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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 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

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懂得了全局

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

西。”深入研究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不

同阶段的战略设想和战略目标，对全

面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进程，认识这

场战争最终胜利的原因，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战略防御：在朝鲜北部打出一块

根据地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

发。27 日，美国决定出兵干涉朝鲜

内战；命令美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

动，阻挠中国统一大业；操纵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为“侵略方”的

决议。7月7日，美国再次推动安理会

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

的“联合国军”。

毛泽东、党中央对朝鲜战争高度

重视。6月28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

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我国领

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号召全世界

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

方的新侵略。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

日攻占汉城 （今首尔）。两天后，南

朝鲜军队进抵三八线，“联合国军”

总司令麦克阿瑟叫嚣要占领全朝鲜。

10月1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出

兵要求电和金日成发来的紧急求援

电，希望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面对

朝鲜战争的严峻局面，毛泽东于10月

2日和4日，先后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分

析出兵朝鲜的利弊得失，最终统一认

识，于5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战略决策。会议还决定由彭德

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

委，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军援之事。

10 月 5 日，毛泽东作出出兵决

策，7 日便召集彭德怀、聂荣臻开

会，研究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此

后，毛泽东又于13日、18日两次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苏联空军暂时

不能出动的新情况，研究并确定志愿

军入朝后的战略设想和战役部署。

毛泽东从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

比、朝鲜北部的地形特点出发，认为

我军战略设想应当是战略防御。他在

10月13日发给周恩来并转斯大林的电

报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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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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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

另一份电报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上

述设想和据此拟定的战役部署。电报

中说 ：“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

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

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

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

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

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

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

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

壤、元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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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毛

泽东还表示：“在工事已经修好，敌

人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

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

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毛泽东这一战略设想的核心，就

是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击退“联合

国军”向中朝边境的大举进攻，在朝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战略设想与目标
■ 谢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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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北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把战线稳

定在平壤、元山一线。

据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设想在志愿军入朝

前已有传达。10月9日，彭德怀在沈

阳召开的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

“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

民反击侵略者，保持一块根据地，作

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

根据毛泽东上述战略设想，志愿

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从 10 月 25 日至

12月24日，分别在西线清川江、东线

长津湖两个作战方向，连续进行了第

一次和第二次战役。30万志愿军将士

在极其恶劣的战场环境下，不畏严

寒、不怕牺牲、诱敌深入、连续作

战，共歼敌 5.1 万余人，迫使西线

“联合国军”弃守平壤败退三八线，

东线美军乘船从海上逃出。麦克阿瑟

“饮马鸭绿江，圣诞节回家”的美梦

被彻底粉碎。

战略进攻：以军事手段，迫使美

军退出朝鲜

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曾就第

二次战役的目标致电彭德怀，指出我

军如能“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

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

在根本上胜利了”。然而此役结果大

大超出原定目标，“联合国军”被打

回到了三八线，“恢复了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这促使

毛泽东思考新的战略设想。

12月3日，金日成秘密抵京。毛

泽东在与其会谈中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看法。

第一， 随着美军的迅速溃退，战

争有可能较快结束，但也应做好至少

再打一年的准备。

第二， 美国为应对战场颓势，有

可能利用印度、埃及等国在联合国的

斡旋，同意停战谈判。而我方的谈判

的立场应当是，美国必须承认撤出朝

鲜，首先是撤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 目前情况下还不能谈判，

最好是突破三八线，拿下汉城，全歼

伪军，这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利。

第四， 停战谈判应在美国同意撤

军前提下，由联合国主持，并在有苏

联和新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进行。

上述谈话表明，毛泽东对志愿军

下一步的作战已有了新想法，即由战

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12月4日，周

恩来将会谈内容整理后呈毛泽东审

定，以中共中央名义通报给彭德怀。

针对当时印度、埃及等国在联合

国的停火呼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

致电正在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伍修

权、乔冠华，指出美英在联合国表态

支持停火，目的是为“联合国军”的

全线溃退争取时间，因此你们对各方

提出的谈判建议或试探，只作原则表

态，不作具体回答。

12 月 8 日，彭德怀回电毛泽东，

对打过三八线的战略意图表示赞成。

同时认为，志愿军虽取得两次战役的

胜利，但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减

员严重，建议如在12月下旬向三八线

以北的攻击作战中，未能给予敌人以

歼灭性打击，则我军不过三八线，让

部队休整一阶段，等到明年春季再进

行新的战役。

12月9日深夜，周恩来在看到彭

德怀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就进攻

汉城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示信。

信中说：“主席，请考虑战略意图与

战役计划的结合，是否在第二种情况

下须推迟至三月初再进攻汉城。”周

恩来在信中列举了推迟进攻和不推迟

进攻的利弊得失，强调如推迟进攻，

可为前方提供更充足的新兵补充，空

军的力量可显著加强，炮兵及坦克一

部可赶上使用，铁路可修通至三八线

等。

上述情况表明，至12月9日，毛

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就中朝军队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基本达成共

识，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实行这一

战略的具体时间上。

正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份美军

准备撤出朝鲜的重要情报，内容为：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

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及

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

合国及美国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

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

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

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

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恶

化，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

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

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

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

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

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

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看来，汉城正在准

备撤退。”

鉴于此情报高度敏感，毛泽东在

12月11日只向彭德怀、高岗和正在指

挥长津湖作战的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

轮3人作了通报，同时指出：“上述情

报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

明，至迟在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

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

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可以

说，这份情报坚定了毛泽东必须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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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三八线，转入战略进攻的决心。

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

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

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

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

利。”针对彭德怀提出的部队休整问

题，毛泽东给出两种方案：第一，如

敌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

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

第二，如敌放弃汉城，则我军在平

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

在收到毛泽东 12 月 11 日和 13 日

电报后，彭德怀与中朝联军领导进行

了认真研究，决定放弃过冬休整计

划，克服困难，打过三八线去。12月

15日，彭德怀向志愿军各军下达正式

命令：“为粉碎敌企图以三八线为

界，重整残部准备再战之阴谋，奉毛

主席命令，决心继续向三八线以南前

进，求得在汉城、原州、平昌线以北

地区歼灭敌军一部。”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表决方

式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

决议，授权该委员会研究并向联大提

出停火方案。对此，周恩来于12月22

日以外长名义发表声明，就停战问题

提出四点主张：第一，一切外国军队

撤出朝鲜；第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

民自己解决；第三，美国侵略军退出

台湾；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必须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时

发表这一声明，显然与毛泽东正在考

虑的战略进攻密切相关。

1950 年 12 月 31 日黄昏，第三次

战役正式打响。中朝联军共投入9个

军 （人民军3个军团） 30余万人，在

200 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进攻，一举

突破三八线，1月5日解放汉城，8日

推进至三七线附近。同日，彭德怀下

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歼敌 1.9 万余人，中朝联军在平

泽、安城、三陟一线与“联合国军”

形成新的对峙。

以第三次战役为开端的战略进

攻，是毛泽东在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

化情况下作出的战略转变，其核心思

想是，在歼灭南朝鲜军全部或大部，

歼灭美英军4万～5万人的基础上，迫

使美军退出朝鲜。

汉城解放后，国际舆论一片哗

然。1951年1月13日，联大第一政治

委员会以表决方式，通过“三人委员

会”提交的《朝鲜及远东诸问题各项

原则》 议案 （美国投了赞成票），内

容为：（一） 立即停火；（二） 撤出所

有外国军队；（三） 一旦达成停火协

议，联大应成立一包括美、英、法、

苏和新中国代表在内的机构，讨论解

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代

表权问题。此案一通过，便立即遭到

美国会和媒体的强烈抨击，认为是对

中共的“绥靖政策”。

美国投赞成票，主要出于两点考

虑：一是麦克阿瑟此时正在调动兵

力，准备1月下旬发动全线反攻，为

掩饰军事企图，只好作出违心之举。

二是美国正在策划联大通过谴责中国

为“侵略方”的决议案，为争取多数

成员支持，只能搞外交欺骗。

1月17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发

表声明：“我们很理解联合国中不少

国家同意联大一委在1951年1月13日

所通过的各项原则是出于和平愿望。

但必须指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原

则只利于美国维持侵略扩张，决不能

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国政府不能

同意。”声明针对一委和谈倡议，提

出中方五点反建议：（一） 在撤军和

朝鲜内政自己解决的基础上进行谈

判，以结束战争。（二） 谈判内容必

须包括美军撤出台湾。（三） 参加谈

判的国家为中、苏、英、美、法、印

度和埃及7国。（四）会议地点应在中

国。（五）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应自七国会议举行之日起予以确

认。

中方这一新建议，不仅在谈判参

加国和地点问题上有了新主张，而且

在台湾当局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也更

为强硬。这表明，在我军已经转入战

略进攻的形势下，举行停战谈判的时

机并不成熟。

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展

开第四次战役，参战部队主要为首批

入朝的第13兵团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

3个军团，约28万人。这次战役虽然

带有防御作战的特点，但指导思想仍

是毛泽东所确定的战略进攻。

有人也许会问，第四次战役明明

是中朝联军从三七线退到了三八线，

怎么能与战略进攻有关呢？

对此，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两份重

要电报中看出。一份是1951年1月28

日，毛泽东就第四次战役的部署和目

标给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军

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

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

线以北区域为目标。……第四次战役

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

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

国有利。”电报还指出，“中朝两军在

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

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

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

此电中多次提到的“大田、安东

之线”实际是在三六线附近，这表明

毛泽东的初衷是把第四次战役作为进

攻战役看待，强调志愿军要在南进中

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电报还将下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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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战役称为“带最后性质”的战

役，这不仅表明第四次战役是为更大

规模的作战做准备，而且还强调志愿

军战略进攻阶段的总目标，是通过军

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第二份是 1951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

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结合正在进

行的第四次战役，进一步阐述了中方

的战略设想和战役部署：（一）“从目

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

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

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

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

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

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

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三）“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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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向南汉

江以南推进。”（四）“在美国坚持继

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

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

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

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

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

人，使其知难而退”，正是毛泽东战

略进攻的核心。为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毛泽东、中央军委在这一时期采

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第一，命令第19兵团、第3兵团

和 47 军组成第二番部队，于 1951 年

2、3月入朝参战。另调第23兵团紧急

入朝专责修建军用机场。

第二，命令全军各部队 （入藏部

队除外），再抽调5万老战士补充前线

部队。

第三，在听取彭德怀2月21日回

国汇报后，对我军作战给出了“能速

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重要

方针。

第四，在国内广泛深入开展抗美

援朝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参军参战，

支援前线。

第五，请斯大林向我提供36个步

兵师的武器装备，加快对中国空军的

培训速度，增加苏联空军在东北的兵

力部署，提高对鸭绿江和朝鲜北部防

空作战能力。

第六，批准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

司令部，要求东北军区和铁道兵调动

更多力量入朝，加紧后方交通运输线

的抢修，尽最大可能保障前方作战需

要。

1951 年 4 月上旬，换装苏式装备

的第19兵团、第3兵团、47军、炮兵

第2师、反坦克炮31师、高炮61师等

陆续到达朝鲜，加上志愿军已在朝的

第13兵团、第9兵团等部队，中朝联

军近70万大军云集前线。

4月6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战

略设想，在金化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

会议，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决定我

军首先利用朝鲜中部的大山，从金化

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割

裂，然后以3兵团正面攻击，9兵团和

19兵团从东西两翼实施战役迂回，争

取成建制地消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

再向纵深发展。4月13日，毛泽东复

电彭德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

署，希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4月19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

五次战役政治动员令，强调这次战役

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拖长的关键，是

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我军必

须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争取每战必胜。

4 月 22 日第五次战役打响，6 月

10日结束。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

规模的战役，中朝联军共投入11个军

（人民军3个军团） 68万人，在近250

公里宽大正面向敌展开全线进攻，歼

敌 8.2 万余人。此役粉碎了“联合国

军”企图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在朝鲜

蜂腰部建立新战线的企图，迫使美国

不得不对我军实力和战争前景作出重

新估计。

战略相持：充分准备持久作战，

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正当第四次战役激烈进行之际，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1年4月11日突

然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

瑟所有职务，引发美国内对朝鲜战争

的激烈辩论。争论焦点是，美国的战略

重点究竟是在欧洲还是远东？是否赞同

麦克阿瑟的主张，为打赢朝鲜战争而把

战火引到中国？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尽管在美国会和媒体的喧嚣下，

回到美国的麦克阿瑟受到“英雄般”

的欢迎，但美国当权者已经意识到，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
金日成，就战争指导方针和停战谈判
等问题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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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强大的中国军队面前，美军

已不可能通过武力攻占全朝鲜。美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参议

院听证会上表示，麦克阿瑟将战争扩

大到中国的论调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

益，如果那样做，将是“在错误的时

间、错误的地点，卷入与被错认的敌

人的战争”。

经过近一个月激烈辩论，主张将

朝鲜战争“停下来”的看法终于占了

上风。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政策备忘录，

确定美在朝鲜的近期目标是，在三八

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寻求谈

判结束敌对行动。终极目标是，通过

政治途径，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

主、非共产党化的朝鲜。

5月31日，美国务院顾问、苏联

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受美国政府指

派，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常驻联合国

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

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

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

朝鲜战争问题。

随着第五次战役的形势演变，毛

泽东此时也在考虑战略调整问题。

第一，同意结束第五次战役。5

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反映为

时一个月的第五次战役遇到较大困

难，建议结束战役，部队后撤，主力

休整。次日，毛泽东复电：“根据目

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

置是正确的。”

第二，提出大幅改变志愿军歼敌

战法。5月26日，毛泽东就志愿军作

战问题致电彭德怀，表示：“历次战

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

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

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

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

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

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

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

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

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

营，也就够了。”次日，毛泽东约见

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和刚从前

线回国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上述

新 战 法 形 象 地 比 喻 为 “ 零 敲 牛 皮

糖”，指出志愿军今后总的任务是，

轮番作战，削弱敌人。如在夏秋冬三

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

模的攻势。消灭美英军9个师，则可

解决朝鲜问题。

第三，在三八线一带构筑坚固防

线。5月31日，毛泽东两次复电彭德

怀，高度关注美军在志愿军后撤期间

的快速反击，对60军180师遭受严重

损失“甚以为念”；要求志愿军在三

八线附近构筑防御纵深阵地，坚决阻

敌北进。

从上述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此

时虽仍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的意图，但对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复

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

此，当客观上出现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的可能时，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机遇，

从战略高度思考停战谈判问题。

6月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秘

密来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双方讨论

了美国谈判意向，初步同意停战谈

判，决定金日成、高岗赴莫斯科，当

面听取斯大林意见。7 日，斯大林复

电同意金日成、高岗赴苏，并派专机

来接。

6 月 12 日，斯大林在与金日成、

高岗会谈后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金日成、高岗则在6月13日另一

电报中，就如何应对美方谈判意向征

询毛泽东意见。毛泽东当日复电如

下：第一，在中朝军队处于守势的情

况下，不宜由中朝方主动提出谈判建

议。目前可有两种方式，一是等待敌

人提出，二是由苏联向美方有所表

示。如敌人提出时，中朝可以表示自

己的态度。第二，谈判条件是，应以

三八线为停战线，并在该线南北两侧

同时划出缓冲带。

6月23日，马立克奉命在联合国

总部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要解决朝鲜

武装冲突，各方需有和平解决之愿

望。“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

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

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 月 25 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

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赞同马立克的

广播讲话。同日，朝鲜 《劳动新闻》

也作了相同表态。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

奇微奉命发表声明，建议与中朝军队

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志愿军司令

员彭德怀、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会

议地点在开城。

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以三八线为

停火线，这是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

持的重要标志。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转

变，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过第五次战役，双方军

队在三八线附近的战略相持已经形

成。毛泽东认为，经过前几次战役，

我们的战略进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

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任务。现在实行

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成

果。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

我们当然同意。

第二，志愿军入朝后虽连续展开

五次战役，给予“联合国军”以重

创，但从武器装备来讲仍处于非常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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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劣势，加之制空权、制海权完全

掌握在敌人手里，前线作战和后勤供

给都受到很大制约，要想在军事上取

得彻底胜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 为应对战争需要，我国内

财政承担了巨大压力，从长远角度

看，这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

也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产

生较大影响。因此，毛泽东认为通过

谈判结束战争，有利于中国在“一个

和平的环境建设自己的国家” 。

第四， 在战局基本稳定在三八线

的情况下，朝鲜南北政权的民事统治

范围重回内战爆发前，此时谈判停

战，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半

岛和平重建。

从1951年6月初到7月10日谈判

正式启动，毛泽东在短短几十天的时

间里，解决了与停战谈判有关的一系

列重大问题，为争取谈判主动权奠定

了坚实基础。

第一，确定了战略相持阶段总方

针。毛泽东指出，目前战争双方已转

入战略对峙阶段，美国已经意识到光

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开始

有了一点谈判意向，说明我们的仗打

得不错。因此，我们在全局上要有正

确的指导思想，总的方针是“充分准

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

争”；军事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

防御”。

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中朝联军

没有发动一场像第五次战役那样全

线的大规模进攻，而是在建设坚固

防 御 体 系 和 后 勤 保 障 体 系 的 基 础

上，在一线不同方向、不同区域实施

由小到大、浅近纵深的反击作战，有

针对性地歼灭和消耗敌人；在东、西

海岸集结重兵，做好反登陆作战准

备；通过空地配合、跨海作战，肃

清三八线以北敌占各岛屿。这种以

打促谈，积极防御的作战部署和行

动，充分体现了军事斗争服从政治

斗争的重要原则。

第二，军事斗争准备一刻也不能

放松。毛泽东强调，尽管战争转入新

阶段，但我军仍需加紧后备兵力轮番

入朝，争取苏联向我提供更多新式武

器装备。6月21日，毛泽东专门致电

斯大林，希望苏方向我提供60个师的

武器装备，“以利战局”。7月9日，毛

泽东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庆祝建军24

周年的一份文件作出如下重要修改：

“……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

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

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

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

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

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第三，明确由中方领导停战谈

判。6 月下旬，毛泽东多次与斯大

林、金日成讨论停战谈判的领导问

题，并曾建议由斯大林“密切地指导

此次会议”。6月30日，斯大林复电毛

泽东，“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

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

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

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

些建议”。7月2日，毛泽东就谈判期

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向金日成、彭

德怀发出指示，由此开启了中方领导

停战谈判的工作机制，并一直延续到

1954年12月。

第四，组建中朝方谈判代表团。

毛泽东与金日成商定，鉴于谈判的军

事性质，由中朝军队共同组建“朝鲜

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对应“联合国军代表团”。人民军大

将南日为首席代表，志愿军第一副司

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为中方代表。

同时，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秘密赴朝，“从幕后主持这次谈判”。

为使中朝方在谈判步骤和态度上取得

一致，毛泽东还提议，由中朝两军谈

判代表和李克农、乔冠华组成一个小

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从而明确了

中朝代表团的领导体制。

第五，确定了停战谈判的主要议

程。7月4日，毛泽东向金日成、彭德

怀、李克农发去《关于朝鲜停战谈判

我方应提出的条款》，内容为：（一）

在朝鲜全境实现停火及一切敌对活

动；（二） 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

在 南 北 各 10 英 里 设 立 非 军 事 区 ；

（三） 恢复朝鲜战争前南北政权各自

管辖之民政事务；（四） 遣返南北难

民；（五） 交换双方全部战俘；（六）

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一文件成为中

朝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并坚持的重

要原则，其中绝大多数内容被写入

停战协定。

在长达2年零17天的战略相持阶

段，志愿军和停战谈判代表团坚决贯

彻毛泽东重要指示，在战场和会场与

美方展开坚决斗争。

在军事上，中朝联军先后粉碎敌

人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建起了一条

“打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取得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重大胜

利，最终将不可一世的美军打回到谈

判桌前。

在外交上，谈判代表团坚定执行

毛泽东一系列指示，在停战线的划

定、停战协定的执行与监督、战俘遣

返、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上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最终完成“通过谈

判结束战争”的重任。

《朝鲜停战协定》 是抗美援朝战

争胜利的重要标志，是维护朝鲜半岛

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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