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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抗美援朝的“幕后”工作

潘敬国  宋怡

20 世纪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面临的一次重大考验。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财政紧张、军工生

产落后、后勤保障困难等诸多不利条件

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走出国门，与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作战。在

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前后后，周恩来居功至

伟。但每当提起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他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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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

前方彭德怀的正确指挥，却从不提自己所

做的工作，更不让别人宣传他的作用。事

实上，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

周恩来既直接参与指挥志愿军作战，还参

与了部队的后勤保障、装备补充和改进、

兵员补充、停战谈判、战争外交等方方面

面的“幕后”工作，是中央领导层里参与

抗美援朝战争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

人之一。

未雨绸缪，秘密组建东北边防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部队主

要分布在中南、华东、西南、西北地区。

在新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处于战略大

后方的地位。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后，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东北地区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为

了应对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恶化情况，毛

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调整国防战略部

署，果断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并由此展

开了保家卫国的一系列准备和应对工作。

这是一项紧迫性、艰巨性、机密性都很强

的任务，涉及军队调动、干部配备、兵员

和装备补充、政治动员和后勤保障等方方

面面的工作，需要一位威望、能力、经验

和精力都具备的领导人来统抓。当时，中

央军委副主席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

彭德怀。同时兼任军委参谋长的周恩来尽

管还担任政务院总理职务，负责政府工

作，但仍是负责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合适 

人选。

1950 年 7 月 7 日下午 2 时，在中南

海居仁堂，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

题第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首先传达

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

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接着，

周恩来提出对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以及

后勤保障问题的设想。会议结束时，他

一方面布置有关人员抓紧时间分头就东

北边防军的组建和后勤运输方案进行研

究、核定和补充；另一方面要求各部门

做好实施准备工作。10 日，周恩来又主

持召开第二次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

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精神，

13 日正式形成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

的决定》。毛泽东在审阅这个《决定》时

一字未改，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照此

执行。”按照决定部署，东北边防军 25.5

万余人于 8 月上旬全部集结到达指定地

区。为适应朝鲜战场可能发生的局势变

化，周恩来于 8 月 26 日再次召开有关方

面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

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会上，明确了

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重要意义并对边防军

的训练、兵员补充作了部署。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周恩来表现

出对全军情况了如指掌和驾驭全局的高超

指挥艺术，深得毛泽东赞赏。曾在周恩来

领导下的军事组作战参谋张清化回忆说：

“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

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杰出的军

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

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

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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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

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是后勤供

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

指挥。”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东北边防军

迅速组建，后来在东北边防军的基础上组

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保卫中

国的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

战，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为后来中共中

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

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志愿军的幕后“总后勤部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长期从事

军事指挥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后勤工作

的重要性。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

来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呕心沥血，被称为

幕后的“总后勤部长”。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参战。出兵前，周恩来对部队的武器弹

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

等问题一一作了部署，并且明确出国作战

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面对装备精

良、科技发达的美军，周恩来密切关注战

争的情况，并为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做了大

量工作，有力保证了志愿军设施、武器、

粮食、衣物等各方面供给。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周恩来从后

勤保障所需要的干部、部队、车辆、物

资、经费、运输，到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

助、停战谈判等方面，都是亲自关注解决

的。他亲自部署检查 70 万人的后勤供应

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战场情况补充和调

整。由于入冬后朝鲜北部气候寒冷，有的

部队冬装不够，周恩来得知后，每天两次

电话催促后勤加紧生产和调运。中共中央

确立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的基地后，周

恩来安排军委总后勤部到东北调查后勤供

应上存在的实际问题。1951 年 1 月下旬，

周恩来和聂荣臻等赴沈阳，参加李富春主

持的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

议。会上，周恩来就志愿军服装不适合作

战等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大盖帽不便于防

空、爬山，周恩来建议改为“解放帽”；

套头式的单衣负伤后不好脱，建议改为开

襟式。为了防止在山地作战时衣服被树枝

刮住，防止棉絮坠下，增加保暖作用，周

恩来提出志愿军棉服改制加绗线的棉衣，

周恩来和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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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具有象征性的志愿军服装。

对于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周恩来大到

武器弹药的基数、粮食的供给和携带，小

到衣帽、鞋袜，都计算核准。他说过，只

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帮助

解决困难，做他们的后盾。后来彭德怀

感慨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

之六十至七十归功于后勤。”聂荣臻则说：

“整体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

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军事外交的幕后总指挥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危及我国东北

边境地区。作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

表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应，不断通过

多种外交途径伸张中国的态度，同时，他

在幕后指挥着抗美援朝的军事外交。

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外交

部的柴成文“需要派人同金日成保持联

系”。1950 年 7 月 8 日，在接见柴成文等

即将赴朝的外交官时，周恩来分析了朝鲜

战争的形势并交代了任务：要向朝鲜同志

表示，有什么需要中国做的，请他们提出

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会尽力去

做。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

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变化。7 月 10 日，

柴成文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交给金

日成，金日成阅后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对朝鲜的支持，并主动提出今后“有事情

可以随时找我”，命令通讯兵为柴成文代

办一架直通他的电话。至此，中朝两党、

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快捷联络渠道建

立。中朝电话热线建立后，两国之间开始

了经常性的信息交换，遇到重大问题双方

直接通气、协商，促进了志愿军提前做好

各项战争准备工作。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

国实行封锁政策，新中国无法通过外交

途径与西方国家沟通。考虑到印度总理

尼赫鲁同中国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

他本人坚持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同时，

尼赫鲁与美英的联系也较多，因此，选

择了印度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第三国。

美国出兵朝鲜后，朝鲜局势发生急剧变

化。当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后，周恩来

于 10 月 3 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

潘尼迦，向他郑重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在

朝鲜战争中所持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

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

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

我们要管。”潘尼迦收到来自中国政府最

高级别的信息后，连夜发电向尼赫鲁总

理报告，尼赫鲁接报后迅速把中国的态

度告诉了美国政府，但处于胜利中的美

国政府和军队狂妄自大，没有正确地分

析和研判局势，使朝鲜战争再次升级。

志愿军出兵朝鲜前后，装备低劣的中

国军队能否抗衡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成为人

们担心的焦点。为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周

恩来紧急秘密访苏，而且始终强调与苏联

的沟通。当时的志愿军实力，很难完成战

争中的空中掩护和防卫工作。为此，周恩

来亲自到苏联协商，争取苏联方面的援

助，虽然协商过程并不是很顺利，但经过

不懈努力，最终还是为志愿军争取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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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军事装备援助。

考虑到志愿军的装备过于简陋，周

恩来还争取苏联对志愿军的装备进行了

换 装。 在 周 恩 来 1950 年 10 月 秘 密 赴

苏携带的军事订货单上，有两批紧急购

买的武器装备：第一批要求苏联政府在

1950 年 11 月 30 日前交货，包括火炮类

11 种、汽车类 10 种、观测仪器 18 种、

通讯器材 8 种、弹药 2 种；第二批要求

在 1951 年 1 月交货，包括火炮类 10 种、

汽车类 9 种、观测仪器 18 种、通讯器材

6 种、弹药 2 种。这两批订货中，火炮和

运输车的数量最大，这是周恩来根据我

军的装备情况和作战面临的困难精心计

算的。除了这份订单，周恩来还提出订

购一批坦克、装甲车的要求。斯大林均

答应了，并原则同意低价售给中国，中

国可以向苏联贷款，分期偿还。这些武

器装备后来按时交付中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志愿军作战和运输的困难，在

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此后，周恩来始终主导着中国争取苏

联军事援助的工作。1950 年 11 月 5 日，

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请

求苏方为志愿军提供轻式武器装备。1951

年 1 月起，苏联按合同陆续将武器装备运

到中国，迅速装备了志愿军。1951 年 7

月，经过全盘考虑，出于作战需要和武器

正规化的要求，周恩来拟定向苏联购买武

器装备的订单，中央军委下达从 1951 年

8 月至 1954 年 10 月 60 个师的换装计划。

1951 年下半年，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

打、边谈边打的情况，苏联方面对中国的

订单没有按期兑现。周恩来向苏联方面发

去电报，说明了战场情况并催促交付武器

装备。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52 年 8 月，

中国接到 10 个师的军事装备，其中 3 个

师的装备交给朝方，7 个师的装备用于赴

朝志愿军。志愿军武器从整体上得到了改

善，作战火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在此后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始

终发挥着主持指导作用。他曾说抗美援朝

战争是“三年战争两年谈判”。他亲自选

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带队赴前方谈判，

并选派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助手。谈判代

表团临行前，周恩来告诉他们，谈判的方

针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对于非原则问题灵活

对待。周恩来确定，将谈判的重点放到撤

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他在给李克农的电报

中指示：“必须在对方同意将一切外国军

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基础上，我

方才能同意对其他议程再加斟酌。”由于

美方始终拒绝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

入谈判议程，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周恩来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起草、修改了

200 余份电报和发言稿，对谈判的每一个

环节都给予了具体指示。在这场谈判中，

周恩来从来没有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恰恰

是他高超的谈判艺术，使得停战谈判最终

取得了胜利。

当之无愧的“总参谋长”

战 争 的 决 定 因 素 是 战 场 上 的 胜 负。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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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指挥志愿

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现存的许

多文件中，可以看到大量周恩来以中央

名义或毛泽东名义直接发给志愿军的电

报。在这些电报中，周恩来对大到战场

形势，小到战役布局等均作了具体详细

的指示。

对于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周恩来一直

密切关注。他除了及时听取总参作战室的

汇报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

有敌我态势的地图。正是通过这些方式，

周恩来才能够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决策时提

供参考，并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前线部

队的军事行动。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后，

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和装备精良的敌军，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成功指挥前线发动了三

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

势。第四、第五次战役时，由于毛泽东一

度离京在外地，周恩来担起了总指挥的担

子，全权处理作战事宜。

为了打好抗美援朝的持久

战，周恩来在志愿军入朝作战

之前就在思考部队的人员补充

问题。他在检查东北边防军时

提 出，“ 一 种 是 从 各 部 队 抽 出

十万人来补充，一种是用建制

补充，后一种方法更好。另一

种是采用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

即 准 备 第 二 线 部 队 作 为 后 备，

待第一线部队一个军或一个师

作战后需补充时，可以开第二

线整补，而以第二线一个军或

一个师调前线作战，用这种方

法整补为最好”。在朝鲜战局稳定后，周

恩来又同意了志愿军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

的方针，使志愿军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

力，为将“联合国军”打回谈判桌提供了

军事保证。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中朝军

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最终迫使以美

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朝军队签订停

战协定。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成立不久的

新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来改造

和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了中国和亚洲的和

平，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

高。周恩来为抗美援朝所做的“幕后”工

作，可谓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后来甚至

曾因劳累过度而被迫休养。但历史不会忘

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

等新中国的领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责任编辑  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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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10 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北京火车站欢迎中国 

人民志愿军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