干部，对炮兵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1953 年 3 月 18 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副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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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粟裕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唯在技术上还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够满
足部队的要求”，为此，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借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学校辖炮兵工程系等 5
个系，毛泽东批示“同意”①。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同年 9 月 1 日，在哈尔滨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内设
炮兵工程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炮兵军事工程技术干部。

人民炮兵部队初建时期，较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师、团级指挥人才。鉴于此，中央军委决定
以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为基础建立炮兵学院。1956 年 5 月，军委炮兵司令部成立了炮兵学院筹备委员
会，苏进为主任，高存信、刘春为副主任，由军委炮兵机关和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协同筹备事宜。朱德亲
自为炮兵学院选定院址，他认为，“宣化距北京较近，靠近领导机关，便于指导学院的工作”②。在筹备过
程中，刘伯承为建立炮兵学院解决了教员、教材和器材等问题，6 月，他在军事学院党代表大会上提出，
“必须明年( 1957 年) 暑假前完成”，加速了炮兵系扩建炮兵学院的步伐③。1957 年 7 月 9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炮兵学院在河北宣化宣告成立，陈锡联兼任院长，这是当时人民炮兵的最高学府。

教员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员的质量，关系到炮兵学校建设的成效，教员的培养与水平提高是办
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朱德要求教员在“教学实施中很好研究创造新的方法，安心为学校服务”④。为了
弥补教员数量的不足和提高教员的水平，各炮校通过推行各种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其一，补充教员数
量。炮兵学校教员最初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炮兵人员、国民党投降的炮兵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这三个部分组成，但远远不能满足炮校建设的需要，因此炮校决定“从毕业学员中选拨文化水平较高、年
轻、优秀的干部留校任教员，充实教学力量”，通过自己培育方式，弥补了教员的不足。其二，以培训办法
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为提高教员的水平，炮校决定通过“搞教学法集训和定期总结教学经验，在实际
工作中提高教员的教学能力”。其三，在物质等方面保障教员生活，使其专心教学工作。炮校在十分艰
苦的情况，通过种种办法，“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其专心于教学工作”⑤。
其四，通过学习苏联教学经验提高教员水平。彭德怀指出，各军事院校“应继续研究和学习苏联的先进
军事经验和教学方法，注意逐步提高教员质量”⑥。通过以上措施，炮校教员短缺和教学水平不足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在炮校建设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军情的教学方法。第一，以教学为中心。在教学开
展过程中，各炮校提出“一切工作都围绕教学、保证教学，各行各业都为教学服务，保证教学质量”⑦。第
二，正规化教学。军事学校“应有正规的统一的计划和制度”，学校必须按军委批准的规章制度“来
办”⑧。刘伯承形象地以“一部大机器”为喻，军队生活秩序就如同“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
之间有规律和协同工作一样⑨。第三，学校教育要适合军队。朱德指出，“要注意学用一致，要适合军队
建设的需要，不要军队搞一套，学校又搞一套”�10。为了使学校的训练内容“符合部队建设的需要”，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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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文稿》( 中) ，第 21 页。

丁本淳:《朱德同志关怀炮兵建设》，何静修等编辑; 《回忆朱德》编辑组编: 《回忆朱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3 页。

孙维群:《刘伯承院长对炮系的关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 677 页。
《办好军校是建设军队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1951 年 9 月 19 日) ，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 8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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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每期的训练大纲都尽可能地先征求部队意见”，然后根据部队意见修订后实施①。第四，提倡专研
军事学术。“对于海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的技术，如现在不注意好好学习，将来怎样指挥呢”，“有
了现代装备，没有善于运用技术的干部，便是死的东西”，因此要求部队“好好学习技术”②。通过以上教
学方法的实施，炮校学员掌握了炮兵技术，炮校建设取得明显的成效。

( 二) 部队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迎来了快速的扩军阶段，新增炮兵部队官兵多

源自步兵，他们没有接触过火炮，完全不懂炮兵技术。除了通过学校系统教育，使得一部分炮兵官兵学
习炮兵的技术和战术，更多的是要通过部队训练，使官兵掌握基本的炮兵技术。现代化军队“首先是在
于提高部队的质量”，而提高部队质量又“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正规训练”③。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
后，“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的工作中心”④。

炮兵部队从短期集训向正规化与现代化训练过渡。炮兵司令部组建 2 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
开赴了朝鲜战场。在朝鲜战争初期，为快速增加志愿军炮兵部队起见，采取了突击训练方案。1950 年
11 月，中央军委调 8 个步兵师用以改建炮兵部队，“为使他们迅速掌握炮兵技术”，组建了 8 个训练基
地，采取了‘紧张的、短期突击的、战时的训练方法’进行改装训练”，“只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改装，训练
任务”⑤。各部训练结束后，即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战场。自 1952 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有步骤地开
展正规化的训练。1951 年 9 月 24 日，朱德在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
上指出，“一九五二年的训练计划，主要目的是使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从步兵到特种兵“都在统一
计划下进行训练”，“游击主义、分散主义等，均应纠正，不能保留”⑥。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
解放军掀起了正规化训练的热潮。1953 年 12 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
“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依靠
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⑦。贯彻条例是正规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建设一支正规化炮兵部队，就必须认真
贯彻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等，人民炮兵部队通过一系列的正规化训练，提升了炮兵的技术和作
战能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必须强调陆海空及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诸军兵种协同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
义”，各兵种“在战术上的协同动作，多半是依靠对技术的掌握来实施的”，如步炮协同是依托于“炮兵的
准确射击来实现的”，这就要求各兵种须加强自身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同作战⑧。

炮兵部队坚持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办法。在炮兵建设中，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
了政治工作，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在强调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明确了政治教育要与技术训练配合。朱
德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工作部门”应保证技术“训练”⑨。彭德怀也指出，政治工作要“给业务和技术
的提高以有力的保证，这样才能发挥其对军事建设的重大作用”⑩。基于此，中央军委“建立了特种兵的
政治工作，保证了特种兵的建设和技术训练任务的完成”�11。在新技术训练中，炮兵官兵出现了两种错
误倾向，一种是“看不起新知识新技术”，认为“过去没有新知识新技术也能打仗，也能胜利，便不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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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种是认为炮兵技术复杂，然自己又“没文化，又不懂什么数学、物理、化学，怕麻烦”①。经过不
断的政治教育，炮军官兵认识到了学习技术的重要性，这就是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结合的典型案例。

总之，通过各炮兵学校的培养及部队训练，短短几年时间，“全军炮兵共培训出数万名干部和数万名
技术骨干，基本满足了炮兵大规模发展的需要”②。

四、苏联援助与自主发展

苏联炮兵“是强大无敌的”，苏联炮兵的强大，是以其“强大工业为基础的”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人民炮兵装备进口只能寻求苏联。鉴于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差甚大，1951
年 5 月，中国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其任务在于向苏联“购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
备”④。在制定向苏联订购火炮的计划中，朱德向炮兵副司令员苏进指出，“数量要多些，口径和射程要
大，威力越大越好”⑤。在装备质量上，斯大林提出了积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每个师的装备不够强，“提
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毛泽东表示“这是完全正确的”，并指示徐向前照斯大林的意见“具体商
谈”⑥。经过谈判，苏联同意这六十个师的装备援助到“1954 年底完成”⑦。从 1950 年到 1953 年 7 月，中
方向苏联“订购接收了苏式火炮数千门”及相应的配套装备⑧。到 1955 年底，中国共接收苏联 1． 1 万多
门火炮⑨。苏联在援助中国军事装备上，“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10。

在引进苏联火炮装备的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了自主发展的重要性。1950 年 5 月，朱德在中央军委
参谋长会议上指出，“要尽量发展生产，把家务搞得更大”，“大炮、飞机都能自己造”�11。1953 年 1 月，毛
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搞兵工生产，没
有大炮，靠人海战术不行”�12。1954 年 1 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
指出，飞机、大炮等现代化装备“不是单靠国外订货所能解决的，必须建设我们国家自己的工业”�13，没有
属于自己的重工业，就不可能为装备的现代化提供后备支撑。根据我国国情、军情，中国走了一条由依
托进口到仿制苏式火炮，再到独立生产火炮的道路，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道路，符合国情的道路。

建国初期，在炮兵的苏联顾问“前前后后大概有几十人”，“少部分在机关，大部分在学校，部队没
有”�14。苏联顾问分首席顾问和顾问两级，苏军炮兵少将尼戈尔斯基是第一任炮兵首席顾问，1951 年下
半年奉调回国，他“对我军炮兵建设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尤其对炮兵干部的培训、炮兵领导机关的组建和
订购火炮工作，都给予很大帮助”�15。此后苏联又派来两名上校担任军事顾问，一个负责地面炮兵，一个
负责高射炮兵，此时没有首席顾问。1953 年，符拉基米罗夫中将担任炮兵首席顾问，在华长达 3 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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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与苏联沟通，“炮兵机关专门设了一个翻译组”，业务性的工作，“由炮兵各有关部门提出方案
或草案，经翻译组译成俄文，交专家征求意见;重要的事情，由炮兵领导与苏联专家直接商谈”①。各炮
校也配有翻译人员，以便与苏联顾问沟通。苏联顾问为人民炮兵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一，帮助建设炮兵
领导机构和拟定部队编制。其二，协助向苏联订购武器，指导部队训练。顾问对炮兵训练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意见”，并亲自指导官兵训练，要求严格，“战时仗怎么打，平时部队就怎么训”。其三，协助炮校
建设。苏联顾问“协助制定教学组织细则、教学法训练规定”等规章制度，解答了炮校提出的“有关学校
建设的各种问题”，并为炮校培养了优秀的教员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炮兵向苏联学习经历了从全面学到辩证学。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
放军确定“以伟大的苏联军队为榜样”③，号召全面学习苏联。中央军委提出“把苏军建军的一切先进经
验完全学到手的要求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通过学习苏联技术和经验，少走了“弯路”，实现炮兵
部队的快速发展④。因为炮兵部队执行全面学苏联的政策，故出现了“照搬苏军的模式”情况，“形式主
义的东西也不少”。鉴于此，陈锡联等提出，“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前提
下，再“借鉴和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⑤。人民炮兵逐渐由全面学向辩证学转变，既学习苏联的先
进经验，又不盲目照搬，通过不断摸索，逐渐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炮兵特色的发展道路。

结 语

通过几年的建设，人民空军、海军有了，陆军的“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⑥。朝鲜战争中，志愿军
炮兵圆满地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伟大任务，到抗美援朝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兵部队已具有一个
相当可观的规模，这在我国建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它为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初步奠定
了基础”⑦。到 1956 年，炮兵等各兵种都“有了很大的加强”，“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⑧。

建国初期，人民炮兵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
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代领导人为炮兵的发展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人民炮兵部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⑨。其二，全国人民对人民炮兵的支持。1951 年 6 月，抗美
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10，各行各业都积极筹款，用于购买飞机和大炮。
志愿军炮兵部队“用祖国人民送来的大炮，消灭了大量敌人，这功劳应该属于祖国人民”�11。其三，步兵
对炮兵的支援建设。人民炮兵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将大量步兵调入炮兵，支援炮兵建设，可以说步兵孕
育了炮兵。其四，炮兵领导机关和全体官兵的努力。在人民炮兵建设的过程中，“军委炮兵首长对炮兵
部队和院校建设抓得很紧”�12，同时炮兵官兵通过学校学习和部队训练，很快掌握了炮兵技术，推动了炮
兵部队的发展。总之，1949—1956 年的炮兵建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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