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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of the Conduct of Campaign in the War to Ｒ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抗美援朝战争战役指导的基本经验

★ 齐德学

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进行的战役和战役规模的 9

次作战行动: 包括运动战阶段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阵地战阶段的 1951 年秋季防御作战、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 战役规模的作战) 、上甘岭战役、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 ( 包括金城战

役)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战役指导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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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美国军政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军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战争，武器装备

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美国军队，败在了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下，大大有失美军的颜面。在战

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人都不愿提起这场战争，将其称为 “被遗忘的战争”。美国军方也从朝鲜战争

中认识了中国军队，他们的说法是: 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 怕

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抗美援朝战争的突出特点是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这给志愿军作战造成

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将这些困难概括为: “一、能不能打; 二、能不能守; 三、有没有东西吃。”① 围绕

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志愿军总部，从战争客观实际

出发，根据这场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实施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的军事战略指导。除此，志愿军总部

在战役指导上也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进行的战役和战役规模的作战行动共有 9 次，包括运

动战阶段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阵地战阶段的 1951 年秋季防御作战、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 战役

规模的作战) 、上甘岭战役、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 ( 包括金城战役) 。这 9 次战役中，有 6 次战役是进攻

性质的作战，2 次战役是防御性质的作战，还有一次战役是既有进攻也有防御性质的作战。
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志愿军总部，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役指导上，根据敌我

双方的新情况、新特点，贯彻人民解放军的传统作战原则，即: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强击弱，扬长

避短。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一、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难以克服的弱点予以打击

( 一) 美国空军夜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并且美军部队怕夜战，志愿军则发挥夜战特长，充分利用

夜间发起进攻。
在朝鲜战场，美军地面部队作战，对其空军有很大的依赖性，一般是利用其空军优势进行昼间作

战，拂晓发起进攻，黄昏转入防御。到了夜间失去空军支援，其步兵部队战斗意志和战斗士气就大为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50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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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志愿军就抓住和利用美军这一弱点，充分利

用夜间作战。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的进攻

战役和战斗，都是充分利用美军空军不能大规模

出动的夜间进行的。一般是黄昏发起进攻，拂晓

前结束战斗。当夜不能结束战斗的，则在拂晓前

转入防御，次日黄昏再组织进攻，但进攻发起第

一个夜间的作战极为关键 ( 当夜不能解决战斗，

到了白天美军空军出动支援，被围美军重新调整

部署，第二个夜晚再攻就增加了困难) 。运动战阶

段志愿军进攻战役发起的时间，都在农历十五前

后，所 以 美 军 称 志 愿 军 的 进 攻 作 战 是 “月 圆 攻

势”。这期间，每到月圆期，美军步兵部队的士兵

就有一种心理恐惧感。
( 二) 美军现代化装备怕离开道路和切断与后

方的联系，志愿军在战役上则采取迂回包围战术，

切断其后路，动摇其战役决心。
第一次战役的西线作战，当志愿军第 38 军沿

清川江左岸于 1950 年 11 月 4 日拂晓迂回到军隅里

以北地区受阻，虽未达成切断清川江以北敌军后

路的任务，但进至清川江以北的美军和南朝鲜军，

除占领清川江以北个别桥头堡阵地外，主力于 11
月 4 日晚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地区。志愿军遂于

11 月 5 日结束了第一次战役西线作战。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西线部队发起反击后，

第 38 军第 113 师在完成德川战斗任务后，向敌后

穿插迂回，于 1950 年 11 月 28 日和 29 日抢占了三

所里及以西龙源里两个关卡，截断了进至清川江

以北地区美第 9 军的南撤退路，致使西线美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全线动摇，于 29 日全线撤退，至 12
月 1 日，美第 9 军指挥的美第 2 师和土耳其旅遭

到歼灭性打击，美第 25 师遭到重创。在东线，志

愿军发起反击的当夜，就将美第 10 军指挥的美陆

战第 1 师和美步兵第 7 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东岸

的新兴里、南岸下碣隅里和西岸的柳潭里等几个

孤立的点上，特别是下碣隅里，是新兴里和柳潭

里美军南撤必经通路。志愿军第 27 军 5 个团于 11
月 30 日深夜在新兴里展开全歼美军步兵第 7 师第

31 团的激战，12 月 2 日，美第 10 军军长就下令

柳潭里的美军部队突围，向下碣隅里收缩，于 12
月 6 日拂晓，在空军和炮兵火力支援下，突出下

碣隅里的包围南逃。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当志愿军进攻部

队左右两翼向敌后穿插，尚未形成合钳的情况下，

美军即全线撤退。
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金城战役，打的都是

南朝鲜军，也采取了迂回包围战术，有的还是采

取的多层迂回包围战术。
( 三) 美军步兵战斗精神差，怕失去火力支

援，怕近战，志愿军则采取战役上的迂回包围和

战术上的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战法，隔离美军步兵

与坦克的联系，派出小分队，捣毁敌军炮兵阵地

和团营指挥所，实行近战，集中力量打其步兵。
这在志 愿 军 组 织 进 行 的 进 攻 战 役 中，几 乎 都 有

体现。

二、根据自身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

( 一) 志愿军攻击火力弱，对美军实现战役包

围后难以全歼，遂改变战略战役性大迂回大包围

的战法，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零

敲牛皮糖”，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最典型的战例

是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这是一次战役规模

的战术反击作战。从 1952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31
日，历时 44 天，志愿军和人民军共选择 “联合国

军” ( 包括南朝鲜军) 营以下兵力防守的 60 个阵

地进攻 77 次 ( 人民军对 3 个阵地进攻 3 次) ，除

对几个阵地的进攻没得手或敌守军逃脱外，其余

50 多个阵地都是攻克阵地，全歼守敌，经过反复

争夺 后，巩 固 占 领 17 个 阵 地，志 愿 军 以 伤 亡

10700 余人的代价，歼敌 2. 7 万余人，完全处于主

动地位，打得 “联合国军”疲于奔命，有 8 个师

频繁调动，其中有 5 个师是两次调动。
打小歼灭战，向打大歼灭战过渡，最典型的

战例是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的指导方

针就是“稳扎狠打，由小到大”，战役共经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第 20 兵团和第 9 兵团打的，

选择的是敌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 20 个阵地，攻击

29 次，除攻击敌 1 个排的阵地未得手外，其余 19
个阵地，均是攻克阵地，全歼守敌，经反复争夺

后，巩固占领 2 个阵地，以 伤 亡 1600 余 人 的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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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歼敌 4100 余人。
第二阶段，志愿军在第一线从西至东的第 19、

第 9、第 20 兵团，3 个兵团均有部队参加作战，

选择攻击敌军防守兵力的规模已扩大到团级单位，

共选择敌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 51 个阵地，进攻 65
次，第 60 军和第 67 军均创造了阵地战以来一次

歼敌一个整团的战例，巩固占领阵地 58 平方公

里，以伤亡 19300 余人的代价，歼敌 4. 1 万余人。
第三阶段，志愿军以第 20 兵团指挥 5 个军，

以及第 9 兵团第 24 军进行金城战役为主，第一线

各军均配合作战。仅金城战役，即选择金城以南

南朝鲜军 4 个师防守的阵地，实施进攻，歼南朝

鲜军 4 个师大部，连同第一线其他各军的配合作

战 ( 包括人民军) ，以伤亡 3. 3 万余人的代价，歼

敌 7. 8 万余人，收复阵地 192. 6 平方公里。
整个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不但有力地促进

了朝鲜停战的实现，而且有效地保证了停战后，

朝鲜停战协定的被遵守。
( 二) 志愿军没有摩托化、机械化装备，实行

战役追击困难，遂只进行相机追击。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

志愿军以两条腿难以追上 “联合国军”的机械化

和摩托化装备，即便追上也难以将其歼灭，而自

身徒增疲劳，并且追击过远，在遇敌反扑时易陷

被动。彭德怀司令员 1951 年 8 月曾指出: “在朝

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

队，而我军无飞机和战车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

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① 另一方面，朝

鲜战场南北狭长，三面环海，志愿军追击越远，

侧后越加暴露，侧后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
加之，志愿军后勤跟进补给能力弱，追击越远，

补给越加困难。此外，有时还考虑到利于尔后歼

敌，不使敌军过于集中，而不宜远追。因此，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未实行大规模的深远战

役追击，只进行了相机追击，适时决定战役进止，

保持了战略、战役上的主动。
第一次战役时，当西线 “联合国军”从清川

江以北全线向清川江撤退后，志愿军以第 40 军全

部和第 39 军的两个师实施了战役追击。当时志愿

军首长考虑，粮弹供应已发生困难，在清川江以

北歼敌机会已失，并且歼敌数量不多，志愿军主

力尚未暴露，敌军稍作喘息还会发动大规模进攻，

为了保持主动，以利而后作战，于是，当追至清

川江时，遂适时停止了追击，结束战役。
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志愿军在西线价川、

军隅里地区完成作战任务，并占领平壤后，“联合

国军”西线部队全线向三八线撤退，志愿军遂集

中主力展开追击。考虑到为下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作战，有利于歼敌，遂在追至三八线时，结束了

追击，而转入新的战役准备。此次战役中，担任

东线作战任务的第 9 兵团对突围逃跑的美军陆战

第 1 师以及向南撤退的美第 10 军指挥的其他部

队，实施了全力追击。此时，朝鲜人民军部队已

收复元山，截断了美第 10 军从陆路南撤的退路。
“联合国军”遂出动 240 余艘舰船赶往兴南港，从

海上接援。志愿军第 9 兵团一直追到兴南港，其

中对美陆战第 1 师的追击尤为出色。1950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被围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

第 1 师 3 个陆战团 ( 欠 1 个营) 及 2 个炮兵营和 1
个坦克营等部，在其空军的支援掩护下，先后突

出包围，向南逃跑。志愿军第 9 兵团随即展开战

役追击。以第 20 军在北起死鹰岭，南至上通里、
下通里长约 70 公里的路段上，依托已占阵地步步

紧追，层层阻击，先是第 59 师在死鹰岭地区展开

堵击，次是第 58、第 60 师在古土里、真兴里地区

展开堵击，再是第 89 师追至上通里、下通里地区

展开堵击; 以第 26 军跟踪追击; 以第 27 军主力

从右翼向咸兴以西方向攻进，以断敌退路。战至

12 月 12 日，美陆战第 1 师被歼过半，并丢弃大量

重装备，在美第 3 师接应下逃至五老里，尔后在

其海军接应下从海上撤逃。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于 1951 年 1 月 1 日凌晨

突破“联合国军”三八线既设阵地后， “联合国

军”于 1 月 2 日，即开始全线溃退。志愿军随即

展开追击，除第 50 军追歼英第 29 旅 1 个营及 1 个

坦克中队、第 39 军追歼英第 29 旅 2 个连外，整个

追击战果不大，并且追击越远物资补给越困难和

侧后更加暴露，而敌军似有计划地撤退，为避免

追击过远为敌所乘，遂在将敌追至三七线附近时，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425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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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断停止了追击。
金城战役志愿军第一步作战达成拉平战线的

目标后，南朝鲜军向南溃逃。志愿军第二步作战，

仅以东集团第 60 军第 180 师 2 个团、中集团第 54
军第 135 师 1 个团和西集团一部做了有限度地向

纵深扩大战果。其中东集团第 180 师 2 个团，向

敌纵深挺进最远，约 8 公里，待敌展开全面反扑

后，主动撤至金城川一线以北巩固已占阵地。
志愿军根据朝鲜战场作战的具体情况，只作

相机追击，适时决定战役进止，从而较好地掌握

了战略、战役上的主动权。在第四、第五次战役

中也进行了相机追击，但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前

伸过远，粮弹供应和伤员转运都增加了困难，致

进攻作战结束后，不能迅速脱离战场。
( 三) 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持续进攻作战能

力弱，遂每次进攻作战更加强调速战速决。
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这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基本作战

原则之一。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每次进攻战

役战斗都实行了这一原则。只有战役战斗上速战

速决，才能减少自己不必要的消耗和使敌军被攻

击部队在来不及得到支援的情况下即被歼灭，并

有利于自己转用兵力，各个歼敌。志愿军实施战

役战斗的速战速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志

愿军后勤保障能力很弱，而跟进保障能力更弱，

在运动战期间，部队作战所需粮食、弹药，基本

上靠自身携带，带几天打几天，一般只能维持 7 ～
10 天。所以，志愿军的每次进攻作战持续时间基

本在一个星期左右。所以美军称志愿军的进攻是

“礼拜攻势”。
( 四) 志愿军实行坚守防御困难，遂在前期运

动战中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

部署原则，依山傍水节节抗击; 而在后期则创造

了地面战场上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

并采取相应的坑道战术。
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以南的阻击

作战，以及第四次战役西线汉江南岸的阻击作战

中，就已意识到武器装备落后，依托野战工事，

面对“联合国军”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猛烈火力

攻击，组织坚守防御是相当困难的。“联合国军”
在进攻中，对志愿军 1 个连至 1 个团防守的阵地，

在 1 天之内即可发射炮弹和炸弹数百发 ( 枚) 至

上万发 ( 枚) ，志愿军伤亡极大，多数连排阵地只

能坚持数小时，许多阵地在弹药耗尽，人员大部

或全部伤亡的情况下失守。鉴于这种情况，志愿

军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转入防御作战后，则实

施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运动防御战法，依山傍水，

节节抗击，并采取 “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

轻”的部署原则，尽量减轻防御部队的伤亡损失。
转入阵地战以后，则创造了地面战场上以坑

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并采取相应的坑

道战术。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的上甘

岭战役，敌我双方在志愿军两个连阵地上反复争

夺 43 天，志愿军所以能够守住阵地，并全面恢复

被敌军占领的表面阵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

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当时美国的军事专

家曾感叹: 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 ( 指

537·7 北山阵地) 和爸爸山 ( 指五圣山) 上的共

军部队全部消灭。①

三、步炮 密 切 协 同，充 分 发 挥 炮 兵 火 力 的

作用

1951 年 6 月 1 日至 1952 年 5 月 31 日开展的捐

献飞机大炮运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海外侨胞

和驻外使领馆人员踊跃捐献，共折合人民币相当

于 1955 年新币值 5. 56 亿元，按照当时购买一架

苏联米格—15 飞机 15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计算，可

供购买 3710 架战斗机。经过这次捐 献 运 动，从

1952 年夏季开始，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虽与美军还

无法相比，但有了明显改善和加强。特别是炮兵

的数量有明显增多，质量也有明显提高。从 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开始，志愿军对炮兵的使用逐

渐有了经验，其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志愿军炮兵在作战中的使

用越来越成熟，步兵、炮兵作战中的协同越来越

密切。从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开始，更加注

重步兵和炮兵的密切协同，充分发挥了炮兵的火

力作用。
1952 年 秋 季 的 战 术 反 击 作 战 中，一 般 攻 击

①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

下卷，333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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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军”1 个连阵地，使用步兵 1 个连，而使

用炮兵 8 ～ 10 个连、30 ～ 40 门火炮予以支援，步

兵、炮兵间的协同已相当默契，炮兵发挥了重要

作用。志愿军所以能基本上对敌军阵地攻则必克，

攻则必歼，炮兵火力的充分发挥是一个重要因素。
同年 10 ～ 11 月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的火炮数量

和质量虽然不能与 “联合国军”相比，但在不到

4 平 方 公 里 的 作 战 地 区 里，集 中 了 山 炮、野 炮、
榴弹炮 133 门，火箭炮 24 门，高射炮 47 门，迫击

炮 292 门，共发射 35 万余发炮弹，火炮的密度和

发射的炮弹均创造了志愿军参战以来的最高纪录。
“联合国军”方面称 “这是共军炮火最强大最猛

烈的一次”。① 1952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给斯

大林的电报中，总结 1952 年秋季志愿军作战胜利

的原因时说: “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

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

缺外， 炮 火 的 猛 烈 和 射 击 的 准 确 实 为 致 胜 的

要素。”②

到 1953 年夏季，志愿军和人民军火炮虽在质

量上仍不如“联合国军”，但在火炮数量上已超过

“联合国军” ( 志愿军和人民军火炮合计 19702 门，

“联合国军”火炮合计 16169 门) 。7 月 13 日至 27
日的金城战役，志愿军火炮和炮火的密度都达到

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水平。在金城以

南 25 公里的正面上，第 20 兵团和第 24 军集中 82
毫米口径以上各种火炮共 1000 余门，平均每公里

45 门。整个金城战役消耗炮弹 1. 9 万吨，相当于

志愿军在运动战期间五个战役中消耗炮弹总和的

2. 2 倍。尽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作战平

均每公里需 100 ～ 120 门火炮的标准还无法相比，

但这已达到了志愿军的最高水平，并且在这次战

役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在突破中的炮火准备，破

坏“联合国军”工事可达 70%， “联合国军”的

冲锋约 40% 左右是被志愿军炮火击退的。
志愿军炮兵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加强和走向作

战成熟，为战争中后期志愿军越战越强，越战越

主动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军事 服 从 政 治，作 战 紧 密 配 合 谈 判 的

需要

1951 年 7 月 10 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此后，

志愿军的作战就与停战谈判紧密配合。作战为了

谈判，作战服从谈判，作战促进谈判。同时，谈

判为作战规定任务，谈判为作战提出要求，作战

打击重点目标的选择，打的时机的确定和打的规

模大小，均根据谈判需要而定。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军

事服从政治，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以打促谈的

杰作。志愿军作战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美军，因

此谈判能否有所进展，关键决定于美国的态度。
因此，志愿军确定以打促谈，发动 1953 年夏季反

击战役，首先决定以美军为重点打击目标，美军

在第一线部署的兵力主要在西线第 19 兵团正面，

因此确定以第 19 兵团方向为主要作战方向，以兵

团为单位，准备好了再打。而东线第 20 兵团准备

较充分，战役首先由第 20 兵团于 5 月 13 日发起，

接着中线第 9 兵团于 5 月 15 日发起，这两个兵团

攻击的均是当面的南朝鲜军，至 5 月 25 日，第一

阶段作战结束，第 19 兵团部队仍在加紧准备中。
这时谈判只剩战俘问题一项议程，由于美方

无理坚持强迫扣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被俘人员而久拖没有进展。这一阶段作战，有力

促进了谈判的进展。美方代表在谈判中的态度有

明显好转，在 5 月 25 日的谈判会上，美方撤回了

无理要求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

案，基本接受了朝中代表团关于战俘问题的解决

方案，停战谈判可望很快达成全部协议。然而，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谈判的活动加

剧。李承晚及其政府官员公开申明: 不能接受联

合国军的新方案; 韩国坚决反对不规定国土统一

的任 何 国 际 协 定。叫 嚣 “反 对 任 何 妥 协”，要

“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仍要强迫扣留朝

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

还在汉城、釜山等地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所谓 “群

众游行”。
鉴于谈判形势的这种情况，志愿军总部决定

调整战役重点打击对象，由重点打击美军改为重

点打击南朝鲜军，将作战的重点方向调整为东线

①

②

参见志愿军第15 军: 《上甘岭战役总结》，1952 年 12 月。
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310 页，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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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兵团方向，在 6 月 1 日的命令中指出: “根

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为使此次战役打

得更策略一些，和使我新入朝的部队迅速开赴一

线得到锻炼”，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

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

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

大的攻击 ( 只打一个连以下的) 。但原定之作战准

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

凡是向我们进攻，就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请

各兵团、各军根据原作战计划适当修正并报志司

审核。”① 据此，战役第二阶段，以打击南朝鲜军

为主，以第 20 兵团为重点作战方向，并扩大了打

击的规模，至 6 月 16 日结束，第 20 兵团在金城以

东北汉江两侧给予南朝鲜军第 5、第 8 师以歼灭性

打击，占领南朝鲜军 3 个团正面 12 公里、纵深

3 ～ 6 公里的防御阵地。
尽管南朝鲜李承晚将其谈判代表撤出谈判会

议，但停战谈判仍于 6 月 8 日达成了关于战俘遣

返问题的协议，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

成协议，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在即。然而，南朝鲜

李承晚集团公然破坏刚刚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问

题的协议，于 6 月 17 日深夜起，以就地释放为

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 2. 7 万余人。李承晚集

团的这种行为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的强

烈谴责。朝中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以金日成

和彭德怀名义致函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

拉克，指出: “鉴于这次事件所产生的异常严重的

后果，我们不能不质问你方: 究竟联合国军司令

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 如果不能，那

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

如果不包括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方面的实

施有什么保障? 如果包括在内，那么，你方就必

须负责立即将此次所有 ‘在逃’的、亦即被 ‘释

放’和胁迫扣留并准备编入南朝鲜军队中去的二

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名战俘，全部追回，并保证以

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②

与此同时，经彭德怀建议，毛泽东批准，推

迟停战协定签字，再给李承晚当局以严厉惩罚。
于是有了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阶段，将作

战目标改为专打南朝鲜军，并进一步扩大了打击

规模。志愿军总部在命令中指出: “为给敌以更大

压力，配合板门店谈判，并经彭总同意，决在军

事上继续予李伪军以狠狠地打击。……对美军及

外国帮凶军，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

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③ 志愿军在金城

以南 25 公里的正面上，歼灭南朝鲜军 4 个师大

部，突入纵深最远达 18 公里，迫使李承晚集团不

得不同意停战，并作出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
抗美援朝战争战役指导上的经验，除上述 4

条外，志愿军也采取了国内战争的许多有效做法。
一是利用和创造战役的突然性，予敌突然打

击。第一次战役就是利用美国军政当局判断中国

没有能力出兵，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的错误，

造成了战役的突然性，予敌突然打击，一举将进

至清川江以北的美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清川江一

线以南地区。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示弱于敌，诱

敌深入，造成美军的错觉，认为志愿军是怯战败

走，在将敌军诱至预定作战地区后，突然发起反

击，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

到三八线及以南地区，打得美军不知所措，打懵

了“联合国军”总部，打懵了美国军政当局。第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采取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

做法，以第 19 兵团在西线积极佯动，造成进攻汉

城的态势，由中线第 3 兵团掩护，第 9 兵团秘密

转兵东向，与人民军前线指挥部的部队，在县里

地区突然发起进攻，歼灭南朝鲜军 3 个师大部。
圆满达成战役目的。

二是拣弱的打。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和彭

德怀就确定，志愿军入朝后，主要是打南朝鲜军

和孤立的小股美军。入朝后，虽然战场情况千变

万化，但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拣弱的打。第

一次战役主要是打南朝鲜军。第二次战役打开战

役突破口，选择的也是南朝鲜军部队，即在德川、
宁远地区的南朝鲜第 2 军团，歼灭其两个师大部，

为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第三次战役，

“联合国军”方面将南朝鲜军部署在第一线，因此

①

②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下

卷，444 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下

卷，463 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下

卷，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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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役打的主要是南朝鲜军。第四次战役，“联

合国军”发动全线反扑，志愿军选择反击目标，

就选择了在东线横城地区态势突出的南朝鲜军第 8
师，一举歼灭其 3 个团。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

东线全是南朝鲜军，并形成了东北西南的斜线态

势，志愿军转兵东向，一举歼灭其 3 个师大部。
三是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各次战役的顺

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政治工作，很

有特色，并具有极强的思想政治鼓动性、极强的

现实针对性、极强的可操作性。
在运动战期间，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

的程度巨大。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难以对

付美军飞机的肆无忌惮和美军坦克的横冲直撞;

物资运输极为困难，战役发起后的跟进保障更为

困难，部队常有断粮饿饭情况，就是有了粮食，

为防美军空袭，昼间不能冒烟，夜间不能发光，

难以生火做饭，也长时间吃不到热食; 因作战损

耗，被服供应不及，有时部队没有鞋袜，不得不

赤脚在寒冷的雪地里行军作战。这期间，战场情

况变化急速，战役没有间隙，或间隙很短，作战

频繁、紧张、激烈，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

休补，加之大部分时间处于朝鲜的冬季，气候寒

冷，特别是朝鲜东部地区风大雪大，气温降到零

下 40°C，自然环境 恶 劣，部 队 长 期 野 外 雪 地 露

营。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期间，对志愿

军来说，战争是空前残酷的，作战行动是空前艰

难的，物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人员物资消耗大，

战士体力消耗大。如何战胜和克服这些困难，如

何解决部队随时出现的思想问题，如何激励部队

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保证作战的胜利，这是志

愿军思想政治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也为志愿军思

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期政治工作的

主要做法是:

第一，配合每次战役或战役的不同阶段，进

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动员，战后都有政治工作总

结。在运动战中的每个战役或战役中的不同阶段，

均由志愿军政治部 ( 有的则由志愿军党委) 发出

政治工作指示，或政治动员令，或告志愿军全体

党员书等，对志愿军全体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动员。
在动员中主要明确战役的任务和意义，分析敌我

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宣传各次战役的胜利，

鼓舞官兵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斗志和坚定取胜

的信心，号召订立歼敌计划、开展战场竞赛和战

场立功，要求各级党委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基层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号召共产党

员和干部做克服困难、英勇杀敌的模范等。
第二，组织部队群策群力，开展想办法运动。

既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

题，又组织部队想办法克服困难和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运

动战阶段作战中，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

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在注重解决部队思想认识

问题的同时，非常注重解决部队在战场上遇到的

一些实际问题。组织和发动部队群策群力想办法，

根据当时条件研究作战的具体战术，研究如何做

工事、如何防空、如何对付美军坦克，研究野外

露营如何防冻和如何保证部队吃上饭、如何消除

疲劳的具体办法等。在第三、第四次战役时，部

队粮食供应极为困难，志愿军把部队筹粮作为政

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各师、团以政治部

( 处) 主任或本级副政治委员负责，抽调各级政治

机关 3 /5 的干部，与后勤部门一起组织筹粮队，

到朝鲜当地政府和朝鲜人民中为部队筹粮。仅第

三次战役发起前，东西两线即共筹粮 3 万吨，缓

解了部队的粮食困难。对于不具备条件无法解决

的问题，则提倡部队坚忍不拔，忍受艰苦，说明

“忍受困难就是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这

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亲切、温暖，从而在

残酷、艰苦的条件下，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士气

和战斗力。
第三，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开展创造英

雄部队和战场立功运动。志愿军从一开始，就用

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教育部队，号召部

队和广大官兵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无数

的英雄集体和个人。
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期间的基本特点是，作

战与谈判紧密结合，战线稳定，部队构筑阵地任

务较重，并长期坚守阵地，作战主要是依托阵地

进行攻防，作战规模由小到大，并且小规模的战

术性作战较多。
随着作战形式转入阵地作战，志愿军部队的

思想变化也出现了新情况，主要是: 有些官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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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长期战争感到

厌倦; 阵地条件艰苦，筑城任务艰巨，特别是长

期坚守坑道作战，生活枯燥，容易产生精神疲劳

和作风纪律松懈。这些都为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这些情况，这期间志愿

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许多新的特点，主要做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行持久作战教育，树立长期作战的

思想。
第二，进行打和谈的关系教育，树立坚决打，

争取和的思想。这一教育是与长期作战思想教育

结合进行的。
第三，开展阵地文化生活和改善部队物质生

活条件，保持部队的旺盛士气。开展阵地文化生

活和改善部队物质生活条件，一直是志愿军政治

工作的重要内容。进入阵地战以后，特别是以坑

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体系基本形成以后，部队长

期坚守坑道阵地进行攻防作战，生活艰苦、枯燥、
单调。为解决这一问题，1952 年 7 月志愿军政治

工作会议对改善部队文化、物质生活条件，特别

是改善第一线阵地部队的文化、物质生活条件，

专门作了强调和要求。
据此，志愿军绝大部分连队都建立了俱乐部

和图书室，大量文娱器材和书报、杂志送进了坑

道和工地。军、师、团各级组建文工团、队，深

入火线，利用战斗和施工间隙进行演出，连队也

组织业余演出队进行演出。演出的节目与战斗紧

密结合，与所在部队的英雄模范事迹紧密结合，

活跃阵地文化生活。二线部队还组织了各种类球

队并开展了军事体育活动。
因战线稳定和随着运输问题的解决，阵地的

物质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纸烟、牙膏、肥皂、
手电筒、纸张等日常生活用品逐渐有了保证; 条

件许可的阵地修建了暧炕、澡堂、礼堂，并美化

了阵地; 伙食质量有了提高，能吃到各种肉类、
罐头、豆类、干菜。二线许多部队开荒种菜，使

部队能吃上新鲜蔬菜。
这样，从精神和物质上有力地保证了部队战

斗士气的巩固。
第四，普及深入开展立功运动。这期间的立

功运动，在前线和后方，在作战部队和保障部队，

在步兵部队和其他军兵种部队，在部队和机关进

行了全面深入地开展。志愿军政治部还制定了立

功条例 ( 草案) ，规定了功臣、英雄、模范和授予

称号的等级，统一了功臣、英雄、模范、授予称

号的标准和评定的办法等，使部队立功运动有了

统一的依据。这期间涌现的英雄模范大大地多于

运动战时期。立功运动全面深入地开展，极大地

调动了部队作战积极性和工作的热情，从而有力

地保证了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发

挥了巨大的威力，及时有力地保证了在敌我武器

装备优劣悬殊的条件下进行胜利地作战，为人民

解放军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新经验，对人民解放

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未来作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均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此，特别强调战役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

则之一。抗美援朝战争历次战役都强调准备工作

的重要，特别是阵地战时期，每次进攻战斗和战

役，准备得更充分。这为战役战斗的胜利，提供

了重要保证。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役指导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是避强击弱，扬长避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各打各的，这是人民解放军作战指导的一条基本

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 20 多年革命

战争，靠这一原则打了胜仗，抗美援朝战争靠这

一原则打了胜仗，今后进行作战，也得靠这一原

则打胜仗。二是与时俱进，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

作方针。必须针对战争中敌我双方实际情况指导

作战，研究 新 情 况，采 取 新 对 策，破 解 新 难 题。
这样作战才有取胜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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