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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伟大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 毛新宇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敢打必胜的战略气魄，领导作

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打赢了这场立国

之战，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辉煌胜利。毛泽东在伟大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指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统筹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坚持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出国作战重大决策；二

是力争主动以驾驭战争发展进程，进行科学预置与灵活调整，做好战争准备、开局、转换和收局；三是坚

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紧盯战争之变与对手之变，扬长避短创造新的制敌战略战术；四是发扬人民战争

优良传统，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斗争手段，以总体战方式战胜对手。回顾总结毛泽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指导艺术，对于我们今天赓续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有效应对风高浪急、日趋

复杂的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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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以劣胜优、战胜

强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实践中锻造形

成的优良传统和军事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毛

泽东和党中央灵活掌握和运用战争大海中的“游

泳术”，指导人民军队打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

的敌人，以鲜血和生命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

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

泽东和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敢打必

胜的战略气魄，领导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历史性决策，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

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取

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辉煌胜利。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

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

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在毛泽东

同志诞辰 130 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新中国的开

国领袖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指导艺术，对于我

们今天赓续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有效应对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356 页。　

风高浪急、日趋复杂的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开

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

义。

一、统筹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坚持

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以非凡气魄和胆略

作出出国作战重大决策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

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纠集以美国为

首的 16 个国家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

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 7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1950 年 10 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

烧到中朝边境，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

动军队给予援助。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面临

着十分艰险的战争抉择和严峻考验。毛泽东和

党中央站高望远，科学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以

宏阔的视野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在毅然下

定出兵朝鲜决心的同时精心筹划战争规模、战

争方式等，实现了以小战止大战、以外线作战

达成内线防御目的，消弭了战争发动者的侵略

野心。

坚持维护长远利益处理好“打”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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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极其难以下定。当时面临

的形势是：一方面，历经多年战乱国家百废待

兴、百业待举，恢复生产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三年左右时间实现财

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大

敌当前，美帝国主义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

维护新生政权生存的任务十分紧迫。经过全面

衡量利弊，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作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主要考虑是“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1］，维护我们的长远利益。首先，

坚持以打促建、以建促打，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1950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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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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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

一目标出发，毛泽东和党中央统筹“抓建设”

与“保生存”两大任务，把军事战略重心从东

南转移到东北，以反侵略战争为国家建设提供

安全保障，以国家建设为打赢战争提供物质支

撑，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巩固新生政权的同

时，抓紧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这就为全

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

其次，发扬伟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世界民族

解放运动。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纳入时代大

势中来考量，一个重要用意是打击国内国际反

动气焰，避免东方乃至世界革命可能出现的不

利局势。这一点他曾多次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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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采取上述积极

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0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2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53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26 页。　

为有利”［5］。历史证明，这场战争打破了美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心，有

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坚持以局部战争制止更大规模侵略战争。

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不是战争爱好者，我们

是和平爱好者。但是，中国决不惧怕战争，当

有人把战争强加于头上的时候，将坚决以战争

回应战争，以战争制止战争。如何实现以战止

战，用战争消灭战争？一个方式是，以全面战

争反对全面战争，例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另一个方式是，以小战

制止大战，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的历次

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从某些方面讲，以小战

制止大战的要求更高。为了维护国家的总体和

平，避免或减少对国家政治全局的干扰冲击，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决策出兵朝鲜问题上精心设

计，尽可能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首先，

确定以“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的名义出

兵，这就避免了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6］；

其次，将战争限定在朝鲜半岛区域，“不使美

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7］，

这就促成了战争规模的局部化；再次，严格限

定战争目的，在第五次战役之后将战争目的由

彻底把美国军队驱逐出朝鲜转变为恢复战前状

态，这就减少了战争越打越大甚至引发世界大

战的风险；最后，坚持不打则已、打则必打痛

打怕对方，通过狠狠教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

国军”，使其深刻认识到惹翻了中国人民是“不

好办的”［8］，这就真正达到了以战止战的目的。

坚持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目的。

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52 页。　

［6］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

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4 页。　

［7］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67 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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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决战防御。”［1］ 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

线”［2］，认为在战略上开展防御、持久、内线

作战的同时，在战役和战斗上应进行进攻战、

速决战和外线作战。后来他进一步提出，要采

取追击战略，“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的侵略武

装力量加以解除”［3］。从实践看，新中国成立

后的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大都是坚持敌可

以来、我就可以去，在敌人对我发动军事入侵、

我们取得自卫反击权后，采取外线反击作战打

败敌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作出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战争决策的同时，也明确采取境外作战

方式，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历史证明，

这一决策是十分必要、正确的。为了支援朝鲜

政府和军队、维护我国东北边疆安宁，志愿军

必须到朝鲜境内迎战“联合国军”。如果等到

美国把朝鲜政府和军队完全打垮后我们再出兵，

我们只能做边境线上迎战美国的准备，并且必

须随时防止美军突然越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

中国东北，这将使我处于很大的战略被动。从

更长远来看，如果美国从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受

到鼓舞，战争野心会进一步膨胀，这将大大降

低我国安全系数，增大国家安全隐患。正是基

于以上考虑，1970 年毛泽东跟金日成谈起出兵

朝鲜决策时指出，志愿军要保家卫国，“要到

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4］。

毛泽东毅然作出出国作战的战略决策，深

刻启示我们：兵者国之大事，战争决策事关国

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在战争“打不打”这一决

策问题上，关键是要从战略大局出发，坚持军

事服从政治，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当

长远利益不允许时，必须以足够的战略定力经

得起各种鼓动，坚决忍住不出手；当长远利益

需要时，必须以超凡的意志力决断力下定打的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29 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2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95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73 页。　

决心，并做好付出一定代价的准备。为了达成

积极防御的战略目的，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采取

什么样的战争方式，是小打还是大打、是内线

作战还是外线作战。从应对反侵略战争的历史

经验看，局部战争和外线反击作战是我们常用

的战争方式。

二、力争主动以驾驭战争发展进程，
进行科学预置与灵活调整，做好战争准备、
开局、转换和收局

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

娴熟利用战争中的不确定性，领导志愿军立足

最坏可能做好战争准备，并根据战场发展变化

灵活调整作战计划，适时转入战略反攻、战略

防御，周密筹划战争收局，推动战争枢纽有序

转换、战争阶段有机衔接，导演了一幕有声有

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立足最坏可能提前进行战争布局。毛泽东

认为，战争固然具有“盖然性”［5］亦即不确定

性，然而战争指导者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克

服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坚持

不打无把握之仗”，充分做好各项战争准备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准备上，他强调立足于最困难

最复杂情况，未雨绸缪搞好战略预置，特别是

展开作战力量布势，确保初战必胜。朝鲜战争

爆发三天后，毛泽东就指出：“全国和全世界

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

国主义的任何挑衅。”［6］随后，毛泽东和党中

央迅即决策组建东北边防军，调集 4 个军及 3

个炮兵师等部队，摆在中朝边境地区（后又增

调 1 个军），同时又在二线、三线调集 6 个军

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做好应付复杂局势的准备。

对于我军参战后可能面临的战争局势，毛泽东

和党中央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

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二是在朝鲜不

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三是能够在

朝鲜坚持作战，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7］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18 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154 页。　

［7］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

史》（修订版）上卷，第 183-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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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是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

现，防范和准备出现第二种情况，后来确立的

总原则是“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

的胜利”［1］。在志愿军渡江入朝后的最初几天

内，毛泽东为“争取打好出国第一仗”［2］，一

日连发数电进行指导。这些充分的战争准备工

作，使摆在中朝边境的我军兵力对敌军形成相

对优势，为志愿军初战一举取胜打下了基础。

后来的战争发展，从总体上看，也没有超出毛

泽东和党中央的预先估计。

把握先机灵活推动战争阶段转换。毛泽东

善于见微知著，综合各类信息特别是战场上敌

我态势，科学预判战争发展走向，准确把握战

争关节枢纽，以先发制人举措推动战争进程向

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出兵朝鲜之初，毛泽东

和党中央抓住完全出敌意料的突然性，下令志

愿军调整作战方针，由原定的防御作战转为在

运动中歼敌，立即发起战略反攻并连续进行几

次战役，打了“联合国军”一个措手不及。随

着战争在三八线地区出现相持局面，毛泽东适

时制定“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志

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作战与谈判紧

密配合，由此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

毛泽东指示我军提高警惕，做好谈判期间应对

敌人来自空中、地面以及海上进攻的准备，要

求“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

将其打败”［3］，不断巩固了我军战线。最终的

结局是，“我们越战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

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4］。这

就为后来我们胜利实现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敌我力量消长筹划战争收局。从战争

史看，在结束战争问题上往往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一方被另一方彻底打败甚至基本消灭，战

败方无条件投降；另一种是双方谁都无法占据

绝对优势，这就需要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早

在 1951 年 6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综合考虑国内

外形势及战场力量态势，为志愿军确定了“充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78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68 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520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74 页。　

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5］

的战略方针，决定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战

争结束目标是恢复战前状态，全力把战线稳定

在三八线附近，这既适应我国政治大局的要求，

又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基本相符。其后两

年多，我们围绕这一战争目的进行不懈斗争，

终于迫使美国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订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毛泽东驾驭战争发展进程的经验做法，深

刻启示我们：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确定性是

现代战争的突出特征。我们必须大力增强驾驭

战争能力，以科学的主观指导来克服战争发展

不确定性，使其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演变，

坚决避免战局发展失控、脱离预先轨道。这里

关键是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搞好战略预置，

既要坚持底线思维立足最坏可能做好准备，又

要坚持前瞻思维预测战局发展抢占战争先机；

二是高度机动灵活，根据快速发展变化的战场

情况随时作出新的调整部署，并给予前线指挥

员充分的自主指挥权，确保我方主观指导始终

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三是把握战争关节枢纽，

根据战场敌我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积极推动战

争环节有序转换，掌握战争发展演变的主动权。

三、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紧盯

战争之变与对手之变，扬长避短创造新的

制敌战略战术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

新的战争样式、作战对手及战场实际，创新发

展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用兵新法，先后解决了

“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给养”“能

不能打破细菌战”［6］等问题，把灵活机动的战

略战术运用到极致。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及时转变战争观念。

毛泽东指出：“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战

场就是学校。”［7］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面临的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1 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302、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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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性质由国内统一战争转变为对外反侵略战

争，战争样式也由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争

转变为有强敌介入的现代化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与美军的交手，让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这一

点。他深有感触地指出：“依靠我们过去和较

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

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

新的战术。”［1］他认为，我们过去打了 20 多

年仗，在现代化战争中不能抱着老的作战经验

不放，用老办法打歼灭战就不适应新情况了。

为此，他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2］，

要求全军抓紧适应新的战争样式，由应对现代

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争向应对现代化战争转变。

这就引导全军官兵打破了国内战争思维观念的

束缚，抓紧学习研究掌握打赢现代化战争的新

战法打法。

强调知彼知己摸清强敌的弱点强项。毛泽

东指出，帝国主义貌似很强大，但本质上是“纸

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重视

它们，关键是要摸清其软肋。毛泽东在长期指

导战争的过程中，注重摸清不同对手的特点，

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战术。在朝鲜战场上，

我军首次遭遇美军这样陌生的强大对手，一度

面临很大挑战。毛泽东深入分析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面临的矛盾问题，指出战争长期打下

去对美国不利，原因在于美国要死人、要用钱、

其国际国内有难以克服的矛盾、战略重点是欧

洲；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联合国军”貌

似人多势众，其实是“纸老虎”。通过一段时

间的较量，逐渐摸清了美军情况：其长处是武

器装备机械化程度高，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

弱点是军队士气不高，战术不灵活，尤其怕近战、

夜战，总体看来是“钢多气少”。这就为我们

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勇于开展对强敌斗争，鼓

足了信心和勇气。与美军相比，我军的弱点是

武器装备落后，军队现代化水平很低；我军的

长处是有人民的广泛支持，战术灵活，士气高涨，

战斗意志旺盛，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官兵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08 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50 页。　

总体看来是“钢少气多”。据此，毛泽东强调

扬长避短，指导我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钢

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

总结战争实践经验创造新战法打法。毛泽

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而是向

前发展的，现在提出的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

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

能要修正”［3］。他在长期军事生涯中，领导我

军每打一仗就及时总结战场经验，创造发明新

的战法打法，并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不

断丰富发展了我军战略战术宝库。在志愿军作

战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能否在朝

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4］。他着眼歼灭敌军有

生力量，要求志愿军刚入朝时成师、成团地歼

灭美军，但几番交手后认识到美军战斗力远超

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因而总结经验提出用“零

敲牛皮糖”办法歼灭敌军，以后又提出“多打

小规模的歼灭战”［5］，通过集中兵力造成了我

军在战役战斗中的优势。毛泽东针对战争呈现

长期化趋势，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既解决了志愿军战场休整和持续作战问题，又

有效地锻炼了部队。与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反

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6］不同，毛泽东从

实际需要出发，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特点，指导

志愿军在坚守防御中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

固防御体系，创造了一套依托坑道进行攻防作

战的战术，积累了丰富的阵地战经验。毛泽东

还指导我军利用夜间争取行动自由，创造了一

套有效的夜战战术；抓住美军现代化装备对后

方和道路依赖性大的弱点，大胆实施迂回包围

战术并切断敌军后路；采取一切可行手段，组

织对空防御和保证物资运输，建立打不烂、炸

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一系列新的战法打法，

极大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较好发

挥了志愿军的优势特长，解决了在敌我力量极

其悬殊条件下如何制胜强敌的一系列新情况新

问题。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90 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226 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 517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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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创造新战法打法的经验做法，深刻

启示我们：无论什么形态的战争，战场上最根

本的一条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

不同的战争条件、不同的对手与战场，实现“保

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方式途径大相迥异。战

争指导者必须牢牢立足于所处时代的物质技术

条件，深入分析和把握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

灵活利用战场时间与空间因素，探索发明扬长

避短、以非对称方式制胜强敌的方法。实践出

真知，一切战法打法都来自于战争实践。战争

指导者必须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作

战理论生成链路，充分尊重前线官兵的创造，

善于从战场鲜活经验中凝练新的克敌制胜之道。

四、发扬人民战争优良传统，综合运

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斗争手

段，以总体战方式战胜对手

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的全面较量。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指导这场战争

时，使用国家政权力量动员整合举国资源，运

用多种斗争手段开辟第二条战线，有力配合了

正面战场作战，汇聚形成制胜强敌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伟力。

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增强战争可持续力。毛

泽东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1］，认为“战争

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紧紧依

靠和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总会和各级总分会、分会，在全国展开

了消灭亲美、恐美等错误心理的抗美援朝宣传

教育活动。在此基础上，广泛深入开展抗美援

朝运动，动员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以各种方式参

与和支持战争，充分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和工作生产积极性，有力支援和保证了国家

建设的恢复，以新型人民战争“造成了弥补武

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

困难的前提”［3］。例如，全国人民空前踊跃地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38 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40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85 页。　

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

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景。毛泽东

的爱子毛岸英报名参战，被彭德怀称为“志愿

军第一兵”，后来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自

1951 年 6 月 1 日至 1952 年 5 月 31 日的一年中，

全国各界用于购买武器钱款共为 55650 亿余元

人民币，以每架飞机 15 亿元计算，可购买 3710

架飞机，尚余人民币 6230 万元。［4］毛泽东在

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经验时深情地指出，“主

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

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5］。

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外交等斗争配合战

场行动。抗美援朝战争涉及多方，外交战、舆

论战等贯穿其中。毛泽东立足大国间复杂矛盾

纵横捭阖，亲自领导开展这些领域的斗争，有

力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打击了以美

国政府为首的战争贩子。一方面，为新中国争

取国际支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后，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

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6］在

抗美援朝战争出兵、作战、停战谈判等一系列

问题上，中、苏、朝相互支持，为赢得战争胜

利提供了重要条件。例如，在苏联政府提供空

军装备援助的基础上，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迅

速发展壮大，同苏联空军并肩作战，给予美国

侵朝空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另

一方面，积极主动开展对美政治、经济、外交

等斗争。毛泽东曾指出：“高屋建瓴，势如破

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7］在谈及

对美斗争的方针策略时，他认为应是“主动的、

攻势的和有理的”［8］。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

［4］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

史》（修订版）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

页。这里是按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人民银行

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

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 1 元等于旧币 1 万元。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73 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1 页。　

［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 页。　

［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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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和党中央以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这个主

要敌人为目标，在国内外开展广泛的舆论宣传，

在各种外交场合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

的罪行，想方设法打破美国通过联合国操纵西

方国家对我实行的经济封锁、禁运，针对美国

在联合国内外对我的孤立和限制进行反孤立、

反限制，争取国际朋友建立统一战线。这些都

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打促谈。在

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在打打谈谈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曾经创造了以打促谈促和的北平

方式［1］。毛泽东认为，实施打打谈谈的策略原

则，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取得军事优势，即边打

边谈，以打促谈，以打促和。抗美援朝战争历

时 2 年 9 个月、谈了近 2 年 1 个月，双方先后

围绕军事分界线和遣返俘虏两个问题展开激烈

斗争。在停战前夕，为了打击公然破坏战俘遣

返协议的李承晚集团，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

将其 4 个师打残，有力配合了停战谈判。由于

我们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美国没有能力在军事

上打破僵局，并且面临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最

后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接受输掉了这场

［1］ 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后，被围困在北平城的

国民党军完全陷入绝境。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和政

治攻势下，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

义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21 日，双方达

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傅作义率 20 余万

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31 日，北平和平解放。毛

泽东称这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为“北平方式”。　

战争的事实。毛泽东在指导实施打打谈谈策略

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涉及

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让半步，甚至不

怕谈判破裂，但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又

视情况做出某些让步，以体现我们争取和平的

诚意，最终达成符合我战略目的的协议，形成

了有利于我方利益的战后安排。

毛泽东领导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做法，深

刻启示我们：现代战争虽然制胜渠道多种多样，

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大限

度发挥国家总体战的优势。当前，大国博弈矛

盾冲突十分激烈，我们必须认清战争风险，高

举正义战争的旗帜，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

外交斗争相结合，深入探索人民群众全员参与、

生产力要素全面支撑、力量资源全维度投入的

路径，促进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

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努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国际

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

争取和团结其他国家，着力发挥国际统一战线

的制敌威力；深入认识和运用现代战争中的认

知攻防规律，总结俄乌冲突等案例中双方认知

作战的经验教训，聚力打赢认知作战新形态下

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有效履行新时代

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作者毛新宇，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

究员，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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