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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时论的
警惕与战略对峙

——— 1959 年庐山会议重大背景的发掘研究

马社香
( 江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 本文旨在客观回归 1959 年庐山会议，深度探索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如何面对当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中断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的信件，回击赫鲁晓夫对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指责。
在时未公开的这种警惕对峙中，硝烟如何扩大到与赫鲁晓夫公务接触的彭德怀身上，由此构成了

1959 年庐山会议错综复杂的历史节点，成为错误批判彭德怀等人扑朔迷离的一个客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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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探讨 1959 年庐山会

议文论较多，主要围绕着彭德怀 1959 年 7 月 14
日“意见书”，及纠“左”反右，背景成因，比

较详尽地探讨了错误发动对彭德怀批判之然。研

究 1959 年庐山会议，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毛泽

东与彭德怀个人的分和，而忽略其历史衍变的其

它节点。本文试图由此切入，梳理与探讨毛泽东

及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前夕收到苏共中央中断提

供核武器样品的信件，对赫鲁晓夫相关时论及行

径的高度警惕，令人十分遗憾地导致了对彭德怀

的错误批判。

( 一)

1959 年 1 月 27 日，苏共 “二十一大”召

开，释放了两大重要信息: 一是提出排除世界战

争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 二是 “大会意识形

态论述中对公社问题的阐述表明，莫斯科间接地

对北平进行了指责”，此即受到美国国务院情报

局的高度关注。〔1〕3 月 5 日，美国续与日本、韩

国、东南亚八国等签订共同防御协定〔2〕后，再

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分别签订双边军事协

定〔3〕，进一步加剧了对新中国地缘的战略合围。
3 月 10 日，我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在外

部势力唆使帮助下，不久逃至印度。4 月 23 日，

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

麦克米伦，主张在空间停止一切核试验。
5 月 15 日，赫鲁晓夫再次给美国总统艾森

豪威尔写信，信中写道: “您对我今年 4 月 23 日

的信的复信收到了。苏联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声明

表示满意。……苏联政府一向希望永远地和普遍

地禁止试验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是符合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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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利益的。苏联政府确信，根据上述考虑，将

能够找到解决办法，来排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并

在最近期间达成协议。”〔4〕同一天，赫鲁晓夫以

同样的内容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复信。〔5〕

赫鲁晓夫这番对美、英的表态并非空穴来

风。是时 新 中 国 核 武 器 正 在 研 制 关 口，按 照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苏 《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 年 6 月，苏联应如期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

品和相关技术资料。6 月 8 日 “苏、美、英三国

关于停止核试验会议在日内瓦开始举行”〔6〕。6
月 20 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信中提出 “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

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

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

料”，待两年后， “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

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
时，再决定提供与否。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

响中国的研制，因为 “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

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7〕

苏共中央这封信不仅堂而皇之单方面“腰斩”了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时极为强势地释放

了赫鲁晓夫靠拢美英，遏制或打压新中国研制核

武器之势。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

署早在 1959 年 3 月 27 日的报告中就判断了苏联

不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资料。因为“北平获得核

武器将使莫斯科孜孜以求的苏联在裁军领域的目

标进一步复杂化。此外，莫斯科将从根本上对北

平拥有核武器是否是明智之举产生严重怀疑”〔8〕。
1959 年 6 月 26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

达可夫向周恩来递交了苏共中央这封信〔9〕。《周

恩来年谱》同日记载了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

就“大跃进”发表讲话: “中国搞大跃进的目的

是为了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不太

长的时间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帝国主义

的压迫，担负起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应当担负的

任务。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发展的速度，第二是平衡，第三是质量。
我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只

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10〕周恩来这个讲话与毛

泽东的相关思考完全一致。6 月 27 日，周恩来

到医院看望陈毅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后离开北

京。〔11〕此时周恩来当确知苏共中央 6 月 20 日来

信内容。
《周恩来年谱》记载: 1959 年 6 月 28 日，

周恩来到达武昌，毛泽东从长沙来电话，商量庐

山会议召开的具体的问题，周恩来作了补充。〔12〕

这个补充，应该包括刚刚了解的苏共中央来信内

容的汇报。所以，7 月 1 日毛泽东上庐山后，对

原计划讨论的问题两次作增补，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

际问题。”〔13〕“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

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

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

过较长的时间才看 得 出 来 的。”〔14〕毛 泽 东 将 对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特别放在

国际问题讨论中，这表示了毛泽东早已知道苏联

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有些看法及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来信，字里行间流露着某些警惕。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讲原则”或 “信用”

的警惕由来已久。1958 年 4 月 18 日，苏联国防

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

封信，提出希望中苏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

长波电台。〔15〕1958 年 7 月，发生了苏联大使尤金

转告赫鲁晓夫希望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之事，毛泽

东 7 月 22 日与尤金谈话，一针见血质疑: “你们

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 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

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在这个

( 联合舰队 ) 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

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

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

房子里吵架。”〔16〕一叶知秋，毛泽东已看出苏联

企图将中国国防逐渐纳入苏联指挥棒下的某些迹

象，故毫不含糊地表达了既要维护中苏友谊，又

要高度警惕苏联以合作之名的各种控制。
1959 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以将与美、英

签订停止一切核试验协定之由，不予提供原已与

中国签约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种变相遏

制打压中国研制核试验的政治行径，引起中共中

央高度警惕。1959 年 7 月上旬，庐山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高层开会决定自己搞原子弹。《周恩来

年谱》记载: “向宋任穷等传达中央关于研制核

武器方面的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

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7〕

针对苏共中央 6 月 20 日信件，中共中央决

定自己搞原子弹，这在庐山会议上是件大事。时

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 ( 八届中央候补

委员) 参加了 1959 年庐山会议。在笔者多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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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他曾提到庐山会议上传达过苏联中断提供

核武器样品那封信，大家很气愤，对中央决定勒

紧裤腰带自己搞原子弹，非常拥护。庐山会议上

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变化，可以说，也是与苏共

中央这封信及赫鲁晓夫的相关言论，赫鲁晓夫与

彭德怀的某些接触颇有联系。〔18〕

( 二)

彭德怀，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
年 7 月上庐山后，为 “大跃进”等问题夜不能

寐，亲自动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谈到了他对

“大跃进”等问题的认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59 年 6 月 15 日

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

取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

国家情况的汇报。〔19〕当年报刊对外宣传也是 “以

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波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 7 个国家国防

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公安部的邀请，前往上

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20〕。1959 年 4 月 24 日，

以彭德怀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开始东欧

之行。团员有王树声、萧华、张宗逊、杨得志、
陈伯钧、张学思、陈熙、路扬、朱开印、郑文

翰、冯征。第一站波兰，第二站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随后军事代表团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5 月 28 日，中国军事代

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

团亦于 5 月 25 日先期到达，6 月 5 日离开。中

苏两国代表团在地拉那不期而遇。5 月 29 日下

午，彭德怀出席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为赫鲁晓

夫举行的招待会。5 月 30 日下午参加地拉那中

心广场欢迎赫鲁晓夫大会，彭德怀被邀请坐在主

席台 赫鲁晓夫的旁边。晚上，彭德怀出席了阿

方招待赫鲁晓夫的宴会。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

客观上多次与赫鲁晓夫相遇接触。6 月 6 日，赫

鲁晓夫访问阿尔巴尼亚归国后，在莫斯科群众欢

迎大会上讲话，特别提到: “苏联党政代表团在

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彭德怀元帅也飞抵那里进行友好访问，因此我们

也同他进行了愉快的会面和交谈。”〔21〕赫鲁晓夫

这段讲话特别强调 “愉快”二字。另，彭德怀

率军事代表团行程，当年所有报纸仅写前往东欧

7 国和归程经蒙古访问，均未提到苏联，故至今

多种版本“共和国大事记”均未记载彭德怀率

军事代表团经过苏联履经九国一事。但据驻苏大

使刘晓回忆，彭德怀返程途中在莫斯科与赫鲁晓

夫等有公务接触。原文如下:

［1959 年］ 彭德怀路过莫斯科时，在机场上

向迎接他的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表示，要与赫

鲁晓夫会见。彭总要见赫鲁晓夫，主要是为了把

建设中国军事工业的一些重要项目落实下来，这

件事只有赫鲁晓夫才能做决定。因此，当彭访七

国回莫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接见了彭。彭德怀和

赫鲁晓夫会见前，我先到赫鲁晓夫的秘书办公室

等候。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传达，赫鲁晓夫的

这次谈话主要是交换中苏两国军事上共同有关的

问题，参加会议的苏方人员有安东诺夫大将。赫

鲁晓夫除强调苏联核武器、新式武器的威力以及

苏联海、陆、空军现代化装备与力量强大外，特

别提到为防备美在远东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军

事侵略。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

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

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

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向彭提出，中苏两国进行

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

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这方面是美国的强处，

是中国目前的弱处，如海军与空军方面能实现合

作，这一形势就会改变。赫鲁晓夫又表示，《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以苏联为中心和华

沙条约国军事条约衔接起来，这也就是华沙军事

条约的延伸。彭德怀表示可以向中央请示，研究

赫鲁晓夫的想法，这从战略方面来看对中国是会

有帮助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案和形式，他回国

研究后，再与苏方共同研究。彭接着向赫提出要

求加强对中国军事装备与新式军事技术的援助。
在说到这个问题时，彭向赫说明了我国国防计划

方面要加强的地方，我国当时军队的编制与军事

装备和急需的装备革新及补充等情况。赫鲁晓夫

听后，对彭的要求均表示原则同意，提出在军事

装备与技术援助时要多派专家来帮助我国，并希

望中国武器生产与苏联统一化，彭表示请示中央

考虑。此外，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裁

军、四国首脑会议以及当时苏联内部有关经济体

制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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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是 1926 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上海

三次武装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七届中央

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

海市委第二书记，1955 年至 1962 年任驻苏大

使。1959 年 8 月参加了八届八中全会，这段他

亲历的 1959 年 6 月初彭德怀与赫鲁晓夫的接触，

应该是当年他作为驻苏大使和中央委员，庐山会

议前和八届十中庐山会议时必须向中央汇报的高

度秘密性重要内容。刘晓回忆:

在彭德怀访问七个东欧国家将回莫斯科前，

我在外交场合活动中遇见了米高扬，米向我说，

苏联方面高度评价彭这次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访问，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他说彭会了解

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验教训，他

们如何运用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

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

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

证，也可以加快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关于这

些，中国也会如此理解。他希望，彭将这次访问

的结果向中国介绍，将会使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

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

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

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

个强大的因素。他希望我将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彭

德怀。当彭总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就把米高

扬的话全部转告了彭总。
米高扬要求转达给彭的这一段话重点就是一

句: 社会主义各国要统一步调，这是非常重要

的，希望中国对统一步调进一步了解。这就是当

时苏联、东欧、亚洲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都知道的

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叫“对对表”。〔23〕

刘晓 1962 年从担任驻苏大使回国后，续任

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67 年至 1968 年任驻阿尔

巴尼亚大使，其后被迫害身陷囹圄七年。他对彭

德怀 1959 年访苏的回忆，是在改革开放彭德怀

彻底平反后公开发表的，可以排除任何文过饰非

的主观动机。
彭德怀生前关于 1959 年 6 月在莫斯科与赫

鲁晓夫的这段接触，在《彭德怀自述》“庐山会

议前后”一章中，仅写了一句话: “我在一九五

九年五 月 访 问 了 东 欧 各 国，六 月 中 旬 回 到 北

京。”〔24〕对照 《彭德怀自述》编辑组 1981 年为

该书写的“出版说明”特别强调的， “在整理

时，我们以一九七○年的自传式材料为基础，以

其他几份材料做补充，相互参照，统一划分了章

节，对文字衔接和标点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整理;

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此外，均保持原貌”。〔25〕

客观地说，彭德怀 1959 年 5 月在阿尔巴尼

亚和赫鲁晓夫的公务接触，1959 年 6 月在莫斯

科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庐山

会议上了解诸种情况后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一

是 1958 年苏联国防部是通过彭德怀转达，坚持

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 1958 年 7 月

21 日、22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连续与尤金

会谈，彭德怀均在座，毛泽东鲜明表示 “首先

要明确方针: 是我们办，你们帮助? 还是只能合

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

合办?”〔26〕7 月 31 日，赫鲁晓夫特为此事来中

国，四次会谈彭德怀亦在座。赫鲁晓夫表示永远

不会提 ( 军事) “合作社”这样的问题。〔27〕但对

照赫鲁晓夫 1959 年 6 月彭德怀停留莫斯科期间，

对彭德怀强调 “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

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

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

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向彭提出，中苏

两国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

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28〕赫鲁晓夫

显然完全食言了; 同时打破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

独立自主的立国底线。二是彭德怀回国当月，苏

联恰恰违约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

子弹的技术资料。三是赫鲁晓夫在国际上大肆宣

传与彭德怀 “愉快的会面和交谈”。这一切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特别是在不断收到苏联释

放的非议“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声时，都会加

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及苏联国

防部“对对表”的警惕。
1959 年 7 月 19 日，毛泽东在庐山上阅中国

驻苏联大使馆 7 月 2 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

反映》报告，毛泽东将题目改为 《苏联一些同

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并批示: “此件印发各

同志研究。”报告说: 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

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

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

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

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

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

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

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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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
毛 泽 东 的 批 示 和 这 个 报 告 作 为 庐 山 会 议 文 件

印发。〔29〕

在毛泽东批示转发苏联材料的同时，赫鲁晓

夫正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波兰进行为期 10 天

的访问。7 月 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

“普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讲话

内容提到公社所有制脱离实际。赫鲁晓夫这样表

述: “当然，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遇到过不少

困难。国内战争刚结束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建立

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当时曾经这样

议论: ‘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

来建立公社吧。’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

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立共产主义。公社

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

备政治条件———我指的是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

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但又想对公社事业少

出劳动。正是所谓: ‘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需要

多少就拿多少。’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

果。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

民组织到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

那里，人们集体干活，但是按付出的劳动取得

报酬。”〔30〕

赫鲁晓夫 7 月 18 日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

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上述这段有关公社的文字，

《真理报》则予以全文公开发表。
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或指责并非

第一次。据波兰相关档案记录，1958 年 11 月 30
日，赫鲁晓夫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曾

说道: “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

30 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

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

时，就会有经验了。”〔31〕不久以后，苏联领导人

再次发表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
中苏两党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

的。有分歧不可怕也正常，但查询毛泽东关于社

会主义阵营内兄弟党际关系的重要一点是屋里吵

架，当面提出来，而不是公诸于众，用毛泽东的

话说: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

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

部交谈的办法。”〔32〕用刘少奇的话说， “我们只

是当面给你提意见，我们背后不向任何人讲我们

之间的分歧”〔33〕，特别怕被敌人所利用。这是毛

泽东及中共中央当时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党际关

系的底线之一。这一点也是赫鲁晓夫 1958 年 7
月底来华认可的一点。但赫鲁晓夫又很快自己打

破了。
自然，这种打破很快被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

署扑捉并深度研究。
苏联不赞同中国人民公社，美国人分析有三

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恐惧中国党更加强烈地要求

试验核武器，二是恐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

义阵营第二个意识形态中心出现，三是寄希望于

中国党内部亲苏力量的出现。〔34〕

( 三)

毛泽东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时

论的高度警惕由此及彼是非常深远的。
1959 年 7 月 29 日，毛泽东在庐山上决定对

赫鲁晓夫言论在中共党内进行回击。他在胡乔木

7 月 28 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 《内部参考》第

2831 期 《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批示:

“将赫鲁晓夫的一篇 ( 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

息) 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

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

是不是一个东西; 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

垮台;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

素; 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

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

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

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

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

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

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35〕8 月 1 日，又批

示王稼祥: “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

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

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

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

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

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 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

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毛泽东的

批示和这三篇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36〕

显然，由于赫鲁晓夫时论及中断提供核武器

样品在庐山会议上发酵，加之彭德怀 1959 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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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与赫鲁晓夫公务接触，彭德怀 7 月 14 日那封

信，当时在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印象中，再

也不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单纯向党的主席提意见，

而是客观上存在与赫鲁晓夫攻击 “大跃进”、人

民公社言论不谋而合，甚至 “里应外合”之重

大嫌疑。
在庐山会议上为此特别成立了专案组，查证

彭德怀有无 “里通外国”的事实。据当年彭德

怀访问东欧诸国翻译章金树回忆: “1959 年庐山

会议开始批判彭德怀后，金树同志接到紧急命

令，要他立即赶赴庐山。当日他到达机场时发

现，同行还有萧华同志。他们两人乘专机由北京

飞往庐山。上山后金树同志被带到一幢小楼里隔

离了四天，专案组要他揭发彭发生在东欧几国访

问过程中‘里通苏修’的问题。”〔37〕1959 年庐山

会议上，将彭德怀 7 月 14 日信件与率团访问东

欧及与 赫 鲁 晓 夫 交 谈 联 系 在 一 起，特 别 是 与

1959 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中断提供核武器样品

的时间碰撞在一起，是导致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件

的误判与处理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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