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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战场包括两

条战线：一条是“望、闻、问、切”
的情报战线；一条是唇枪舌剑的外交

战线。
1950年10月19日，美军与南朝鲜

军队攻占了朝鲜首都平壤。当晚，刚

刚上任12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大军秘密从安

东 （今辽宁丹东）、长甸河口、辑安

（今吉林集安） 3个口岸跨过鸭绿江，

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10月19日，从此载入史册，成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

江的日子。

最早跨过鸭绿江的队伍

其实，最早进入朝鲜战场的，并

不是野战部队，而是一支只有7个人

组成的情报外交队伍。统领这支情报

外交队伍的，是中国驻朝鲜首任政务

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柴军武就是

我党我军横跨情报、外事两条战线的

精英。他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股长、
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中原野

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二野战军

司令部情报处处长。重庆谈判期间，

柴军武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军

事组的上校参谋。他还担任过中共驻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科科长。
1950年6月25日，时任西南军区情

报处处长的柴军武，奉命从重庆前往

北京，到外交部报到，准备出使东

德。26日途经郑州时，他从报纸上得

知朝鲜战争爆发，但“当时完全没有

将这场战争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
抵京几天后，6月30日深夜，周恩

来亲自找柴军武谈话，直截了当地对

他说：“不要你去柏林了，聂老总建

议你去平壤，已同伯承讲过，他也觉

得合适。”“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

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

养病，一时去不了，现在要你带几个

军事干部先去。”
周恩来抽出总参谋部建议派军事

观察组去平壤的请示报告说：“我的

意见，还是以使馆的名义去为好，不

要用联络组名义，更不要用观察组名

义。”
随后，军委情报部从武官人员中

挑选了5名既有作战经验又有分析能

力的军事干部，并从当时东北驻平壤

商务代表处留下一位叫倪蔚庭的同

志，最终确定7名同志首批入朝。他们

是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参赞

倪蔚庭 （已在平壤），参赞薛宗华，一

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

大纲、刘向文。
6月30日至7月7日，所有的准备，

包括有关手续、使馆印信、国徽、门

牌，以及服装、办公用品、餐具等就

全部办好备齐。多年后，柴军武在

《板门店谈判》 一书中，仍对此感叹

不已：“当时的国家机关都比较精

干，人员不多，但是办事效率很高，

特别是遇到紧急任务，只需一个电

话，都主动协同配合，从不推诿。”
7月8日上午，周恩来亲切接见了

临行前的6位同志，明确指示：“保

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

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周恩来的话，实际上明确了情报、外

交两大任务。
当日晚，柴军武一行乘火车从北

京启程，9日晚跨过鸭绿江，10日晨抵

达平壤。这支仅有7人的队伍，最早踏

上了朝鲜战场，比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早了3个多月。

抗美援朝，情报先行

早在1950年7月初，当朝鲜人民军

幕后与前台：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战场
■秦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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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2023.4JSSL

顺利向南挺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

来就判断美军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

陆，然后集中力量沿铁路线向北进

攻；另一种可能是在仁川登陆。建议

人民军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

地，以便防守汉城。
当时中朝两国尚未互派大使，缺

乏直接联络渠道，毛泽东、周恩来的

这些判断，通过苏联政府转告了朝鲜

领导人。
8月、9月，毛泽东、周恩来两次

会见朝鲜代表，指出朝鲜战场未来走

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民军全歼美

军，另一种是战争持久化。其中明确

指出，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特别

应注意加强 仁川—汉城地 区 和 镇 南

浦—平壤地区的守备”。
8月底至9月上旬，东北军区、第

13兵团、中国驻朝使馆、总参作战部

门也分别作出了美军可能从人民军后

方实施登陆作战，且登陆地点可能在

“仁川和其他地区”的预判。
战局果然在洛东江地区陷入了僵

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遂下令，

组成了以崔庸健为司令官的西海岸防

御司令部，负责群山以北，以仁川—
汉城为中心的西海岸防御。在该地区

部署了步兵、炮兵、坦克和海岸守备

部队，还在仁川港口外的飞鱼海峡敷

设鱼雷，封锁了航道。
当时，人民军高 层 对 战 局 有 不

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军的反攻

将主要从洛东江前线发起，除非美

军得到大规模增援部队，否则短期

内很难从人民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登

陆，所以仍将主力置于洛东江一线。
后方虽作出了部署，但多为新组建

部队，战斗力较弱，最终未能抵挡

住美军在仁川的登陆突击，整个战

局由此急转直下。
出兵朝鲜早就在毛 泽 东 的 战 略

考虑之中，而东北军区也早就呈送

过报告，建议出兵前先派一个先遣

组入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

场准备。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此问题被迅

速提上日程。经商金日成同意，军委

决定派出5位军事干部，以武官名义

赴朝鲜考察战场情况。9月19日，第13
兵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崔醒农、第40
军第118师参谋长汤景仲、第39军司令

部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军委炮兵司令

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东北军区后勤

部副部长张明远奔赴朝鲜，紧张工作

了近一个月，“搜集美军情况，熟悉

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熟悉朝鲜地形

情况”。

出其不意与料敌在先

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出其不意。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5天，即1950年6月

29日，麦克阿瑟飞往朝鲜战场视察

时，就产生了从朝鲜人民军后方实施

登陆的想法。返回东京后，即令参谋

人员拟订了代号为“蓝心行动”的登

陆计划，定于7月22日实施。后因登陆

装备配备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

大，海军陆战旅和骑兵师指挥层一致

反对而暂时搁置，但麦克阿瑟实施仁

川登陆的决心始终未变。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美军参

谋长联席会议呈报了反攻计划，说明

了登陆作战的基本设想，但没有说明

登陆地点。
8月1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拟订出登陆作战计划，确定登陆地点

为仁川，行动时间为9月15日。
美军参联会对此持保留意见。人

民军发动釜山战役导致美军防线告急

后，参联会于9月7日专门发电，要求

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仁川登陆的可行

性。麦克阿瑟根本不为所动，于次日

回电称，他对仁川登陆的可行性深信

不疑。
9月13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实施火

力准备，压制住人民军要塞月尾岛的

火力，清扫了飞鱼海峡的鱼雷，打通

了航道。
15日下午5时，仁川港满潮。美军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上岸，并于次

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军和南

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朝鲜人民军开

始战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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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预判美军仁川登陆，料敌在

先。中方准确预判到了仁川登陆，这

一点毫无争议。可到底是谁最先把准

了战争脉搏，这一点却说法各异。
综合权威资料所述和有关当事人

的回忆录、传记来看，从领袖到参谋

人员，从一线使馆到边防待命部队指

挥员，都预见到了这种可能。
8月10日前后，总参谋部有关人员

研究了美军水陆两栖作战的历史和麦

克阿瑟的经历，认为如果敌人登陆，

可能选择镇南浦、元山、仁川和群

山。周恩来将此意见及时报告了毛泽

东。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

并说，万一遇上那种情况，朝鲜局势

就难办了，没有回旋余地了。
8月31日，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在

党委会上判断敌人将来反攻有两种可

能：一种可能是以一部分兵力在朝鲜

沿海侧后几处登陆；另一种可能是以

一小部兵力于现地与人民军周旋，其

主力则在人民军侧后 （平壤或汉城地

区） 大举登陆。会后，邓华以兵团名

义于当日将意见报告了中央。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研拟了《目前

朝鲜战争局势汇报提纲》，十分明确

而又具体地指出，美军“估计可能在

仁川或其他地区登陆”。敌军正在仁

川港外进行的种种活动，是在为登陆

做准备。 《汇报提纲》 由柴军武于9
月7日亲自带回北京。

8日，柴军武向聂荣臻代总参谋

长作了汇报。聂荣臻当即将《汇报提

纲》批呈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重视，

批示周恩来找柴军武面谈。
当晚，周恩来召见柴军武，详细

听取汇报后，在《汇报提纲》上批示

“印发常委各同志”。
时隔一日，根据军办通知，柴军

武又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上来就

问：“他们 （指朝鲜劳动党领导人）

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
柴军武答：“我 不 能 确 切 地 讲

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

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

的。”
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

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柴军武没有回答，心中诧异：是

不是中央又决定不出兵了？

准确预判仁川登陆，并不是哪个

部门、哪个人的独家远见，而是从上

到下、从外到内的英雄所见。

情报上也是只“纸老虎”

“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

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朝鲜，

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这是

美国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被称

为“中国通”的查尔斯·威洛比少将

在综合各方情报后作出的结论，时间

是10月14日。5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了鸭绿江。
15日，麦克阿瑟带着这份“敌情

判断”，飞往威克岛与杜鲁门总统会

面，讨论朝鲜“战后重建”、朝鲜战

争“最后阶段”的一些重大问题。
见面后，杜鲁门问：“苏联、中

国到底有无可能直接介入？”
麦克阿瑟答：“可能性很小……”
杜鲁门问：“请你先讲讲中国，

不是说有较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吗？”
麦克阿瑟答：“中国在东北三省

的部队有30万，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

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他们只

能把五六万人送过鸭绿江。”

5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替麦

克阿瑟准确回答了杜鲁门的这个问

题：

“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部队，

计有第38军……第一次战役打响后，

第50军、第66军也入朝参战，总兵力

约29万人。”“1953年停战实现时，中

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约120
万人。”“志愿军参战军兵种之多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在

这场战争中受到锻炼的部队先后共有

290万。”
杜鲁门说：“可是他们确实讲了

些不能置之不理的话。”
麦克阿瑟回答：“总统，难道您

不认为那是一种外交讹诈吗？”
杜 鲁 门 最 后 问 ：“那 么 将 军 ，

苏、中有无可能联合干涉呢？”
麦克阿瑟答：“我相信，那是不

会收到什么效果的。”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

雷问：明年1月能否将第2师或者第3师

调往欧洲？

麦克阿瑟胸有成竹地料定：“我

认 为 ， 战 争 到 感 恩 节 就 可 以 结 束。
……调哪个师到欧洲，就看你 们的

了。”
感恩节在麦克阿瑟这番高论1个

多月后就到了。他本人在6个月后被

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而

战争直到2年零9个月后才结束。
初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后，志愿

军便“销声匿迹”了。“中国通”威

洛比少将立即权威发布：“他们已离

开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
我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

了，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
美国中央情报局判断，中国有可

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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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判，中国

介入的战略意图有三：一是控制边境

缓冲地带；二是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

久战；三是将“联合国军”彻底驱逐

出朝鲜半岛。不过，“中国还没有力

量敢于同美军进行抗衡”，所以第一

种可能性最大。
英、法两国的判断更离谱，认为

“中国人介入的企图是迫使美国停止

对重建欧洲的援助计划”。
再来看看中方对形势的研判。
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的结局作了

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

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从根本上解决

朝鲜问题；二是在朝鲜打成僵局，甚

至被迫撤回，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

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

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

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

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

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

至三八线以南。
中共中央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

小，第二种情况虽然也有可能，但美

国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中共

中央的态度是，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

现，并且相信有力量实现这种情况。
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第二种局面，也

必须有所防范和准备，特别强调要做

好“长打、大打、打原子弹”，甚至

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后来的战局发展表明，中共中央

的上述估计惊人地准确，战争准备惊

人地充分，对把握战争、驾驭谈判起

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威胁要使

用原子弹。面对核讹诈，毛泽东蔑视

地宣称：“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

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这股气吞山河的底气从何而来？

除了伟人的非凡气概，当然还有对形

势的正确评估。
“多算胜，少算不胜。”棋子未

落，终盘已定。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

最强大的情报系统，但在刚成立一年

的新中国面前，不过是只“纸老虎”。

“情报王”与外交家幕后联袂

1951年5月31日，美国著名外交

家、“苏联通”乔治·凯南奉国务卿

艾奇逊之命，约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马立克，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联

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其他委员会或是以

其他方式与中国人会面，讨论结束朝

鲜战争的问题。”
乔治·凯南的试探得到了苏、中

两 国 的 响 应。经 过 多 轮 电 文 往 来 ，

1951年6月底7月初，中朝与美方商定，

于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
这是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的首次外交斗争，需要派一名得力大

将赶赴一线指挥。
毛泽东召见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兼

军 委 总 情 报 部 部 长 的 李 克 农 ， 说 ：

“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

平时靠药物控制，每天须服用镇痛

剂才能入睡。他担心误事，就提出

是不是改派伍修权或姬鹏飞去。毛

泽东稍稍犹豫一下，说：“还是你

去吧！”
按照中朝两党协议，停战谈判的

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
他俩不对外，但为了安全与保密，代

表团内部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

乔冠华为“乔指导员”。就这样，一

个“情报王”，一个外交家，组成了

第二战场的幕后司令部。
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是朝鲜人

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朝方代表是

人民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

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中方

代表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

解方。柴军武被指定为志愿军联络

官，他“就是这次才改名为柴成文

的”。
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

农任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任

委员，柴成文任代表团秘书长。

两个世界纪录彰显“情报王”的

老辣

最长的静坐纪录诞生于军事分界

线的谈判期间。美方坚持所谓“海空

军优势补偿论”，拒绝以三八线为军

事分界线。8月10日，美方老调重弹。朝鲜停战后， 彭德怀视察非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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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当即予以批驳

后，等待美方的回应。不承想，美方

首席代表、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

埃为了表明其绝不让步的态度，竟拒

绝再发言，与助手们默契地耍起了沉

默战术。
乔埃“有时双手捧着双腮，有时

用右手玩弄着面前的两支笔”，一会

儿又掏出香烟吞云吐雾。他的助手们

则有的抽烟，有的写写画画，有的眼

睛紧盯着中方代表。
面对美方的沉默战术，中方代表

沉着应对，“只是静静地坐着”。
“静默”了近一个小时后，坐在

中方参谋位置上的柴成文轻轻离场，

来到距会场百米之外的“工作队前

指”请示李克农。李克农指示：坐下

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写了“坐下去”
三个字，传递给中方人员。

双方静坐132分钟后，美方终于忍

不住率先开口：“我建议休会，明天

上午10点继续开会。”
最短的开会纪录诞生于战俘问题

谈判期间。美方第三项议程首席代表

哈里逊发明了另一种拖延施压战术

“开会即休会”，以表明美方立场不可

更改、不容讨论。同时，等待美军正

在战场上发起的攻势取得胜利，以增

加谈判筹码。
他每天走进会场，不待坐稳就急

切地宣布休会，并立即退场。就这

样，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2分钟、1
分钟、30秒，最短一次只有25秒。

在李克农主持下 ，中 方 见 招 拆

招，在程序问题上奉陪到底，在原则

问题上坚决斗争，美方玩弄的把戏再

次破产。
美国人创下的两项世界纪录，在

老辣的“情报王”面前，成了幼稚的

儿童游戏。

战俘问题体现外交家的远见

起初，代表团成员都觉得战俘问

题不难解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有

明确的规范，只需照办即可。中朝高

层也一度对战俘问题持乐观态度，认

为会顺利达成协议，唯独乔冠华对此

抱有疑虑。
乔冠华在一次研究 战 俘 问 题 时

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

协议，但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

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

个 信 号 ， 他 竟 诬 蔑 我 方 杀 害 战 俘。
……他所指的 什么81师23团，我军

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

部 也 说 汉 莱 的 声 明 没 有 事 实 根 据。
……更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

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

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

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

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

军军法处长的声明，绝非一般情况，

似乎道出了美国的决策集团有可能

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对此，

我还没有什么把握，但我得提醒同

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后来，柴成文回忆说：“乔冠华

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分析才

能。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

停战协议的主要的绊脚石了。”
果然，美方抛出了所谓“自愿遣

返”原则，实质是想扣留战俘，自然

遭到朝中方面的坚决反对。双方在战

俘遣返的原则、条件、方式、人数等

问题上拒不相让，致使战俘问题久拖

不决，成为停战谈判最主要的也是最

后一个障碍。

大和岛、小和岛战役的多重价值

1951年11月5日至12月1日，志愿

军第50军在空军配合下，对鸭绿江口

至清川江口之间的沿海岛屿，连续发

动4次攻岛作战，一举攻占了大和岛、
小和岛等14个岛屿。

此次战役的军事意义十分重要。
“这次攻岛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

唯一一次陆空联合作战，也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空联合作战

和人民空军第一次多机种协同作战，

其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后来的联合

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战役对朝鲜停战谈判的价值

不容小视。谈判中，朝中方面提出，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

后5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从对

方后方的岛屿和海面上撤走。美方非

但拒不接受，反而荒谬地提出以其所

1951年7月， 参 加 谈 判 的 中 方 代
表及工作人员在板门店合影。 前排左
起： 解 方、 李 克 农、 边 章 五、 杜 平、
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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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岛屿换取开城。大、小和岛战役的

胜利，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
发动此次战役的主要考虑之一，

就 是 肃 清 敌 人 的“特 工 据 点”。当

时，在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之间的

沿海岛屿上，驻扎着代号为“白马部

队”和“平 北 联 队”的 匪 特 武 装。
他们配合美国和南朝鲜陆海空军情

报人员，运用雷达、监听和对空侦

察设备，专门搜集朝中方面的军事

情报，不断派遣匪特潜入西海岸地

区进行破坏。大、小和岛战役摧毁

了敌人的情报基地，扫除了敌人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其情报价

值不言而喻。

鲜为人知的反特清谍专项行动

1952年10月中旬前后，“联合国

军”总司令克拉克组织草拟了以正面进

攻、联合登陆、轰炸中国东北三省为重

点的大规模陆海空军作战计划，重点考

虑从我侧后方实施大规模登陆突击，妄

图重演“仁川登陆”。为此，美军举行

了密集的、规模不等的登陆演习。
为应对美军登陆作战，志愿军于

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进行了规模空

前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在这场登陆与反登陆作战准备的

背后，一场侦察与反侦察、渗透与反

渗透、破袭与反破袭的情报战悄然但

激烈地展开了。
为配合登陆，从1952年11月起，

“联合国军”开始以空中投送、海岸

登陆、陆地潜入等方式，派遣大批

特务，以小组、分队形式深入朝中

后方，假扮百姓、官员、僧人、军

人等，在潜伏特工的配合下，侦察

朝中两军部队、装备、各级指挥员

的详细情况，策反、绑架、暗杀我

方人员。核查我军政机关、交通枢

纽、重要仓库等，伺机爆破或引导

敌机轰炸。查明美军与南朝鲜军被

俘人员关押地点，伺机营救。搜集

气象、地形、水文等各种情报，配

合登陆准备。据不完全统计，1952
年12月至1953年2月，美军与南朝鲜

军共派遣82批近千人，其中一次性

派遣30～100人的就有4起。
面对严峻的谍情，中朝联合司令

部于1953年2月17日发出了关于清剿匪

特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

动用一切武装力量，划分责任区域，

组织“全面性的彻底清剿”。朝鲜党

和政府则在北部整个地区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反间谍斗争月。仅3月1日至10
日，就抓捕匪特66名、可疑分子653
名，缴获大量物资装备。

此次反特清谍行动，粉碎了敌人

的谍战攻势，肃清了谍患，巩固了后

方，有力地配合了反登陆作战准备。

“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会场上

也得不到”

在这场罕见的打谈 交 织 的 战 争

中，彭德怀负责战场，李克农负责会

场。一武一文，一打一谈。战争打了

2年零9个月，谈判谈了2年零17天。
彭德怀在战场上把美军打得不得

不一次次坐下来谈，李克农在会场上

与不得不一次次坐下来谈的“山姆大

叔”沉着周旋。彭、李二人这段场上

场下的配合，可以化用彭德怀告诫部

属的话来归纳：“打得坚决，谈得耐

心。”
谈判期间，美方抛出“海空军优

势补偿论”，要求把军事分界线放在

“联合国军”阵地后方，其实质是想

不战而获，白白得到1.2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朝中方面严厉驳回，美方遂狂

妄地叫嚣：“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

论吧。”
美方还提出“限制机场设备”的

建议，中方代表、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表示，美方这是在干涉别国内政。没

想到，美方竟厚颜无耻地说：“我们

现在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飞

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

修，我再炸。”
解方怒斥美方代表：“你们使用

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

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

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

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几十年后，柴成文在《板门店谈

判》中写道：“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

西，会场上也得不到，在双方对等的军

事谈判中，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朝鲜停战谈判是公认的史上持续

时间最久的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
日开始，经过58次大范围、733次小范

围谈判，两易会场，五度中断，前后

历时749天，才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

了停战协定。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

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

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

上签字的司令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

豪迈地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

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

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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