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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战争的起源与中国参战

———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与朝鲜战争

徐　孝　明
（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４８）

　　摘　要：朝鲜战争是金日成为了实现南北朝鲜的统一，在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下爆发的。联合国与美国的干

预打乱了苏联与北朝鲜的战略安排。中国在困难中几经反复选择了参战，拯救了北朝鲜，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自

身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

关键词：朝鲜战争；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美国

中图分类号：Ｋ１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７０２（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６５－０７

　　今年是朝鲜战争结束６０年，关于其起源仍有一

些细节有待考证。回顾这场对新中国产生了非常深

远影响的战争，追寻其本来面目仍有其必要。

一

战后朝鲜半岛的政治分治源于二战末期美苏将

北纬３８度（三八线）划为双方对日受降的军事分界

线。随着战后美苏对立和冷战的兴起，意识形态对

立的南北朝鲜对峙加剧，边境冲突频繁，军事分界线

就演变成了事实的政治分界线。冷战初期，由于在

与美国的对抗中居于劣势，斯大林将苏联的战略重

心放在欧洲，为此不惜在柏林与西方尖锐对峙，而在

亚洲采取守势。这一政策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签订后才发生改变。
随着中国内战趋于结束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及

其影响的扩大，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也加速了以北

朝鲜为主导的国家统一步伐。北朝鲜扩大了国防开

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从１９４８年的４８．９２亿朝鲜

元增加到１９４９年的７１亿朝鲜元，军队和警察的经费

开支几乎增长一倍，占国家预算支出的３０．３％ ［１］２８。

苏联则增加对朝鲜的军事援助，截止１９４９年５月，
苏联为北朝鲜装备了６个步兵师和３个坦克师，并

计划继续提供２０艘驱逐舰、１００架强击机、２０架歼

击机、１００架侦察机，以及向武装部队提供充分的武

器［１］１９１。

苏联的援助使北朝鲜在与南朝鲜的较量中逐渐

占据优势地位。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

取得胜利也使北朝鲜获得了潜在的强大盟友。１９４９
年６月，美国军队撤出了朝鲜半岛，这似乎减少了美

国快速干预朝鲜局势的可能。为此，苏联答应扩大

供应军事技术和设备，满足了朝鲜一份长长的武器

清单要求［１］１７６－１７９。政治上，北朝鲜于６月建立了统

战组织———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以加强 在 国 家

统一过程中的统战工作和舆论宣传。为获得更多的

苏联援助增加自身实力，北朝鲜也不惜夸大南朝鲜

的军事实力、威胁和武装挑衅的规模和次数［１］１８３。

南朝鲜则日益陷入困境：民众表现出高涨的革

命热情，国内存在６万人的反政府游击队，社会经济

和政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等等。为了应对日益紧

张的局势，南朝鲜国会于１９４９年７月通过了义务兵

役法，规定所有符合服兵役条件的公民都要服兵役，

同时沿三八线设立了２０公里的禁区，只有特种通行

证才准许通过。

北 方 的 优 势 地 位 加 快 了 金 日 成 军 事 统 一 的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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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但是其计划的实施需要获得斯大林的支持。当

他于１９４９年９月试图攻占三八线以北的部分瓮津

半岛以缩短战线，同时表示“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

月内夺取南朝鲜”时，苏联担心此举的政治和军事风

险，进而引起美国的干预和战争长期化，苏共中央最

终制止了金日成的统一渴望，强调北朝鲜应该更多

地策动南方的反政府游击战争、建立解放区等各种

活动［１］２３０－２３９。虽然不情愿地遵守了苏联的指示，但

金日成对北方军队实力的深信不疑支撑着他统一国

家的决心。此后苏联政府对朝鲜主动进攻的任何表

示和行动都高度戒备，还曾严厉指责苏联驻朝大使

什特科夫没有严格执行约束北朝鲜试图发动进攻的

命令［１］２７３，２７７。
但是，中共在国共内战中获胜以及中苏新同盟

条约的签订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新中国的成立在

斯大林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因为：第一，中国作

为亚洲第一大国，它的胜利毫无疑问对太平洋对岸

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第二，中国的榜样作用将

在亚洲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美国既然连对中国这

样一个极具战略价值、被苏联视为盟友的国家都给

予了大量援助，并且不予干预，它就不会轻易干预亚

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如果亚洲其他国家都像中国那

样掀起革命狂飙，那么美国将无力应付来自苏联的

挑战。因此，斯大林一改原先的谨慎，开始实施积极

的亚洲外交政策，但是他可不希望苏联与美国走向

直接对抗，而是通过大力支持中国来牵制美国。
苏联远 东 政 策 发 生 变 化 的 标 志 是，斯 大 林 于

１９５０年１月初 决 定 与 中 国 签 订 新 的 中 苏 条 约。迟

至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出于担心英美的异议，斯大林

仍拒绝了毛泽东关于签订新约的要求。在他看来，
中苏条约的依据是雅尔塔协定，一旦废除该协定另

订新约，“那怕修改一项，都可能给英美提出修改条

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提供法律上的

借口”［２］８２。然而一方面由于中方的坚持，另一方面

也由于冷战的加剧和新中国的崛起，苏联要想在亚

洲的冷战中抗衡美国，就必须借助中国的力量，并满

足毛泽东与苏联订立新盟约的愿望。如果拘泥于雅

尔塔协定，哪怕仅保留旧条约的形式，都无法把中国

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而同遵守那个已经被中国

革命的胜利弄得千疮百孔的雅尔塔协定相比，与毛

泽东签约，把中国变成牢固的盟国显然对苏联更有

益。潜力极 大 的 中 国 可 以 成 为 苏 联 牵 制 美 国 的 力

量，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促使斯大林敦促日本、
印 度 及 其 他 亚 洲 共 产 党 模 仿 中 共，开 展 武 装 革

命［２］６４。没有中 国 的 帮 助，苏 联 在 亚 洲 只 能 处 于 一

种被动的局面，而要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美国，

就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

精于算计的斯大林经历两周思考后下定决心，

不再理会英美可能的抗议，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与

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

它却使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失去其通

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可以使苏联通向

太平洋的 中 长 铁 路 和 旅 顺 这 个 不 冻 港”［２］２７７。无 论

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获取太平洋的不冻港作

为其远东军事基地都是俄国的基本亚洲政策，因此，

如果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那么苏联就将获得仁川

或釜山等港 口 作 为 补 偿 在 中 苏 新 条 约 中 失 去 的 利

益，取得威慑世仇日本的重要桥头堡。

苏联对亚洲革命政策的变化契合了北朝鲜的愿

望，因此当１９５０年初苏联答应在年内向北朝鲜再供

应１．１２亿卢布武器装备，而金日成再次提出军事统

一朝鲜半岛的要求时，斯大林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

答应了金日成的要求。

１月１７日，金日成在一次外交宴会上向苏联大

使表示，中国革命成功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

朝鲜南方的人民了，他为此夜不能寐，并提出再次面

见斯大林，“以便就南方的形势和朝鲜人民军解放南

朝鲜问题得到指示”。苏联大使兼朝鲜军事总顾问

什特科夫按以往指示答复：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必须

以南方发动进攻为条件。但这次斯大林出乎意料地

指示什特科夫满足金日成的要求，他说：“我理解金

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

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

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我随时准备接见

他。请 把 此 事 转 告 他，在 这 件 事 上 我 准 备 帮 助

他。”［１］３０９　１月底，斯 大 林 批 准 了 来 访 的 金 日 成 的 军

事统一计划。金日成还同时得到一个利好的消息，

即南朝鲜“国务会议认为得到美国援助希望甚少”。

这进一步强化了金日成武装统一的决心。

金日成提出再组建３个步兵师将军队总数增加

到１０个师，并希望苏联将１９５１年提供 的７　０００万

卢布的国家贷款提前用于１９５０年以购买苏联装备。

苏联满足了该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

备［１］３１７。按约定，苏 联 对 北 朝 鲜 的 援 助 将 采 取 有 偿

方式，北朝鲜以９吨黄金、４０吨白银和１．５吨 钼 矿

来换取价值１．３８亿卢布的军事装备，并保证将每年

供应苏联十分稀缺的铅矿至少２．５万吨［１］３２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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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国共内战临近结束，全国开始进行经济建设

和军队复员工作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于金日成的

愿望 和 行 动 给 予 了 相 当 的 关 注 和 支 持。１９４９年５
月，毛泽东与来访的北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

一会谈后，同意将解放军３个师约３．７万朝鲜族官

兵转交给北朝 鲜，并 提 供２００名 军 事 干 部 以 及 这３
个师的军事装备和后续弹药。毛泽东甚至表示还可

以“悄悄派兵直接支援，因为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

清楚”［１］１８７。尽管如此，毛泽东希望朝鲜半岛的统一

安排在攻占台湾之后，他一再向金日成提出，待中共

完全解决台湾问题后将尽力帮助北朝鲜实现统一。
中共希望在进攻台湾时获得苏联的海空军援助，但

是，由于苏联只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军事人员，

拒绝直接派遣海空军参加军事行动，攻台计划只好

推迟到１９５１年春天以后。
经过苏中两国的援助，朝鲜战争前的南北朝鲜

军力对比为：军队人数１：２，步枪１：２，机 关 枪１：７，

冲锋枪１：１３，坦克１：６，飞机１：６［３］２７７。北朝鲜明显

占据军力优势，为其实施计划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物

质保障。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

４８／２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分化

中苏关系，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防线设置在菲律宾、

日本和琉球群岛一线的政策设想。两天后，为挫败

美国的“楔子”政策，斯大林转而赞同与毛泽东订立

一个全新的互 助 条 约。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 和１２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公开阐释了美

国远东政策：“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

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表示美国的安全线既不

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

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４］２８。在这历史的关节点

上，美国于１９４９年６月从朝鲜半岛撤军，以及１９５０
年初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宣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

基本上完成 了 以 收 缩 力 量 和 防 线 为 特 征 的 战 略 调

整”［５］６４，为斯大林批准金日成的军事进攻计划清除

了最大的心理障碍。斯大林据此判定，朝鲜半岛在

美国全球战略序列并不重要，南朝鲜的安全不在美

国的关注范围。在斯大林批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的

决策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担心过美国可能

的干预，并为此做出了必要的准备。这说明他批准

计划是以确信美国不干预作为前提条件的，否则以

其谨慎和功于心计的个性特征，是不会冒与美国开

战的风险的。事实上斯大林也始终极力避免任何苏

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的证据落到美国手中。战争爆

发后，他仍坚决拒绝苏联空军布防朝鲜为中国志愿

军提供空中保护，就是防止卷入与美国的直接军事

冲突。因此，当联合国迅速介入，莫斯科和平壤都感

到非常意外而措手不及。

４月，金日成再次访问了苏联，在补充了美国不

会参与朝鲜战争的理由后，与斯大林确定了由苏联

军事顾 问 组 协 助 制 定 的“先 发 制 人 的 进 攻 作 战 计

划”。金日成提出的理由为：１）北朝鲜将在３天内取

得军事胜利；２）将 有２０万 南 朝 鲜 共 产 党 员 举 行 起

义；３）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４）美国对此

没有时间进行准备［６］１４８－１４９。该计划最大的缺陷是，
它建立在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虚假前提下。

但是，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在实施计划前征询毛

泽东的意见，因为尽管他支持中国在亚洲民主革命

的领导地位，但不与美国直接冲突是他的政策底线。
他既担心金日成的行动在中苏之间造成误会，也需

要万一美国进行干预时，中国能够站出来支撑局面。
虽然毛泽东在４月１０日会见朝鲜大使表示，如果朝

鲜有了统一计划，他与金日成计划中的会晤必须秘

密进行，否则可以正式会晤，但是朝鲜始终没有向中

国事先透露相关信息。迟至５月１３日，在金日成到

访北京与毛泽东会谈后，中国政府才获悉北朝鲜已

准备实施统一计划，而此前金日成已经下达了６月

发起战役的指示。金日成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

决定———“现在与过去形势不同了，朝鲜可以开始行

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

人讨论。”［６］３８３学者 沈 志 华 和 杨 奎 松 对 此 的 解 释 为：
第一，考虑到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毛
泽东很难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斯大林

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

题的意见。第二，斯大林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

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置之

度外，不 听 从 莫 斯 科 的 指 挥。第 三，斯 大 林 非 常 谨

慎，在与金日成商量出眉目之前，不会轻易透露自己

的心声［２］２８４－２８６。第四，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

高领袖，他习惯于做出决定后由他人具体执行，而不

是与他人协商后再决策。据米高杨回忆录显示，斯

大林还担心过早地将计划透露给中共领导人而走漏

风声。
斯大林批准北朝鲜计划后再来征求中国政府意

见的举动，让毛泽东左右为难和强烈不满，因为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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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朝鲜的统一只能通过武力方式实现，但他一

再强调先台湾后朝鲜的顺序。如果不同意将使他扮

演不久前斯大林阻止中共革命的角色，这与他赞同

并支持世界革命的形象不一致，同意金日成的计划

意味着中共进攻台湾的日期再次延后。为此毛泽东

还中断了会谈，向苏联方面求证。得到确认后，木已

成舟，毛泽东显然不愿意充当一个革命阻碍者的角

色，他同意了首先实施金日成的计划。该计划分为

三步：第一步进一步加强军力；第二步向南方提出由

北方主导的和平统一方案；第三步，在遭到南朝鲜拒

绝后诉诸武力［３］２７５。毛泽东还向北朝鲜提出了具体

建议：作战计划要有充分准备，部队行动要迅速，包

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占领城市而延误时间，要集中

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还提到日本和美国干

预的可能性，并承诺：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支

援，因为苏联与美国有划分三八线的协议，它不便参

加战斗，但中 国 没 有 这 种 义 务，可 以 帮 助 朝 鲜［７］１０５。
对此，金日成予以委婉拒绝。毛泽东还心有不甘地

补充，如果朝鲜计划在解决台湾问题后实施，将得到

中国的全力支持，但既然朝鲜同志已经决定开始作

战，作战是两国的共同任务，所以中国也同意，并将

提供必要的援助［３］２８７。毛泽东的表态开启了金日成

军事行动的最后一道闸门。

５月底，金日 成 通 知 苏 联 大 使，朝 鲜 的１０个 师

已经做好准备，他在莫斯科期间要求的武器弹药也

已经到达，并将在６月初装备新部队，到月底具备战

斗力后，将充当第二梯队。考虑到７月进入雨季后

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开展，而推迟计划到９月又可能

泄露计划而失去行动的突然性，金日成决定６月底

执行计划［１］４０３。苏联对此表示同意。６月２４日，金

日成发布军事动员令。２５日凌晨，北朝鲜以受到南

朝鲜武装挑衅为由，出动７个师的军队大举越过三

八线，同时两支小规模的海军也在南朝鲜沿海登陆，
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的杜鲁门政府立即判断该事件是苏联策动

的共产主义世界对其他地区总进攻的开始。其顾问

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对美国抵制苏联扩张其势

力与制度企图的考验，假如让斯大林在朝鲜的投机

得逞，他就会在其他地方再试身手，并且一直这样干

下去，直至他要么征服欧亚大陆，要么触发第三次世

界大战，而今正是阻止他的时刻［８］２８８。当天，美国政

府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声称南朝鲜是通过自由选

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要求北朝鲜军队退回到三八线

以北，并号召会员国援助南朝鲜。在美国看来，作为

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它在道义上有保护南朝鲜的

义务，同时美国外交政策目的之一是，将它的冷战政

策与联合 国 的 和 平 与 人 道 主 义 价 值 观 相 联 系［９］６２。

２７日，美国政 府 以 联 合 国 名 义 出 动 海、空 军 支 援 南

朝鲜，并从抛弃国民党的立场后退，宣布台湾“地位

尚未最后确定”，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

台海两岸任何一方进攻，防止战争蔓延，台海局势由

此冻结。７月７日，美国推动联合国组织了１６国联

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战争发展为国际战争。

三

联合国出乎意料的干预和美国将朝鲜战争与台

湾问题联系 起 来 的 新 台 海 政 策 令 中 国 政 府 反 应 强

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政府决定派遣柴成文

到北朝鲜主持使馆工作，要求其密切注意战场的变

化，同时决定在中朝边境集中９个师的兵力，以便在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时协助北朝鲜军队迎击敌军，

并再次要求苏联提供空中掩护［１０］５１。毛泽东与周恩

来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示支持朝鲜，愿意做其坚强后

盾，甚至提议将部队化装成北朝鲜军参战，北朝鲜婉

拒了中国的好意。显而易见，战争的爆发使中共攻

击台湾的时间无期限延后，并将战略重点转向东北。

由于事前筹划周密与准备充分，在苏联巨大的

支援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朝鲜军队在第一个月

进展顺利，很快攻陷汉城，８月中旬接近大丘－釜山

线，将南朝鲜军队压缩在一片狭小的区域，胜利似乎

近在咫尺，金日成在广播上要求军队在８月底结束

战斗。但是，随着１０万联合国军参与巩固南朝鲜军

队防线，北朝鲜军队再无前进之力，如无苏联或中国

的直接支持则无法取得进一步胜利。

尽管苏联提供了大部分军事装备，还向朝鲜前

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派遣了军事顾问，但是它始

终遵循一个原则，即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确保

苏联与战争有牵连的一切信息不被发现，因而斯大

林一开始就 要 求 中 国 承 担 苏 联 不 便 公 开 参 与 的 活

动。他肯定了中国在东北设立边防军的决定，表示

愿意提供空中保护，同时敦促中国派遣代表到北朝

鲜，以便联 系 和 解 决 问 题［１］４３１。战 事 逆 转 使 中 国 政

府更加密切关注战局，东北边防军顺利建立，下辖４
个军，计２５．５万人。

９月１５日，联合国军队司令麦克阿瑟指挥１．８
万人在仁川成功登陆，随即迅速插到三七线附近，重
新占领汉城，切断了北朝鲜军队的前后方联系，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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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逆转。金日成向莫斯科解释：“由于纪律涣散，
不服从命令，敌人已经切断了一、二方面军之间的联

系。”朝鲜急需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什特科夫报

告：“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有效抵抗敌军的

部队已经没有了”；金日成和朴宪永“焦虑不安”，“对
于目前 的 形 势 感 到 有 些 慌 张 和 缺 乏 信 心”［６］２７３，２７７。
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提出了直接出兵援助要求。９
月２９日，他 致 电 斯 大 林，承 认“危 险 的 形 势 已 经 出

现”，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当敌人跨过

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

直接军事援助”，但他知道苏联不可能直接出兵，随

即马上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

支 国 际 志 愿 部 队，为 我 们 的 斗 争 提 供 军 事 援

助”［１１］５６２。
斯大林严厉批评了苏联顾问，但他既没有派出

地面部队，也没有派空军保护平壤，而是考虑利用中

国摆脱困境，把难题抛给了中共。他在１０月１日回

电金日成时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对北朝鲜政治鼓

劲，要求其总动员，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组织抵抗，
二是把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推给中国承担。他说：
“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

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

中国同志 商 量。”［１１］５７４斯 大 林 在 当 天 另 一 份 给 毛 泽

东的电报中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

够为朝鲜人民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
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

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中国部队可以

以志愿军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但
是斯大林并不想让毛泽东知道金日成已向苏联提出

同样要求并已遭他拒绝，他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

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

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将会感到高兴。”［１１］５７１政

治上，苏联试图通过其回到安理会的代表提出解决

方案：停止军事冲突、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派出

南北人 数 组 成 相 同 的 委 员 会 实 施 朝 鲜 统 一［１１］５６７。
但形势的逆转使其未进入讨论。

形势骤变更加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事的关

切。周恩来两次致电金日成，指出朝鲜应该做好自

力更生、保持主力和长期作战的准备，以优势兵力歼

灭包围之敌，建议朝鲜被包围的军队以小分队形式

撤回［６］１７５－１７６。同 时，中 共 准 备 出 兵 议 案。９月１７
日，柴成文５人小组赶赴朝鲜收集情况，途中他向东

北局的高岗转告了毛泽东意见———“看来不出兵是

不行了，必 须 抓 紧 准 备”［１２］７９。外 交 方 面，中 国 政 府

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中国对美国突

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

出兵朝 鲜 战 争 是 重 大 而 艰 难 的 历 史 抉 择。１０
月１日晚，毛泽东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对策。鉴于

国内刚刚结束长期战争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而战

局逆转使美军的指挥水平和战斗力似乎并不像起初

想象的那么不堪，加上美军占有强大的火力优势和

绝对的制空权，与８月中旬的乐观情绪相比，现在多

数领导人不认为参战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可能引起

与美国的全面战争。除毛泽东外的其他领导人都对

出兵持谨慎态度。毛泽东力主出兵，他一方面强调

己方的优势，如：拥有大规模作战经验，离后方近、兵
力多，只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掩护，未必没有

战胜的可能；另一方面强调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对中

国东北威胁的可怕前景和国内敌对势力可能的蠢蠢

欲动。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但决定召开书记处扩大

会议，邀请高级军事领导人继续讨论。

１０月３日，毛 泽 东 草 拟 了 两 份 电 报，一 份 给 东

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另一

份给斯大林。毛泽东要求高岗到京开会，并命令他

们提前结束战备，随时待命入朝作战。在致斯大林

的电报中，毛泽东列出中国立即出兵面临的困难：中
国军队装备差，同美军作战无必胜把握；可能引起与

美国的公开冲突，把苏联拖进来；参战将影响国家建

设并导致 人 民 的 不 满。但 他 又 表 示 这 只 是 初 步 决

定，尚未最后定夺，将派周恩来与林彪到苏联与斯大

林当面讨 论 出 兵 事 宜［１１］５７６。中 国 的 拒 绝 和 朝 鲜 战

事的继续恶化使斯大林对战局失去了信心，在中国

决定出兵前，苏联已经决定将苏联专家和在朝机构

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撤回苏联。

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毛泽东在１０月初两次内

容相反地致电斯大林，反映了中共高层对此存在深

刻分歧①。在２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 扩 大 会 议 和４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几乎所有领导人包括在东

北指挥了几年大兵团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而被毛

泽东认为最适合指挥入朝作战的林彪，都对当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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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俄两国档案馆各自保存一份１０月２、３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内容不同的电报，中国档案馆的文件明确回应斯大林的请求；保存在俄国
的档案更多地强调出兵的困难，它使苏联人误认为中国方面已经放弃出兵政策。沈志华教授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外交技巧，目的在于更多地争
取苏联的军事装备和空军保护，同时仍需要时间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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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持怀疑和 反 对 态 度，都 认 为“不 到 万 不 得 已 的 时

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１３］７３６。最后，毛泽东电召彭

德怀迅即来京，他希望获得这位重量级军中元老的

支持。５日，受毛的私下委托，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

番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后，会议最终做出了出兵朝

鲜的决 定［１４］４０１－４０３。这 样，在 斯 大 林 更 急 迫 地 要 求

中国出兵的来信到来前，“经过犹豫和若干暂时的决

定后”，毛泽东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接下来是具体落实出兵准备工作以及与苏联协

商援助事宜。６日，周 恩 来 受 毛 泽 东 委 托 主 持 军 委

扩大会议统一军队领导人的思想，并听取军人们对

入朝作战所需装备的意见。同一天，毛泽东约见苏

联大使罗申，要求他转告斯大林，中国已准备派９个

师入朝作战，但还需要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与斯

大林详细讨 论 入 朝 作 战 所 需 的 装 备。８日，毛 泽 东

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将此通知金

日成，同时电告斯大林中国军队能在１５日前入朝，
周恩来和林彪已飞赴他在黑海的休假地，与他商谈

苏联援 助 事 宜，毛 泽 东 请 求 斯 大 林 对 此 保 密［７］１１９。
中国的出兵决定迅速缓解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焦虑

和失望情绪。
周恩来与林彪的使命是落实斯大林的承诺———

为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这是当初中

国决定出兵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一个前提条件。
军方领导人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必须得到苏

联空军的支援。邓华、洪学智、解方在致信朱德时提

出，“假如苏联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地帮助我

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就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

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１５］２２。
然而，会谈情况很不乐观。由于斯大林 事 前 几

度表示过愿意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显

然对此深信不疑。周恩来、林彪赴苏商谈的策略底

线是以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为前提的，但他们很快发

现苏方并不打算马上提供空中掩护，而且掩护仅限

于鸭绿江中国一侧，即中国军队的后方，但也要在两

个半月以后才有可能。由于这大大出乎中国方面意

料之外，周、林为此明确认为中方不能马上出兵。这

时苏联获悉，一只美国特混舰队在咸兴海域出现，有
可能发 生 第 二 次 美 军 在 朝 鲜 军 队 后 方 登 陆［１１］５９６。
形势如此危机，双方做出如下决定：苏联空军暂不出

动；中苏均暂不出兵；建议北朝鲜政府和军队尽早撤

退到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６］１９５－１９７。随后，斯大林

和周恩来联 名 致 电 毛 泽 东 和 金 日 成 通 报 了 会 谈 结

果。

毛泽东对来电深感意外，复电同意，并下令军队

暂停入朝，同时电召正在做出兵准备的高岗和彭德

怀进京讨论。１３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讨

论是否出兵，并再次主导了会场，说服彭德怀和其他

与会者继续支持出兵。他解释说，虽然苏联空军在

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

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如果

选择与南朝鲜军队作战，还是能够战而胜之。会议

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不论有多大困

难，也必须出兵援朝［６］２０１。
会后，毛泽东立即通知周恩来会议结果：“与政

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对朝鲜

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

际反动气 焰 嚣 张，则 对 各 方 都 不 利。”［１６］５５８－５６０毛 泽

东要求周恩来与斯大林继续讨论，苏联以何种方式

提供武器装备及其空军出动的时间及方式。他显然

认为只要两个月后苏联提供空中保护，其他条件都

是次要的。他说：“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

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

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

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在两个月或两

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

能出动空军掩护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

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

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１７］８８由于没有空军

掩护，他决定参战初期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避免与

美军交手。当天，毛泽东把最终决定通知了罗申，并
要求“苏方空军的出动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对

于苏联以何种方式提供装备，他也做出了让步，不再

强调苏联无偿提供援助，他解释中国政府“目前无法

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

装备，这样就不会动用１９５１年的预算，也容易向国

内民主党派解释此事”［１１］５９７。
中国政府做出参战的最终决定和条件既出乎斯

大林意料，也使他兴奋异常。它“加强了斯大林对毛

泽东的 信 任，从 而 也 加 强 了 苏 联 与 中 国 之 间 的 关

系”［６］２１１，此后数年协调与合作成为中苏同盟关系的

主流。斯大林迅速通知金日成暂缓实施撤退命令。
周恩来也受命继续与斯大林谈判，希望将苏联的军

事援助和空军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明确下来。然而，
在确认中国决定出兵后，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出

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两个

月或两个半月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１６］５５９－５６０。中

苏领导人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过程中进行的外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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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反映了斯大林老辣的外交手腕和经验，而中国领

导人在这方面显然缺乏经验，其中教训值得铭记。
至此，中国方面才真正明白斯大林提供的空中

保护是把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排除在外的。它超出了

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最低预期。这一情况使中国军

队面临的危险陡然增加，因为毛泽东决策出兵一直

是建立在苏联空军提供战场空中保护为条件的。苏

联的决定意味着志愿军将完全暴露在美军的强大空

中力量打击之下，失去任何反制能力。毛泽东后来

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

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毛于１０月１７日再次电

召彭德怀和高岗进京会商，然而出兵已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１９日，志 愿 军 主 力 受 命 渡 过 鸭 绿 江，并

于２５日发动了入朝以来的第一场战役，中国正式卷

入了朝鲜战争。

总之，朝鲜战争源于金日成为统一朝鲜半岛而

向南朝鲜展开的军事进攻和斯大林出于自身利益而

对北朝鲜的支持。联合国和美国的干预，使它发展

成为国际性战争。中国政府在困难中做出了曲折而

艰难的参战决策，期望速战速决实现作战目标。中

国的卷入扩大了战争规模，使战争延续了３年之久，
中国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朝鲜战争对中国

自身和国际局势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的

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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