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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人民解放军的立威之战。开国领袖毛泽东，是抗美援朝的发起

者、决策者、指挥者。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就没有抗美援朝如此辉煌的胜利。抗美援朝有两个仗、四
个战场: 两个仗是文仗和武仗; 四个战场是朝鲜作战的战场、开城及板门店的谈判、中国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国际

上反对美国侵略的力量同侵略力量的斗争。这两个仗、四个战场，毛泽东都是主导者、指挥者。尤其是他经过反复

思考，反复做说服工作，异常艰难地作出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并以一系列正确预见，引领这场战争不断取

得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享受到巨大的和平红利。毛泽东和抗美援朝战争，应当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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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ounding Father Fighting for New China
———Mao Zedong and War to Ｒ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Yang Dongquan
( The State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PＲC，Beijing 100019)

Abstract: The War to Ｒ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s a critical event for both newly － founded China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ao Zedong，the founding leader，was the decision － maker and commander of the war against

US aggression． Without Mao，the history for China would be different，and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such a brilliant victo-
ry for the young republic． There were actually two kinds of combats and four battlefields of resisting the US Aggression and

assisting Korea: one verbal combat and the other military; the four battlefields being the battlefield in Korea，the negotia-

tions at Kaesong and Panmunjom，the relevant campaign in China，and the fight between the forces against US aggression
and the forces of aggression across the world． Mao Zedong was the leader and commander of these two combats and four bat-

tlefields． After a lot of deep thinking and persuasion，he made the difficult and final decision of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entering the DPＲK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With great strategic foresight，he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win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during the war． Mao and the War to Ｒ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should forever be recor-

ded in histor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War to Ｒ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war decision; strategic foresight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新中国的最大一场反侵略战争，更是中国

几千年历史上打败所含国家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的一场对外战争。它是一场正义之战，胜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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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和人民解放军的立威之战。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场

对外战争和军事行动，它的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的借鉴作用最大，最值得研究和吸取; 它的许

多光辉战例，是最好的军队教材和军事教科书; 它所涌现出的战斗英雄，是最好的军人典范和学习

榜样; 它的指挥谋略，也会让中国军人、甚至让全国人民在领略中增长智慧、提高水平。学界就毛

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对这场反侵略战争的

贡献很有帮助。但整体看来，这些成果给予毛泽东对抗美援朝作用的评价还不够到位，对抗美援

朝决策过程的展示和意义分析还不够深刻，对毛泽东的战略预见和指导战争的探讨还不够深入。
笔者依据史料，就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发表管见。

一、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统领性作用

毛泽东是抗美援朝的发起者、发动者、决策者，是抗美援朝的指挥者、指导者、引领者，是抗美

援朝的灵魂人物、核心人物、决定性人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

抗美援朝战争如此辉煌的胜利。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并以海军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甚至以飞机轰炸中国边境

后，中国到底要不要抗美援朝? 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的领导层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内，是有着巨大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分歧的。除毛泽

东和极少数领导人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抗美援朝的。理由主要为两点: 第一打不过; 第二划不

来。① 以致毛泽东不断开会研究，反复做有关人的工作，也反复变动决定，反复推迟执行行动计划，

甚至不得不反复变换出征的挂帅人选。最后才以自己的理由说服了别人，把自己的意见变成了大

多数人的意见，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的行动。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

不会有抗美援朝这场战争; 如果不是毛泽东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上，

站在反美、反帝、反侵略的正义立场上，站在地缘政治的科学立场上，站在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

民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重大立场上，高瞻远瞩，深明大义，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坚定地作出抗美

援朝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战争就不会发生。
在今天来看，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有两个仗、四个战场。两个仗: 一是武仗，一是文仗。四个战

场: 第一个是朝鲜半岛军队作战的战场; 第二个是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桌上; 第三个是在中国国内，

也就是中国各阶层力量、各民族人民开展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抗美援朝运动; 第四个是在国际，也

就是国际上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支持中国抗美援朝的正义力量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力量的斗争。第

一个战场打的是武仗或军事仗，其他三个战场打的是文仗或政治仗。文仗或政治仗三个战场，是支持

和支撑着军事战场的，是军事战场取胜的重要保障，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上述两个仗、四个战场，毛泽东都是主导者、指挥者。他为军事战场上的武仗，确定了正确的

战略战术，如持久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避强击弱、轮番作战等战略和战术; 精心地挑选了挂帅

人选和指挥班底; 提供了许多最新情报和指导意见; 对前方的指挥人员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特别是给予了充分的临机处置权，从而充分发挥了战地指挥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为停战谈判

选定了合适的谈判人员，在谈判各个阶段和各个主要问题上，提出了我方的方案案文，确定了谈判

策略、谈判态度、谈判节奏、谈判技巧等。他引导和推动了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给

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持，给在朝鲜的参战人员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鼓励。他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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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朝三国的政治立场和军事步骤，让中苏关系更加融洽、中朝关系更加顺畅，从而为抗美援朝

战争争取到了重要的国际支持，特别是争取到了苏联的军事装备和空中支持。所以，毛泽东是抗

美援朝战争的核心人物、灵魂人物，哪方面都有他的贡献，哪方面都离不开他。没有他的高超指挥

和协调，不但抗美援朝的两个仗和四个战场不可能协调配合得那么好，而且即使是军事战场，也不

可能打得那么好。所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如此辉煌的胜利。
在抗美援朝的最紧张阶段，毛泽东可以说是日思夜想，呕心沥血，所有精力，尽萃于斯。比如，

1950 年 10 月 26 日这一天，也就是抗美援朝第一仗打响后的第二天，凌晨 2 时，在看了有关情报

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彭德怀和高岗的电报，向他们通报韩国第 1、6、8 师的行动情况，并提醒

他们应注意的事项①; 两个小时后，晨 4 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等人的电

报，要志愿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第 66 军②; 刚过了一小时，晨 5 时，他又致电彭德怀、邓华等，告诉他

们美军第 24 师和英军第 27 旅的最新位置，并告诉他们行动的对策③; 休息几个小时后，他又开始

阅读前方来电，并于 14 时起草对前一天彭德怀来电的复电，肯定他们的战役方针，并通报最新敌

情，另告以行动对策，提出注意事项，再次强调战役目标和打法④; 两小时后，16 时，又起草对当日早

晨彭德怀等人来电的复电，分析敌军今后行动的三种可能，并提出我方应基于第一种可能而采取

的对策⑤; 23 时，又致电前方，告以截至此时所得情报指示敌军的位置，并提出歼灭韩国 3 个师的部

署，以及我军歼灭该敌之后的下一步行动方向⑥。这说明: 他这一整天都在研究敌情，提出对策，指

导前线。我们从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用力之多、用心之

深和作用之大、厥功至伟了。

二、毛泽东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艰难决策

从现已公布的和笔者所了解的档案看，毛泽东最早公开支持朝鲜抗击美国侵略也就是抗美援

朝的言论，是 1950 年 6 月 28 日，即在美国决定派兵入侵朝鲜、并决定派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

峡和用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的第二天，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之前，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半岛上朝鲜民族的两个国家，为统一朝鲜而打了起

来。但是，两天后，6 月 27 日，远在万里之外的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就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

鲜。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随即

奉命向台湾沿海出动。这样，美国不但入侵中国的邻国，而且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略中国的国土。⑦

这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应。6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

针对前一天美国总统的声明说:“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

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
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

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⑧这段话，指出了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是新的对亚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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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必然引起亚洲人民的反抗。这就把美国侵略朝鲜，看作是对亚洲的侵略; 在朝鲜反抗美国，

实际是亚洲人民对美国的反抗。这就使抗美援朝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也可以争取到更广泛的

国际支持。这体现出毛泽东的国际眼光和世界视野。特别是他还指出了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干涉，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美国以前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政策的放弃。这就让后来中国的抗美援

朝，具有了保家卫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接着毛泽东宣布:“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

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

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①这就明确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同情和支持被侵略者朝

鲜、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立场。抗美和援朝这两个主题，在这个讲话中已经相当明显地表达了出

来。可见，毛泽东抗美援朝的想法，是在美国宣布侵略朝鲜、干涉中国台湾事务之后，才很快产生

的，是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亚洲、干涉中国台湾事务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动的应激反应。抗美与援

朝，也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相联系，也是在保家与卫国。
美国进一步扩大对朝鲜的侵略后，8 月 4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

侵略朝鲜后中方的对策。这是讨论抗美援朝问题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 如

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

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②他分析了美国侵略朝鲜、如果中国不帮朝鲜的结果，将是美国

得胜又得意，并将威胁中国。这个结果，当然是对中国很不利的，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那

样，美国的军队，可以抵近驻扎到中国的东大门口，现在和平的中朝边界线，就将成为不安宁的实

际上的中美军事分界线，美军可以随时从这里对中国进行威胁和破坏，中国将长期受制于美国。
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形式则用志愿军的形式。这是毛泽东在党的

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研究美国侵略朝鲜的问题，并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国必须帮助朝鲜抗击美国

侵略的态度，还第一次提出了采用志愿军这种形式去帮。帮的理由，是不让美帝在朝鲜得胜，进而

威胁中国。
9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讲话时又说: 对于朝鲜人民，我们是需

要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帮助，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中都有他们

的帮助。因此我们今天应当尽力地去帮助他们。③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中

国要帮助朝鲜，帮的理由是: 朝鲜过去帮助过中国，今天朝鲜受侵略，中国也应帮。
但是，中国帮助朝鲜，只是当时中国党和政府内部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一直到 9 月底都没有对

外国包括朝鲜透露过。9 月 18 日，为中国军队抗美援朝赴朝作战作准备，在东北的高岗打电报给

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并中央军委，要求向朝方索取朝鲜公路路线图等。④ 电报中有“估计我军进

入朝鲜境内以后”一句话，这有可能对外泄露中国军队的出国意图。毛泽东看到周恩来转来的这

份电报后，立即要周去电制止。同时，毛泽东又为周恩来起草了电报，发给高、倪，明确要求他们

“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并说:“向朝鲜调查作战情况或要路线图只在不涉及此

种意图时才可以，否则不要做。”电报规定: “嗣后东北与倪一切向朝鲜交涉的事项均需经过外交

部，不要直接处理。”⑤因为中国军队出国帮助朝鲜作战，涉及朝鲜主权，必须由朝鲜提出请求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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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是不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就会损害中朝关系，吃力不讨好。而且这件事关系重大，尚未最后

决定，还存在若干变数。过早透露出去，不但会泄漏天机，让敌有备，而且容易造成中方被动，骑虎

难下。今天，我们从这一细节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比其他当事人的高明之处。
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朝鲜的急剧变化，美军从朝鲜半岛南部

迅速向三八线推进。9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讲话时，针对朝鲜战争向国内外

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

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这个讲话，虽

然是周恩来讲的，但却是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体现的是毛泽东之前 3 个多月来的一贯想法。它向

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明确地表达了 6 亿中国人民不怕反抗侵略战争，绝不容忍外国侵略，特别是

决不会对外国侵略自己的邻人而置之不理的决心和意志。这个强烈的信号，如果想读懂的话，任

何人都是不难读懂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时毛泽东抗美援朝决心和理由的最好表达。
这段话发表后的第二天，1950 年 10 月 1 日，美国支持的韩国军队就越过了三八线，开进到朝

鲜境内。“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并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军队无条件放下武器。② 朝

鲜陷入危急境地。这一天，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的部

队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③ 这天深夜，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紧急

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朝鲜的请求。④ 同时，金日成还专派特使来北京，

转交朝鲜领导人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求援信。⑤

10 月 2 日，毛泽东写了一份电报稿，准备发给斯大林，回复他 10 月 1 日要求中国派几个师到

三八线的来电。这个电报稿共有 6 个部分。第一部分说: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

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

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

个东方都是不利的。”⑥这就告诉了斯大林，中国派一部分军队去朝鲜作战的决定以及这样做的理

由，那就是: 不这样做，不但于朝鲜，而且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换句话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不但于朝鲜、于中国，而且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方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有利的，是具有

世界意义的。这又体现出毛泽东的国际眼光和世界视野，是同他在 6 月 28 日的讲话中将美国对朝

鲜的侵略看作是对亚洲的侵略是一样的。
电报第二部分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

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 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

和美国军队打起来( 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 ，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

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础，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⑦这

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军队出动后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由此而带来的问题。目标就是: 驱逐美军出朝

鲜。带来的问题就是: 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至少攻击中国沿海地区。这些问题，后来实际上

都没有发生。可见毛泽东是作了最坏打算的，他的抗美援朝决策，是建立在最不利情况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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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体现出毛泽东一贯的底线思维: 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电报第三部分接着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说: “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

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

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 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 ，则第二个问题( 美国和中国宣战) 的

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

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 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 ，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

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

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

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 他们很怕战争) 。”①就是说，如果中国军

队出动后能在朝鲜打败美军，则即使美国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也不可怕。最不利的结果，则是中

国军队入朝后，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局，这对中国极为不利，不但经济将遭受破坏，而且可

能引起人民的反对。这是毛泽东向斯大林分析的中国出兵的最不利结局和最沉重代价，也可以说

是中国出兵将冒的最大风险，及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正义事业所作出的最大牺牲。
电报第四部分告以中国目前的初步决定，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

的十二个师( 五六个不够) 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 不一定到三八线) ，一

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

一方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②

这对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作出了具体回应: 关于出兵人数，斯大林说至少五六个师，毛泽东认为五

六个师不够，至少派 12 个师; 关于出兵地点，斯大林说到三八线，毛泽东说不一定到三八线，而是

到朝鲜的适当地区; 关于出兵时间，斯大林希望立即出兵，毛泽东初步定于 10 月 15 日开始出动。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告诉斯大林: 中国军队出动后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同时等候苏联的

武器，等到用它装备部队后，再配合朝军反攻美军。
为什么要等候苏联的武器呢? 在接下来的电报第五部分，毛泽东则分析了中美军队目前在武

器方面的巨大差距。他说:“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 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 包括

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 三个

师) 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

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

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

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 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 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

的火力( 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 ，

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③由此可见，当时中美军队在武器上的差距之大。
同样一个军，中国的炮仅相当于美国的 2. 4%，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军的大炮门数相当于中国一个

军的 40 多倍。因此我们更要佩服毛泽东在中美军队武器差距这样大的情况下，仍然敢于下决心

出兵抗美。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 当然，如果以这样的落后武器去战胜美军，那是相当困

难的。因此，毛泽东也暗示苏联必须在武器装备上提供支持，中国军队只有在得到苏联武器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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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后，才能去同美军作战。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只打防御战，只歼灭小股敌人，而不能打大规模反

攻作战。同时，毛泽东还计算出了需要武器的数量，即每打一个美国军，就需要大炮 2200 到 3000
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认为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但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 毛泽东也是

很看重武器的，他在精密地计算着武器，并希望苏联能按数并快速地提供这些武器。
在电报稿的第六部分，毛泽东又说了中国军队的下一步部署计划: “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

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

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①

从这份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的电报手稿看，这份电报起草好后，并没有发出去。因为

手稿上没有发出的各种信息或标记。而根据苏联档案，10 月 3 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曾向斯大林

发出一份电报，报告了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主张等情况。电报转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原先

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

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我

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 ，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来美国

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

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

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②

为什么从 2 日毛泽东在电报稿中的意见，到 3 日罗申电报转述的毛泽东意见，毛泽东的想法会

有 180 度的大转变呢? 关键在于 10 月 2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书

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但会上大多数人

却不赞成出兵。③这次会议极其重要，但出于保密和让大家畅所欲言等原因，会议没有记录或形成

纪要。会议决定 10 月 4 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还要周恩来派

飞机到西安，接西北局负责人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
关于 10 月 2 日的书记处会议，因无会议记录和纪要，我们今天并不知道详情。后来有些与会

者回忆过这次会议，但也只是他们个人的记忆而已。但总的情况，确实是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其理

由就是罗申电报中转述的两点，即一是我军装备差，打不赢; 二是可能把中苏都拖进战争中。现在

看来，罗申 3 日电报转述的毛泽东的话，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 2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主要结论，对

于了解 2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精神极有帮助，可以弥补这个会议没有会议记录和纪要的部分

缺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 10 月 2 日毛泽东电报稿加了一个注，说“这

份电报未发出，可能起草于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原准备在会议作出派兵入朝参

战决定后，发给斯大林，后因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故将电报搁置下来。”④这个解释，笔者是赞同

的，因为它是合乎情理的。其情况可能是: 在出席会议前，毛泽东一直是主张出兵的，他估计会上

大家会同意出兵，因为有斯大林要求出兵的电报，有朝鲜请求出兵的电报和信函，有中央领导人在

这之前各种场合公开和私下表达的参战意愿。但是，真正到就要派大部队出国去同强大的美军打

仗时，出席会议的多数人还是说出了他们的种种顾虑和疑虑，怕打不赢，怕卷入战争，中国被打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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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打乱。毛泽东虽然意志坚定，敢于坚持真理，但又很讲民主，当他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多数人认

可时，就毅然地少数服从多数，一方面当即决定 4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一方面把自己

先前已经起草好的电报压了下来，搁置自己的意见。并在 3 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把中共中央关

于暂不出兵的意见告诉他，让他转报斯大林。
10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朝鲜战局

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这是讨论抗美援朝问题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还是多数人不赞成出

兵，他们的理由主要是: 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 建立新中国才一年，经济还

十分困难; 原定的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 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
务和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肃清，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 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不但武器装

备差，而且还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他们的意见基本是: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面对这

么多出于从中国当前利益考虑的不同意见，面对这么多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理由，毛泽东似乎有

些词穷了。他说: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

说，心里也难过。①显然，毛泽东首先和着重考虑的，是义，而不是利。这个义，就是主持正义，就是

国际主义和国际道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侵略的世界大义、人间正义，就是反对强权和霸

权、反对恃强凌弱，扶持弱小而反对霸凌的至仁至义。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对本国有着诸多的不利，

但也不能轻易地舍弃大义。所以，毛泽东没有放弃，他宣布明天继续开会，继续讨论和研究。
对 4 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本来是寄予厚望的。因为 2 日的书记处会议的情况，是他始料未

及的，否则他也不会在会前就起草好那份电报稿。他满以为大家会赞同他的意见，形成党内共识。
但是没有。于是他寄希望于政治局，提议召开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估计政治局成员中会有较

多人赞同他的意见。但让他失望的是，政治局多数人还是不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他只好耐着性

子，宣布明天继续开会讨论，寻求说服大家，达成共识。② 历史上，毛泽东曾经多次都像这样: 重大

问题，一次会议形不成共识，就扩大人员，再开一次，直到形成共识。这体现了毛泽东的决策民主，

也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兵法上讲: 上下同欲者胜。这么重要又这么微妙的战争，上下

一心非常重要。所以，毛泽东力争达成共识，形成一致。
定于第二天下午开会。毛泽东特意让邓小平上午到北京饭店，把从西安赶来住在北京饭店的

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来，同他个别交换出兵援朝的意见。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

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说，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

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接着问了另一个问题: 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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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表示: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说: 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

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10 月 5 日上午毛泽东同彭德怀的个别谈话，使毛泽东有了一个重要的收获，即彭德怀同意挂

帅出征，这比彭赞成出兵更让毛泽东放心。因为出兵的挂帅人选，一直以来也是让毛泽东反复考

虑、费尽周折的一件事。最开始他考虑的是粟裕。还在 7 月 10 日，毛泽东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的

时候，就曾电召粟裕来京，有意让他担任东北边防军领导人。④ 但后因粟裕生病，又另考虑让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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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帅。但是林彪也说自己身体不好①，特别是林彪还是反对出兵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让他挂帅出征

更不合适。因此，毛泽东又把目光放到了彭德怀身上。毛泽东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并和他单独谈

话，显然有“筑坛拜将”之意。对彭会不会答应，毛泽东开始也是吃不准的。没想到彭二话没有，一

口答应，无条件服从中央决定。这让毛泽东解除了一个心头大忧。
5 日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会上，周恩来支持出兵援朝。彭德怀也赞同出兵，他说，出兵

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不出兵而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

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会上也还是有人不赞同出兵，林彪就是其中之一。他的

理由是: 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针对这种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又提出了他的著名的

“纸老虎论”，说: 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

是个纸老虎。②有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党、政、军三方面代表性人物的坚持，有了彭德怀同意

挂帅出征，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和进一步交流，与会同志终于统一了认识，达成了共识，同意出兵

援朝。最后，会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

战，并决定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争取军事装备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空军方面的

支持。
从 10 月 2 日到 5 日，经过 4 天的反复讨论和反复地做工作，从正反两方面算大账和细帐，毛泽

东的个人意见，终于变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见。
两天后，10 月 7 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韩国军队之后，也越过了三八线，进入了朝鲜

境内。
10 月 8 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命令说:“为了援助朝

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

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

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③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把抗美援朝不但看作是保卫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

利益，而且看作是保卫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在今天评价抗美援朝时，不应该忽视甚至

漏掉的。我们不应忘记，抗美援朝不仅只关系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东方各国人民的利

益。命令规定，志愿军以第 13 兵团 4 个军和炮兵司令部的 3 个炮兵师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

政委。同日，毛泽东将这些决定电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④作为对他求援电报和求援信的正式

答复。
10 月 8 日，周恩来和林彪动身去苏联，带着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意见和方案，去争取苏联的军事

支援。二人和斯大林商谈后，10 月 11 日，周恩来和斯大林联名电告毛泽东说: 苏联可以完全满足

中国提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要求，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

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作战。⑤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和比较大的变动。因为之前苏方让中国出兵，是答

应给予空中支援的。12 日，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感到很意外，决定次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苏联空军暂不支持的情况下是否出兵。同时，他还叫停之前的志愿军出动计划，致电彭德怀和

第 13 兵团领导人，要他们暂不实行志愿军司令部 10 月 9 日关于第 13 兵团及 3 个炮兵师全部出动

—9—

杨冬权 /开国领袖的立国之战

①

②

③

④

⑤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 14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年) 》第 1 卷，第 20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543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年) 》第 1 卷，第 207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年) 》第 1 卷，第 211 页。



集结于预定位置的命令，部队仍在原地进行整训，不要出动。并让刚由北京到沈阳的彭德怀和高

岗二人来京。①

10 月 13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苏联对军事援助的最新态度，讨论在苏联暂

无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是否出兵。这是讨论抗美援朝的第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想到，这次会议

意见倒很一致。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且向

中朝边境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② 当晚 10 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

的周恩来。电报说:“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

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

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

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

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 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

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

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③

从电报中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出兵援朝有了新的一致的认识，党中

央领导层的思想，达到了新的统一。首先对抗美援朝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即“对中国，对朝鲜，对

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首次提出对世界有利。这是我们今天评价抗美援朝意义和作用时，绝

不应该忽略的。因为它打击了美帝的气焰，制止了侵略，伸张了正义，也牵制了美军，削弱了帝国

主义势力，壮大了人民阵营。其次，对出兵的理由有了新的认识，即若不出兵，美军压到鸭绿江边，

会使国内国际的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这绝不是空话。拿国内

反动气焰增高来说，就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美国侵略朝鲜后，不但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

蠢蠢欲动，而且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和潜伏特务也加紧活动，大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再拿对

东北不利来说，如果美军驻扎在鸭绿江对岸，则东北的经济建设势必受到影响，后来的福建就是一

个例子。由于台湾反动集团时常叫嚣反攻大陆，台湾海峡对岸的福建省，在 30 年中都处于备战状

态，而不敢大搞建设，经济发展大受影响。更重要的是，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化

的“孵化器”。如果美军从朝鲜破坏了中国东北的工业建设，则中国的工业化也会受影响。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参战的利弊作了新的总结: 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个“利大于弊”
的总结论，对于我们今天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5 个小时后，14 日晨 3 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通报说，彭德怀研究后认为: 我军入朝后

“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

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④又一次认定参战为必须和有利。
14 日下午，毛泽东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初步部署。

这是讨论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政治局会议。当晚 9 时，毛泽东把会议的决定电告周恩来，并要他马

上通知菲利波夫即斯大林。电报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二十六万人( 十二个步兵师、三
个炮兵师) 均开进为好”;“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在我军装备训练完

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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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①可见在 14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初步决

定了关于志愿军出动的三个问题: 一是出动的时间: 10 月 19 日; 二是出动的部队: 15 个师 26 万人;

三是出动后的目标: 在得到苏联武器装备前，主要打伪军，不作攻势作战。
但关于出动的时间，第二天，毛泽东又作了微调。在 15 日 1 时，他给高岗和第 13 兵团领导人

的电报中说:“我人民志愿军决于十月十八日至迟十九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

勿延为要。”②把 4 个小时前电报中说的中国军队出动时间 19 日，微调为 18 日至迟 19 日。再过 4
小时后，由于得悉敌军正准备攻击平壤，他在 15 日晨 5 时给高岗、彭德怀、邓华的电报中又说:“我

军先头军最好能于十七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③要求把先头部队出动时间提前到

10 月 17 日。
隔了两天，10 月 17 日下午 5 时，毛泽东就志愿军先头部队的出动时间，再次致电彭德怀等说:

“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 十八) 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同时要彭德怀、高岗于 18
日“乘飞机来京一谈”。④ 因为周恩来 18 日将由苏联回到北京，会有新的情况需要再商。

18 日，毛泽东就抗美援朝问题第 5 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从苏联回京的周恩来汇报

了同苏联商谈军事支援的情况，从东北回京的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入朝准备情况。在听取了大

家的意见后，毛泽东说: 现在敌人已围困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

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计划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⑤当晚 9 时，毛泽

东致电第 13 兵团领导人，正式下达渡江命令⑥。这一天，联合国军占领了朝鲜平壤，并继续向中朝

边境推进。
19 日晚，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渡江入朝，迎着从平壤北进的美军向南开进。25 日打响

第一仗，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开始变为实际行动。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中国军队踏入朝鲜国土与敌军相遇，即意味着中国同美国的战争就要

打响，中国就要独自承受来自美国的一切报复，独自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因为苏联连开始

允诺的空中支持都不肯给，更不要指望其会替中国出头去同美国打仗了。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决策过程却是艰难的、曲折的、极为

慎重的，是把各种情况都计算在内的。出不出兵? 何时出兵? 出多少兵? 出兵以后怎样用兵? 由

谁统兵等，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讨论、反复研究、反复推敲的。其中，既考虑到了中国军队的装

备、中国的国情、党内的不同意见、参战后的各种不利后果，又考虑到了朝鲜的局势、朝方的态度，

特别是还考虑到了苏联的态度和支持的程度。这一决策，没有任何鲁莽、草率、主观和武断。从毛

泽东的一生来看，甚至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来看，这次决策之艰难曲折，是罕见的、鲜有其比

的，可以说是一次关乎国运的艰难决策。
抗美援朝开战两天后，10 月 27 日，毛泽东把两位老乡、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和周世钊请到家中，

同他们谈起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周世钊忽然问: 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主席怎么有闲情

来谈这些? 毛泽东对他们说: 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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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①很多天睡不着觉，这

就是毛泽东在抗美援朝决策期间的真实状态。这睡不着觉，不是因为发愁和担忧，而是因为有很

多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外交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人事因素等，要反复地考虑，有很多账要反

复地算，对利和弊要反复地权衡。
接着，毛泽东又说: 我们急切地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

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 6 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

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

要进行和平建设也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

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

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

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

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②

这段话，说的是抗美援朝的理由。实际上，这是毛泽东自 4 个月前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以

来，曾经反复考虑以及反复向其他人陈述过的理由。他认为，抗美援朝的最大的理由是: “不能置

之不理”。他举了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例子。当年，日本在沈阳打响侵略中国东北的第一炮，蒋

介石“置之不理”，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日本得寸进尺，几个月就占领了全东北，接着又侵占了华

北的一些地方，几年后又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占领中国东部十几个省的大片领土，把中国拖进长达

8 年的全国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 3000 多万人。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中国人民极为深刻，毛泽

东和他的战友们都曾亲身经历过，自然有着切身体会和切肤之痛。而且毛泽东还分析，美国比当

年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因为如果我们对朝鲜“置之不理”，它将有三把刀，从朝鲜、台湾、越南三

个地方向中国插来，其后果，可能比当年日本侵华更严重。当然，同日本侵略中国相似的，还有德

国侵略欧洲。当年德国侵略捷克时，英国、法国、苏联等都“置之不理”，即奉行“绥靖”政策。结果，

德国在吞并了许多欧洲小国后，又大肆轰炸英伦三岛，基本占领法国全境，大规模侵入苏联，英、
法、苏这三个欧洲大国，结果一个也没有幸免。这就是欧洲大国对德国侵略欧洲小国“置之不理”
“绥靖”纵容的后果。历史上像这种“唇亡而齿寒”的事例数不胜数。现实生活中，邻居家着火了，

如果你“置之不理”，不去帮助邻居家灭火，那么，火在烧了邻居家之后，就会延烧过来，烧到你家，

这是必然之势，也是当然之理。稍微聪明的人，稍微有些远见的人，稍微懂些历史、明些事理的人，

都能理解“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道理。毛泽东用了一句形象的民间俗话来比喻，叫“打得

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这句话，笔者真是要拍案叫绝! 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老民间俗语，是笔者

至今见到的对抗美援朝正当性、必要性或者说是作用、意义、价值的最好注解、最佳说明、最形象诠

释，也是对“不能置之不理”这句当代话语的最直白、最浅近、最通俗、最接地气、最有说服力的解

释，现在很多人的长篇大论、万语千言，甚至也不如这 4 个字让人明白、让人开窍、让人顿悟、让人

惊醒，让人醍醐灌顶、七窍全开、恍然大悟、彻底明白。

三、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准确预见

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就是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预见，对于领导至关重要，对于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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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也至关重要。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和正确领导，都来自于他的正确预见。笔者经研

究认为，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有着 20 多个正确的预见。
( 一) 1950 年 4 月，预见外国军队侵略朝鲜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在准备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稿中说:“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

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①

果然，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的当晚，美国就决定入侵朝鲜半岛。26 日，驻日美国海

军和空军介入朝鲜内战。7 月 1 日，美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7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授权组成“联

合国军”，先后有 16 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朝鲜，最多时达 90 多万人。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反动军

队”，果如毛泽东所料，大规模地“侵略朝鲜”了。
( 二) 1950 年 7 月中旬和下旬及 9 月上旬，预见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

路的危险

在上述同一电报稿中，毛泽东还说:“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

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

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②

朝鲜内战爆发后，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突入韩国境内，到 8 月上旬，̀人民军已进入到韩国

90%的地区，但不久即与美韩军队僵持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洛东江一线。9 月 15 日，美军 7 万多

部队突然从仁川登陆，然后分兵两路，一路攻打汉城，一路截断人民军主力的后线。人民军正面的

敌军乘势反击，人民军受到两面夹击，被迫组织战略退却，并在退却中损失巨大。美军随即向三八

线方向攻进，直至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首都和近半国土。朝鲜在危急中不得不向中国求援。毛

泽东的预见应验了。
( 三) 1950 年 8 月 5 日，预见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不会罢手，要准备同美国人打前所未有的

大仗

1950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在接见准备调任东北边防军的第 13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时说: 杜

鲁门在朝鲜看样子不会罢手。你们集结东北后，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

大仗。③

后来，当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时，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志愿军先后有 190 万官

兵轮番入朝，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美国为首的 90 多万联合国军和 50 多万韩国军队，大战了将

近 3 年。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动用了 1 /3 的陆军，1 /2 的海军，1 /5 的空军④，先后出动飞机数万架

次，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战场兵力密度、飞机轰炸

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在中美两国军队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现代战争。共有

10 多万美军死伤、失踪和被俘。⑤ 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果然在朝鲜没有罢手，中国军队也

果然同美国军队打仗了，而且果然打的是前所未有的大战。杜鲁门用战争行动，为毛泽东的这个

预见做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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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50 年 8 月 5 日，预见美国要打原子弹

1950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在同邓华谈话时还说: 要准备美国打原子弹。①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最终并未使用原子弹。那么，毛泽东关于要准备美国打原子

弹的预见，是错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确实有过打原子弹的想法。在毛泽东同邓华的这

次谈话 3 个多月后，1950 年 11 月 3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为

了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美国将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任何武器”，包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

弹”。② 美国总统的这番话很明确: 美国准备打原子弹。这一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世界。意大利一

家报纸甚至添油加醋、有鼻子有眼地报道说: 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已准备从日本的机场起飞。但

美国的盟友英国坚决反对，丘吉尔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③ 可见，毛泽东的预见并未落空，只是由

于各方面的原因，美国在再三权衡后，最终取消了打原子弹的危险主意。不过，1950 年 11 月 30 日

杜鲁门的这个讲话，倒是起到了印证毛泽东这一预见的作用，为我们今天认识抗美援朝战争多了

一个视角。
( 五) 1950 年 9 月 5 日，预见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增加了

1950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

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

“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④

毛泽东讲这话时，朝鲜人民军已经深入韩国的绝大部分土地，美国和韩国军队已经快要被“赶

到海里”去了。然而，毛泽东讲话 10 天后，美军就在仁川大规模登陆，切断了人民军退路。10 月 7
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境内。朝鲜丢失了大片国土，朝鲜战局出现逆转。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后，通过 5 次战役，打得美军被迫谈判。但美国又一再制造障碍，拖延战争，双方又边打

边谈了两年多，才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争。朝鲜战争一共打了 3 年多，确实成了一场持久战。
由美军不甘失败而导致的这场持久性战争，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 六) 1950 年 10 月 8 日，预见抗美援朝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1950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出动。命令最后说:“目前

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

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⑤

当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比起美军来差得很远; 论起国力和军力来，中国更是没法和美国比。
因此，党内军内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觉得抗美援朝胜算不大，社会上很多人的认识更是如此。但是，

毛泽东却在刚刚决定志愿军赴朝作战时，就大胆地预见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既是有着胆略的，

又是凭借睿智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个战役就歼敌 1. 5 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

局; 第二个战役又歼敌 3. 6 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大部地区，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又把

敌军驱逐到三七线南北地区。经过五次战役，迫使美军要求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在长达两年多

的打谈结合期间，志愿军又大量歼灭敌军，迫使美军最终签字停战。历时两年零 9 个月的抗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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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战争，志愿军共毙伤俘美军和其他联合国军及韩军共 70 万人，击毁、缴获坦克 1492 辆、飞机

4268 架、火炮 4037 门①。美军不但威风被打没了，而且脸面也被打没了，其伤亡人数比中方高出将

近一倍。战争真的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而告结束。志愿军以他们的英勇善战，印证了他们统帅

的这个预见。
( 七) 1950 年 10 月 13 日，预见志愿军入朝后，只要歼灭伪军几个师团后，朝鲜局势即可起对我

有利的变化

1950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电告在苏联的周恩来说: 即使苏联不出

动空军支援，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

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②。
果然，志愿军入朝后，10 月 25 日与韩国军队打了第一仗，歼敌 1 个营。28、29 日，又歼灭韩军

4 个营。29 日，志愿军还首次与美军作战，经过 4 天激战，歼灭美军 1800 多人。到 11 月 5 日，志愿

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歼灭韩军第 6 师大部，重创美骑兵第 1 师，共歼敌 1. 5 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

战局。在 11 月 6 日到 12 月 24 日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共歼敌 3. 6 万

多人，其中包括全歼美军 1 个加强团，沉重打击了美军气焰，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地区外的朝

鲜全部失地，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部分地区，迫使敌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朝鲜局势确实起了一

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志愿军在不到两个月内，就用其辉煌战绩，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 八) 1950 年 10 月 21 日，预见志愿军入朝第一战，要打 7 到 10 天

10 月 21 日，志愿军渡江后，鉴于美韩军队大举北进，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指挥员，决定放弃防御

而改在运动中歼敌，指出“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

好机会。”他预计“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 包括追击) 才能结束”。因而他特意询问:“我

军是否带有干粮。”③

后来，志愿军入朝第一战，从 10 月 25 日打响，在两水洞地区歼灭韩军 1 个营，29 日，在古场洞

地区歼灭韩军大半个团，又在龟头洞地区歼灭韩军 4 个营的大部。11 月 3 日，在云山地区歼灭美

军第 1 师和韩军第 1 师的大部。敌军全线撤退，志愿军停止追击。这一仗，连同追击在内，刚好打

了 10 天，同毛泽东先前预料的完全一致。
( 九) 1950 年 10 月 21 日，预见敌用测向仪可能发现志愿军司令部，让志愿军司令部速筑防空

洞; 11 月 24 日，预见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

1950 年 10 月 21 日凌晨 4 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告诉他们:“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并

要求他们“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④ 11 月 24 日，毛泽东在复电彭德怀时，

又要他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并特告:“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

对策。”⑤

这时，志愿军司令部在大榆洞。美军通过空中侦察，特别是无线电测向，果然发现大榆洞是军

事指挥机关，因而美军飞机常在大榆洞上空盘旋，有时还俯冲扫射。11 月 25 日，也就是上述毛泽

东第一封电报发出一个月零 4 天后、第二封电报发出的第 2 天，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1 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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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愿进防空洞的彭德怀被洪学智等人架进了防空洞，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 3 个参谋所在的

地面作战室，被 4 架敌机投下的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命中，毛岸英和高瑞欣 2 人不幸遇难牺牲。毛泽

东的预见果然应验了，敌人的无线测向果然“颇准”，他们果然发现了志愿军“司令部”，并果然使用

了“汽油弹”轰炸，而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也果然有助于保障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
( 十) 1950 年 10 月 23 日，预见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 12 月 3 日，预见敌人有可

能要求停战

1950 年 10 月 23 日，在志愿军入朝第一仗打响前，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分析决定朝鲜战局的几

个关键点，其中之一点是分析敌机对志愿军杀伤及妨碍究竟有多大。他说:“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

军作战”，使敌机“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使

敌“被我各个歼灭”，“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①

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打响，志愿军还没有接触敌军，不知敌军虚实。但是，毛泽东已经预

见到志愿军有可能利用夜战，各个歼敌，而后迫使美军和中方讲和。
1950 年 12 月 3 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也说: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

敌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②

刚过了 11 天，12 月 14 日，在联合国军已经被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的形势下，美国操纵联合国

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立即停火。其目的在于阻止志愿军乘胜向三八线以南进军。中国

当然不能答应。1951 年 4 月底，美军又被从三八线附近击退到汉城东南一线防守，形势对美军极

为不利。5 月上半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在以军事行动建立有利防线的同时，谋求通过政治

谈判达成体面停战。③ 5 月底，美国前驻苏大使受派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美国准备以任何

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战争问题。美国还以其他方式表示愿沿三八线实现停火。④ 7
月 10 日，按照中朝两国建议的地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在开城举行。在志愿军同美军打了半

年多以后，交战双方就开始了和谈。后又经过两年的打谈结合，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朝鲜战局

果然是、并且很快就按照毛泽东战前所预见的美国和中方进行谈判的方向与结果在发展，这确实

是出于很多人意外的，也是确实令人不得不佩服的。
( 十一) 1950 年 11 月 13 日，预见朝鲜战局是可以转变的

1950 年 11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

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

给该线敌人( 八个师) 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

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⑤

果然，志愿军在入朝后的第二次战役中，先是边打边撤，诱敌深入，然后大举反攻，西线的敌军

“八个师”都遭到“较大的打击”，有的甚至受到重创。东线的敌军两个师，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东西两条战线上的战局全部“转变”，并且大大地“转变”。敌军全线向南后退，志愿军则向南追击，

形成有力的进攻态势。到 12 月 24 日，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共歼敌 3. 6 万余人，其中美军 2. 4
万，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在这一仗中，美军王牌部队陆战第 1 师差点全军覆没; 美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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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师的 1 个团又 1 个营被全歼; 美军第 2 师被歼灭 7000 多人，基本被打残，失去战斗力; 美军第 25
师也大半被歼; 美军一个建制连全部投降; 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死于慌乱撤退中。美国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 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美军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

败———美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① 这一仗，基本收复了被联合国军占领的朝鲜国土，根本扭

转了朝鲜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战前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预测，不但全部实

现，而且大大超过预期。
( 十二) 1950 年 12 月 26 日，预见如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1950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复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领导人时指出: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

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

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②

后来的情况是: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之后又打了两年半才结束，果然是“长期的”，果然没

有“速胜”。第二，在这之后的两年半中，果然遇到了 1951 年 5 月志愿军 1 个师遭受重大损失的挫

折、1951 年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1951 年 8 月至 1952 年 6 月美国空军对中朝运输线长

达 11 个月的“空中绞杀”、1952 年 10 月至 11 月美军对上甘岭地区志愿军实施世所罕见的狂轰滥

炸等“困难情况”。第三，在这之后，抗美援朝战争又经过了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
1951 年夏季防御战役、秋季防御战役、反绞杀战、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多次“严

重的斗争”，又歼灭了敌军 100 多万。美国在朝鲜战争纪念墙上所刻的死亡、失踪、被俘、负伤人员

共 172847 人，绝大多数是在毛泽东作此预见之后被歼的，其数字远远超过了“四、五万”; 韩国军队

的近百万伤亡，也主要是在这之后出现的。因此，“朝鲜问题”确实是在“经过严重的斗争”“歼灭

伪军”“大部”及“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之后才解决的。毛泽东的这些预见，句句得到验证，没有

一句落空。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1951 年 3 月 1 日，预见( 1) 朝鲜战争至少还应作两年准备; ( 2) 敌人有

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 3) 在 4 月 15 日至 6 月底的两个半月内歼敌数万人

1951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因此，朝

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必

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

八线南北地区”;“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

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推进”。③

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作出了三个预见:

1. 朝鲜战争至少还应作两年准备。后来，朝鲜战争在两年零四个多月后，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结束。这同毛泽东预见的“至少两年”完全吻合。

2. 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之前，志愿军在 1951 年 1 月上旬已经解放了

汉城，把敌军驱逐到三七线南北地区。1951 年 1 月 25 日开始，敌军就以汉城为突击方向，发动

大规模进攻。志愿军节节抗击，后为了保持主动，于 3 月 14 日撤出了汉城，4 月 21 日，把“联合

国军”阻止于三八线附近地区。在毛泽东发电一个多月后，敌军果然又重新进出于三八线附近

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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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4 月 15 日至 6 月底的两个半月内歼敌数万人。后来，志愿军于 4 月 22 日发起第五次战

役，到 6 月 10 日战役结束时，共歼敌 8. 2 万余人。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中歼敌

最多的一次。
以上毛泽东的三个预见，个个准确。
( 十六) 1951 年 6 月初，预见美国虽有谈判意向，但不会轻易认输，我们还得打他几仗

1951 年 6 月初，毛泽东接见即将赴朝作战的第 20 兵团领导人，对他们说: 如今，美国开始有了

一点谈判的意向。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他几仗。①

果然，7 月 10 日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不断以军事压力企图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要求，因而朝

鲜战争此后就进入了边谈边打的局面。从那以后，中朝军队先后开展了夏季和秋季防御战役、反
绞杀战、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五六次大的战役，又消灭了 40 多万敌人的有生力

量后，美军才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军果然没有“轻易认输”，而是在志愿军“打他几仗”后才被迫

停战。
( 十七) 1951 年 7 月 2 日，预见谈判期内敌会对我大攻击，以迫我订城下之盟

1951 年 7 月 2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

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②

7 月 10 日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军提出把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以北，遭到中方拒绝。美军果

然大打出手，一方面在前线从 8 月 18 日开始发动夏季攻势，一方面又出动飞机，对中朝军队的后方

设施及铁路桥梁进行大规模轰炸，实行“绞杀战”。到 10 月 22 日，志愿军接连粉碎美军的夏季攻

势和秋季攻势，共歼敌 7 万多人。10 月 25 日，美军被迫恢复于 8 月 23 日中断的停战谈判。美军果

如毛泽东事前所料，在谈判期间对志愿军进行了“大的攻击”和“大规模的空炸”。美军用行动完全

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 十八) 1951 年 8 月 20 日，预见敌人袭扰我谈判代表团住地

1951 年 8 月 20 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说: 我方代表团住地应立即移到会场区外之

中立区，并靠近中立区以外之我方部队，实行根据协议的武装警戒，以防敌袭扰和意外。③

两天后，8 月 22 日，美国飞机无耻地以中方代表团住地为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此外，美国还

做出枪杀保障开城谈判会场安全的志愿军军事警察等一系列挑衅行为，致使 7 月 10 日开始的开城

谈判被迫中断。对毛泽东的这个预见，美军两天后就用无耻行为予以验证了。
( 十九) 1952 年 1 月 31 日和 7 月 24 日，预见最后会达成停战协议，和谈停战

1952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但我们“没

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④ 7 月 24 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宣布，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

作。他说: 朝鲜战场，看来大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⑤

后来，美国果然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署了停战协定，耗时两年多的停战谈判终于达成了协

定，历时 3 年多的朝鲜战争也终于结束了。美军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在走，朝鲜战争按照毛泽东预

见的方式和结果结束了，历史按照毛泽东预见的方向运行着。我们能不佩服毛泽东预见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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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吗?

( 二十) 1952 年 8 月 4 日，预见朝鲜战场还要谈，还要打，还要和

1952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究竟

打到哪一年止，谈判到什么时候? 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

和呢? 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 二、要用钱; 三、他们国际国内有难以克服的矛

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①

在后来的将近一年中，朝鲜战场确实是有谈、有打、有和。谈，一直在谈，只不过时断时续，进

展很慢，主要集中在战俘问题上，直到 1953 年 6 月 8 日才获得解决。打，也断断续续一直在打。在

这之后，陆续打了 9 月 18 日至 10 月底的战术反击作战，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6 日的上甘岭战役，

1953 年 5 月中旬到 7 月下旬的两次进攻战役，6 月中旬的金城战役等。总的来说，打的时间要少于

谈的时间。特别是 1953 年 5 月 13 日到 7 月 18 日这两个多月，志愿军共打死打伤俘敌 9 万多人，

有力地促进了停战协定的最后签订。和，则经过两年多的漫长谈判，双方互相摸底，讨价还价，最

后终于签订协定，停止战争，走向和平，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结束了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
( 二十一) 1952 年 11 月 24 日，预计以集中优势兵力成排成连成营歼灭敌军的战法，必能迫使

敌人以妥协办法结束战争

1952 年 11 月 24 日，毛泽东在给各部队首长的电报中，通报了志愿军从 9 月 18 日开始的战术

性反击作战成果。他说:“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

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

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

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②

后来，在 1953 年 5 月 13 日至 26 日，志愿军继续运用这种战法，共对敌连、排防守的 20 个阵地

攻击 29 次，歼敌 4100 多人。5 月 27 日至 6 月 15 日，又攻击了敌方团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 51 个，

歼敌 4. 1 万多人，促成战俘遣返协议的达成，促进了停战谈判的结束。这种“零敲牛皮糖”，今日断

其一指、明日再断其一指的战法，果然最终迫使美军用妥协的办法结束了战争。
( 二十二) 1952 年 12 月 20 日，预见美军有从志愿军侧后海岸线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我们是

能粉碎敌人冒险计划的

1952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中央给志愿军的指示中说:“根据种种情况( 艾森豪威尔登台，谈

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 ，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

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为了粉碎敌人企图，毛泽东向志愿军提出

了七项任务，然后说: 两年多来，“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
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他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

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③也就是预见到美军可能在朝鲜西海

岸再次登陆，但这些冒险计划能被粉碎。
从 1952 年 12 月到 1953 年 4 月，美军为了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确曾制订过在朝鲜再一次大规

模登陆的作战计划，并为此而作了一系列准备。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回忆录显

示，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曾组成一个小组，制订出代号“8 － 52”的作战计划，其要点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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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陆海空三军的大规模全面攻势，把军队推进到元山至平壤一线。计划就包括有实施大规模的两

栖登陆。后来，美国收集到的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大约有 30 万人被部署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

岸地区，一旦美军进攻，即实施最大限度的反击。克拉克在分析情报后认为，部队登陆后，将被迫

去攻击一道又一道的战壕，雷区到处都是，且大部分的稻田，将成为登陆部队战车的大陷阱。于是

放弃了这一冒险计划。① 这一计划未及实施便遭破产。
可见，美军确曾计划在志愿军侧后海岸线再次登陆进攻，只不过由于毛泽东的这一预见，特别

是志愿军据此而作出了一系列反登陆军事部署，让美军发现我已有了充分准备，被迫放弃了这一

冒险计划。这是毛泽东用预见制止敌军冒险进攻的又一经典案例。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系列正确预见，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毛泽东的料事如神、智算若神，

体会到毛泽东预见的准确、精准，看清了预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看清了毛

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致胜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在当时，有力地保卫了中国的国土免受美军的侵扰和威胁，并让中国人的人心

一下子得到新的更大的凝聚和提振。战争中，志愿军缴获的美英军队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及

苏联提供志愿军的成建制的新式武装，让人民解放军至少提前 10 年实现了军事现代化，一下子提

高了新中国的国防硬实力。战后，苏联援助中国 156 个大型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一下子得到提高，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走上世界外交舞台。今天，尽管抗美援

朝战争已经远去，但是我们还在享受着它的和平红利。中国有东、西、南、北四面边境，战后 60 多年

来，在北面，有过中苏珍宝岛之战和苏联陈兵百万的威胁; 在西面，有过印度的边界严重军事挑衅

和中国被迫开展的自卫反击战; 在南面，也有过越南的军事挑衅及中国的自卫反击战; 唯独东面国

境上一直安宁。总之，抗美援朝战争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都表明它是一场主持国际正义、维护

世界和平的正义之战，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和人民解放军的立威之战。而发动和指挥这场战争的

开国领袖毛泽东，则与这场战争一样，应当永载史册，永远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 责任编辑 宗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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