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抗美援朝７０周年

俄罗斯解密档案证实 ：

抗美援朝是中国 自主决策的战略

（ 辽宁 ） 张兴德

２０ １５ 年 ， 由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冷战史

中心主任沈志华主编 ，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

的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１ ９４５
—

１９９ １
） 》 （ 全 １ ２册 ） （ 以 下筒称 《 挡 案 》 ）

正

式出版 。 有学者根据 《档案 》 中
“

１ 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 、 ６ 日 斯大林先后给毛泽东 电报

（ 信 ） ， 要求中 国 出兵
”

的记载 ， 推论说 ，

毛泽东想 了一夜 ， 终于明 白斯大林是要借

１ ９５０年９月 ３０ 日 ， 周恩来严正声明 ：

“

中国人民热爱和

平 ，
但是为了保卫和平 ，

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 ’

着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让中国 出兵 ，

如果中国不出兵 ， 便会失去斯大林的信任 。

甚至进一步推论说 ， 中国是迫于斯大林的

压力 ， 或者说是按斯大林的要求才出兵朝

鲜的 。 此说法在事实上是完全错误的 。

我们将 《 档案 》 记载的 当时斯大林和

毛泽东来往电报 （ 信 ） 进行梳理 ， 并与我

国 同时期 的相关档案资料一起综合分析解

读 ， 就会得出 客观结论 ， 即 中 国出兵朝鲜

完全是 自 主决策的 ， 并不存在有斯大林的

强求或是毛泽东考虑维护中苏友好条约不

得不出兵等因素 。

从文电往来时间顺序看 ，
中国抗美援朝

的决策并非受斯大林的主导

中 国人 民天性是爱好 和平 的
，
况且

刚 刚成立 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还百废待兴 。

１ ９５０年 ６ 月上旬 ，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 ，

毛泽东发表 《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的

基本好转而斗争 》 的讲话 ，
全党全国都准

备把重心放到发展经济上来 。 然而 ， 树欲

静而风不止 ，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 ， 打乱了

中 国人民和平发展的愿望。 自 朝鲜战争爆

发后
，
毛泽东始终关注 ， 并从防患于未然

的安全考虑 ， 在 ７ 月 ７ 日就以第十三兵 团

为主 ，
组建东北边防军 。 其任务一方面是

为保证东北的安全 ， 另一方面是一旦有需

要
， 则赴朝作战 。 为此 ， 中方曾 向朝方表

示过此意
， 并要求提供朝鲜人民军军服样

式和 ５００ 份朝鲜地图 。 东北边防军的训练

也是针对
“

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

要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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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 。 ９ 月 ３０ 日 ， 周恩来在 出席政协全

国委员会举行的 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作题为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 》 的报告 。

针对朝鲜战争 ， 他郑重声明 ：

“

中 国人民热

爱和平 ， 但是为 了保卫和平 ， 从不也永不

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

外国的侵略 ， 也不能听任帝 国主义者对 自

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

”

这些都是

中共中央对当时朝鲜局势的主动应对 。

到 ９ 月 底 ， 朝鲜局势严峻 ， 金 日 成同

时 向苏联和 中 国求助 。 斯大林对朝鲜表示

苏联不能 出兵后 ， 于 １ ０ 月 １ 日给毛泽东发

出第
一

封请中 国出兵的 电报 ， 在讲明朝鲜

局势 的危机形势后提出 ：

“

我考虑 ， 根据

眼下的形势 ， 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

援军 ， 哪怕五六个师也好 ， 应即刻 向三八

线开进 ， 从而使朝鲜同 志能够在你们部队

的掩护下 ， 在三八线 以北组织后备力量。

”

［ 《俄 罗 斯解密 档 案选编 ：
中 苏关 系 》 第 三

卷 （
１ ９５ ０ ． ８

—

１ ９ ５ １ ． ８ ） ， 第７ ２
—

７３页 ］

此电报是 １ ０ 月 １ 日下午 ３ 点由苏联驻

中 国大使罗 申转交给毛泽东的 。 北京同 时

也得到朝鲜请求出兵的信息 。 １０ 月 １ 日 晚 ，

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 国庆一周年庆祝活动 。

２ 日 凌晨 ２ 时 ， 毛泽东给在东北 的高 岗 、

十三兵 团 司令员邓华发电报 ， 要髙 岗立 即

进京开会 ， 让邓华
“

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

备工作 ， 随时待命出动 ， 按原定计划 与新

的敌人作战
”

。 同 日清晨 ， 毛泽东修改了周

恩来给金 日成的 电报 。 上午 ， 又给斯大林

写好了 电报 ， 明确指出 中 国 出兵朝鲜的必

要性、 出战之后可能 出现的情况、 各项战

略战术考虑以及需要苏联帮助等 ６个问题 ，

但这封电报当时并未发出 。 可能是毛泽东

考虑到下午 中央书记处会议要讨论出兵朝

鲜问题 ， 想等开过会后再发 。 令毛泽东感

到意外 的是 ， 会上几乎
一

边倒 的意见是不

同意出兵。 虽然至今没有完整 的会议记录

披露 ， 但当 天晚上 ， 毛泽东将上午写的 电

报压下没发 ， 又重新给斯大林写了 一封回

电 （ 就是存 留 《 档案 》 里 的 、 被一 般学 者

说 的不 同意 出 兵 的 电报 ） ， 主要内容为 ：

１ ９５０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来电收悉 。 我们原先

曾打 算 ，
当敌人向三八线 以 北进攻 时 ，

调

动几个师 的志愿军到 北朝鲜帮助朝鲜 同 志 。

但是 ，
经过慎重考虑 ， 我们现在认为 ，

这

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

第
一

， 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 我

军装备极差 ， 同 美 军作战无胜利把握 ） ，
敌

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

第二 ， 最大的可能是 ，
这将引起美 国 与

中 国的公开冲突 ，
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

争中来 。 这样一来 ， 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 了 。

中 共 中 央的许 多 同 志认为 ， 对此必 须

谨慎行事 。

但如 果我们 出 动几个师 ， 随后又被敌

人驱赶回来 ， 并 由此引 起美 国 与 中 国 的 公

开冲 突 ， 那 么 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 将

被全部打乱 ， 国 内 许 多 人将会对我们 不 满

（ 战争给人民带 来的创伤 尚未医 治 ，
人民 需

要和平 ） 。

因 此
，

目 前最好还是克制
一下 ， 暂不

出兵

我们将 召 开党 中 央会议 ， 中 央各部 门

负 责 同 志都将 出 席 。 对此 问题 尚未作 出 最

后 决 定 。 这是我们的初 步 电报 ， 我们想 同

您商量
一下 。

如果您 同 意 ， 我们 准备立刻 让周 恩来

和林彪 同 志 飞 到 您 的休养地 ， 同 您讨论这

件事 ， 并报告中 国和朝鲜的形势 。

［ 《 俄 罗 斯解 密 档 案选 编 ： 中 苏 关 系 》

第三卷 （ １ ９５ ０ ． ８
—

１ ９ ５ １ ．８ ） ， 第７ ７
—

７ ８页 ］

３ 曰 中午斯大林收到这封电报后 ， 于 ５

日给毛泽东写了 回信 ，
６ 日晚上 ２２ 点 ３０分

由 罗 申 当面转给毛泽东 。 斯大林回信的要

点是 ：

我向您提出 派五六个师 志愿军 的 问题
，

是 因 为我清楚地 了 解 中 国领导 同 志 曾 多 次

声 明
，
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

，
就 准备派几

个军 去援助朝鲜 同 志 。 因 此 ， 我理解 中 国

同 志之所 以 准备派兵去朝鲜 ， 是为 了 防止

朝鲜 变为 美 国和 未来军 国主义 日 本反对 中

２３



纪念抗美援朝７０周年

国的 军事基地 ，
这与 中 国是利 害攸关 的 。

我向 您提 出 向朝鲜 派兵 问题 ，
而且至

少而 不是最 多 派五 六个师 ， 是 出 于 以 下几

点对国 际形势的考虑 ：

一

、 如朝鲜战事表明 的 那样 ， 美 国 目

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 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

二
、 日 本 因其军 国 主义势力 尚未复原 ，

没有能力给美 国 以 军事援助
；

三
、 有鉴于此 ， 美 国 将被迫在朝鲜 问

题上 向有 苏联盟 国 为 其后盾的 中 国作 出 让

步 ， 将不得不 接受就朝鲜 问题进行调停的

条件 ，
这些条件将有利 于朝鲜而使敌人无

法将朝鲜变为 它的军事基地 ；

四 、 基 于 以 上 同 样的 原 因
，
美 国 最后

将不仅被迫放弃 台 湾 ，
而且还将拒 绝与 日

本反动 派单独缔结和约 ，
放弃复活 日 本军

国 主义的 活动及使 日 本成 为他们在远 东 的

跳板的企 图 。

由 此我考虑到 ， 如果 中 国 只 是消极地

等待 ，
而 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 ， 再一

次使人信服地显示 出 自 己 的 力量
，
那 么 中

国就得不 到 这些 让步 。 中 国 不仅得不到 所

有这些让步 ， 甚至连 台 湾也得不 到 ，
美 国

人将会把持 台湾 ， 把它 当作基地

当 然 ， 我也考虑过 ， 美 国尽管没有做

好大战 的准备 ，
仍可能 为 了 面子而被拖入

大战 ，
这样一来 ， 自 然 中 国将被拖入战争 ，

苏联也将 同 时被拖入战争 ，
因 为 它 同 中 国

签有 互助条约 。 对此应该 害怕 吗 ？ 我认为

不应该
，
因 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 国 和英

国 更有力 量… …如果战争不可避免 ， 那 么

让它现在就打 ，
而不要过几年 以后

，
到 那

时 曰 本 军 国 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 美 国 的

盟 国 ，
而 在 李承晚控制 整个 朝 鲜的 情况

下 ， 美 国 和 日 本将会在 大陆有一个现成的

桥头堡 。

以上 就是我 向您提 出 至 少 派五 六个师

时所依据的对国 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

关 于 中 国 国 内 的状况 ……这个 问 题只

能 由 中 国 同志来决定 。

［ 《 俄 罗 斯解 密 档案选 编 ：
中 苏 关 系 》

第三卷 （１ ９ ５０ ． ８
—

１ ９５ １ ． ８ ） ， 第８０
—

８ １页 ］

这无疑是一封很重要 的 电报 。 电报中

斯大林正面 回答了 毛泽东在 ２ 日 信中的疑

虑 ， 讲了 中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和

对未来国 际形势发展的判断 。 他还明确表

示 ， 苏联将恪守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

不要怕美国扩大战争以至世界大战 。 这种

分析判断 ， 是正常的对世界局势和朝鲜未

来形势的分析预测 。 今天看来 ， 斯大林的

这封电报的态度和立场并无大错 ， 而且是

同中国商量的 口吻 ， 并无强求之意 。

问题并不仅在于此 。 这里的关键问题

是 ， 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 ，
已经是 ６

日 晚上 ２２ 点 ３ ０分 。 事实上 ， 在 中 国 ，
经

过 ４ 日 到 ５ 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 在毛泽

东和彭德怀 的力主下 ， 党中央 已经统一认

识 ， 决定 出兵 ， 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 ，

根据 ５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 讨论如何

落实出 国作战行动方案和相关事宜 。 这标

志着中共中央关于出兵的决策 已经进入了

具体实施阶段 。 可以说 ， 斯大林 ５ 日这封

回信虽然表示苏联愿意作为 中 国 的后盾 ，

但很显然 ， 它对中 国改变 ２ 日 晚上不 出兵

的意 向 ， 并定下 出兵 的决心 ， 没有产生实

际影响 。 当然 ， 毛泽东在事后看到这封信

还是很高兴的 。 这有罗 申 于 ７ 日晨给斯大

林的汇报可证 ， 其要点如下 ：

１ ０ 月 ６ 日 北京 时 间 ２２ 时 ３ ０ 分 ， 我 拜

会 了毛泽东 ， 并向他转交 了 您 的答复 。

毛淬
■

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

一

、 他 完全 同 意 您对 国 际形 势及其今

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作的评价 。

二
、 他对 于您在答复 中谈到 中 国和 苏

联共 同进行反对美 国人的斗争 ， 感 到 非 常

高兴 。

他强 调指 出
，
如果谈到 打仗

，
那 么

，

毫 无疑 问 ， 现在就应 该打 。 同 时他还说 ，

类似的 想法他刚 刚在 中 共 中 央政治局会议

上也说 了 。

［ 《 俄 罗 斯 解 密 档 案 选编 ： 中 苏 关 系 》

第三卷 （
１ ９ ５０ ． ８

—

１ ９５ １ ． ８
） ，
第８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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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点值得注意的是 ， 对朝鲜战争形

势的分析 ， 毛泽东同斯大林是一致的 。 关键

是这句话 ：

“

同 时他 （ 毛泽 东 ） 还说 ， 类似

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

了 。

”

这说明 ，
４ 日 、 ５ 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 ， 对毛泽东 ２ 日 电报向斯大林提

出担心的两个问题 ，
又经过充分讨

论 ，有了新的看法或应对举措 。例如 ，

彭德怀在 ５ 日 的会上说 ：

“

出 兵援

朝是必要的 ， 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

晚胜利几年 。 如美军摆在

鸭绿江岸和台湾 ， 他

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

可 以 得到借 口 。

”

这

十分清楚地证 明 ， 中

国最髙决策层是在没有

看到斯大林 ５ 日 答复毛

泽东 电报的情况下 ， 经

过反复讨论 ， 得出 了 同

斯大林 ５ 日答复电报中一

样的思想认识 。 这也证明

中苏高层在对世界形势和

朝鲜局势的认识上具有
一致

性 。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 战略

家 ， 考虑 出兵朝鲜 ， 当然会

首先考虑和研究世界的总体局势 。 也就是

说 ， 斯大林虽然讲了让中 国出兵抗美援朝 ，

但是中 国并不是在听 了斯大林的话之后决

策的 ， 而是 自 主决策的 。

最能证明 中国 自 主决策出兵的是在 １ １

日之后出现的波折 。

８ 日 ， 周恩来赴莫斯科具体谈苏联援助

问题 。 可 １ １ 日 以同斯大林联名的方式 ， 周

恩来给毛泽东发电报表示 ， 苏联空军得两

个月之后才能 出动 。 如果 中 国认为没有胜

算把握 ， 同意中 国暂不出兵 。 这对已经决

定出兵抗美援朝的 中 国领导人 ， 自 然是
一

个意外 。 以前决策出 兵都是以有苏联空军

支援为前提的 （ 因 为 前有斯 大林 的 承诺 ） ，

周恩来专程去莫斯科也主要是为了 落实苏

联空军掩护等问题 。 这次斯大林放弃以前

的承诺 ， 标志着中 国将用落后的步兵武器

对付现代化程度极高 的海、 陆 、 空联合作

战的
“

联合国军
”

。 这封电报 ， 是 １ ２ 日 １ ５

时 ３０分通过罗 申转达的 。 毛泽东虽然表示

同意斯大林不 出兵的决定 ， 但不想就此作

罢 ， 将准备赴朝 的彭

德怀召 回北京 ，
于 １ ３

日 再度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 ， 研究在没有

苏联空军掩护情况下

究竟是否可 以 出兵问

题。 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
，
在美军越过三八

线大举北进 的情况下

依然应该出 兵 。 在第
一

时间里 ，
可以专打南

朝鲜军 ， 对付南朝鲜军

还是有办法的 。 当 日 ２ １

时 ， 毛泽东将罗 申 找去 ， 宣布

仍然出兵抗美援朝 。 罗 申给斯

大林的电报要点是这样的 ：

“

１ ０ 月 １ ３ 日 ２ １ 时 ，
毛泽

东把我叫 去宣布 了 下列事项 ：

中 共 中 央 再次讨 论 了 菲

利 波 夫 （ 斯大 林 化 名 ） 同 志

的 最近
一封 电报和我的 决 定 。 我们 的领导

同志认为
，
我们应 当 帮助朝鲜人 。

鉴于上述原 因 ，
毛泽 东 同 志马 上把周

恩来拦在 了 莫斯科 ，
给他下 达 了 同 您讨论

朝鲜问题的新指示 。

”

“

毛泽东还谈到 ：

我们 的领导 同 志认为 ，
如果美 国人打

到 中 国 的 边境 ， 那 么朝鲜就是我们 的一块

心病 ，
而且 东北将处于经 常的威胁之下 。

我们 的 同 志 以前 下不 了 决心 ， 是 因 为

他们对 国 际局 势问 题、 苏联的 军事援助 问

题、 空 中掩护 问 题还不 清楚 。 现在 ， 所有

这些 问题都 已经清楚 了 。

毛泽 东指 出 ，
现在 派中 国 部队去朝鮮

是有利 的 。 中 国人有义务派 出部队 。

暂时先派 出 由 ９ 个师 组成的 第
一梯队

，

毛泽东关于请求苏联为志愿军
提供空军掩护给斯大林的电报手迹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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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装备差 ，
但他们 能够打李承晚的军 队 ０

在此期 间 ， 中 国 同 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

”

（
以 下提 出 关 于 出 兵需要苏联具体帮助

的一些问题 ， 略 ）

［ 《 俄 罗 斯 解 密 档案选 编 ：
中 苏 关 系 》

第 三卷 （
１ ９５ ０ ． ８

—

１ ９ ５ １ ．８ ） ， 第９ ７页 ］

从上述来往电报的时间顺序看 ， 最后

的决策是中国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 的情况

下 ， 也要 出兵抗美援朝 。 这个决策正是在

斯大林决定放弃朝鲜并于 １ ２ 日正式通知朝

鲜作疏散转移军队和党政机关以后作出 的 。

［ 《 俄 罗 斯解 密 档案选编 ： 中 苏 关 系 》 第三

卷 （１ ９ ５０ ． ８
—

１ ９ ５ １ ． ８ ） ， 第９ ３
—

９４页 ］ 这

证明 ， 中 国最终确定出兵抗美援朝 ， 是 自

主决策的结果 ， 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

从电文内容看
，
证实毛泽东想要了解斯

大林原则上答应支持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 ，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 中

最艰难的抉择之一 。 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

人 ， 对抗美援朝需要考虑 、 了解 、 解决的

问题和 困难甚多 ， 并且事先都要逐一准备

可靠 的应对预案和举措才行 。 特别是要对

世界大势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 ， 对敌、 我 、

友三方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 了解 。

无疑 ， 苏方的态度和因素在这些待
“

求解
”

的 问题中 ， 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 。 《档案 》

客观上反映了 毛泽东在决策 出 兵过程中 ，

是如何了解、 考虑苏联因素的 。

如果继续深人解读 《 档案 》 内 的相关

内容就会发现 ， 对 １０ 月 ２ 日 的
“

不出兵
”

电报 ， 长期 以 来 ， 不少人只注意其真假 ，

而没有注意其多重内涵 。

仔细分析 ， 此电报 只标明 ２ 日
，
没有

标注具体时间 ， 发出的时间无疑是 ２ 日 开

完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匆忙间写成 。 书

记处会议结束时应该已到深夜 。 按莫斯科

收到这封电报已是 ３ 日 中午 １ ２ 时推算 ， 此

电报发出 的时 间应该是 ２ 日 午夜 ， 接近 ３

日凌晨 。 那么 ， 紧接此事还有一个重要事件 。

就在 １ ０ 月 ３ 日 凌晨 １ 时 ， 毛泽东又 同周恩

来商定 ， 由周 恩来出 面紧急约见印度驻华

大使潘尼迦 ， 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地说明

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 让其转告美国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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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天 ， 印度政府把中 国的

立场转告美国 。 这是正式给美军划 出
“

底

线
”

。 而这封
“

不同意
”

出兵的电报同给美

军划出
“

底线
”

的警告谈话 ， 相距时间恐

怕只有一两个小时 。 这两个决策迥然不 同

是显然的 。

如果再把上述在 ２４小时内发生的 ６件

事 （ 见前 文所述 ： 凌晨 ２ 时给邓 华 准备好

出 兵 的 电报 、 改写 周 恩来给金 日 成 的 电报 、

写 中 国 出 兵 的 电报 、 开书 记处会议 、 再 写

不 出 兵 的 电报 、 周 恩来找 印度 大使传话给

美 国 划
“

不 能 过三 八 线
”

的 底 线 ） 联系起

来综合分析 ， 那么 ， 我们对 ２ 日
“

不出兵
”

的电报 ， 有理由得出这样
一

些结论 ：

其一 ， 这封
“

不出 兵
”

的 电报 ， 只是

反映了 中央讨论出兵时 ， 对
一

些问题的忧

虑 ， 而不是一定不 出兵的决定 ； 从前后文

看 ， 特别是通过印度大使转给美国 的
“

警

告
”

表明 ， 在毛泽东 、 周 恩来看来 ， 如果

美军越过三八线 ， 中 国出兵 已是定局 的事

了 。 从中可以推断 ，这封
“

不出兵
”

的电报 ，

仅是中央
一

些人的意见 。 毛泽东把这些意

见向斯大林作了反馈 ， 但并不代表他内心

深处的想法 。 适当时机出 兵帮助朝鲜 ， 是

毛泽东深思熟虑的决策 。

其二
，

“

不出兵
”

的电文 中最后有
“

我

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 ， 中央各部 门负责 同

志都将出席 。 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

这是我们 的初步电报 ， 我们想 同您商量一

下
”

。 并告知将派周恩来 、 林彪去苏联面商 。

这
“

未作最后决定
” “

想 同您商量一下
”

实

际是毛泽东需要斯大林明确表态 ， 特别是

如果美军将战争扩大到 中 国 ， 苏联是什么

态度 。 也就是说 ， 电报可能有征询斯大林

意见的意思 ， 意在取得斯大林的支持 。 作

为最高决策者的 毛泽东 ， 这是出兵前必须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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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

“

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 我

军装备极差 ， 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 ） ， 敌

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

”

这也是毛泽东明确表

示 ， 要出兵朝鲜不是斯大林说的五六个师能

解决问题的 。 斯大林 １ 日 的电报证明 ， 他并

不了解朝鲜战局的实际情况 ， 甚至没有明确

对策 。 他 自 己也承认这点 。 ［ 见 １ ９５ ０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斯大 林致什特科夫和马 特维 耶 夫

电 ： 对朝 鲜局 势处理 的 意 见 》 ， 承认
“

我 们

难 以在朝鲜 问题上作 出 决断
”

，
见 《俄 罗 斯

解密档案选编 ： 中 苏关 系 》 第三卷 （
１ ９５ ０ ．８

—

１ ９ ５ １ ． ８ ）， 第 ７３ 页 ］ 这里 ，
二人的分歧已

隐隐可见。

虽然斯大林在 ５ 日 的 回信中作出令人

高兴的答复 ， 但毛泽东在 ８ 日 的 电报中仍

提出要周恩来 、 林彪去苏联面谈 。 为什么

斯大林 ５ 日答复 了 ， 还要去 面谈？ 因 为斯

大林 ５ 日 的 电报有
一

定的模糊性 。 中国 出

兵抗美援朝需要苏联帮助的许多事项是具

体的 ， 必须当 面逐条明确才行 。 周 、 林同

斯大林当面会谈的结果证明 ，
仅有斯大林 ５

日 的 电报远远不够 。 会谈结果果然出人意

料 ， 如前所述 ， 斯大林当初多次承诺的 中

国如果出兵抗美援朝 ， 苏联将出 动空军掩

护这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没有 了 。 同 时 ， 在

斯大林看来 ， 没有 空 中掩护 的 中 国军队 ，

必败不可。 这个思想在斯大林给朝鲜的 电

报中说得明 白 ：

“

中 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

不足的情况下 ， 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

利 ，
相反 ， 会陷人危险境地 。

”

［ 《 俄 罗 斯解

密档 案选编 ： 中 苏关 系 》 第三卷 （
１ ９ ５〇 ＿ ８

—

１ ９ ５ １ ．８ ） ， 第 ９４ 页 ］ 可见 ， 斯 大林 和 周

恩来联名 的 电报 ， 实际是反映了斯大林的

意 图 ： 放弃朝鲜 。 总之 ， 周 、 林去莫斯科

最大的收获就是彻底摸清了斯大林全部 的
“

底
”

，
主要有如下 ４ 点 ：

１ ． 中 国 出 兵后 ，

一旦美国将战火烧到中 国本土 ， 苏联将履

行中苏 同 盟条约 的义务 ， 参战保卫中 国 ，

这基本解除 了 中国领导人对同美国发生全

面战争的担忧 。 ２ ． 苏联向 中 国提供所需 的

全部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 ， 将用租借

的方式 ， 这满足 了 中 国军 队的作战需求 ，

并大大缓解了 中国国 内经济建设困难 。
３ ． 苏

联空军可以 给中 国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塞提

供空 中保护 ，
这极大地解除了 中 国 的后顾

之忧 。 ４ ． 苏联空军两个月 后不会进入朝鲜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第三卷

１９５０ ． ８
—

１ ９５１ ． ８

中 ｒａ 出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

三卷 （ １ ９５０ ． ８
—

１ ９５ １ ．８ ） 封面

境内为 中国 提供空 中保护和作战支持 ， 只

能在鸭绿江以北 。 这最后
一

点 ， 自 然给志

愿军在战场上增加 了极大的 困难 ，
但是中

国最高领导层经过 １ ３ 日 的再研究 ， 制订了

在没有空中掩护情况下的战略策略 。 例如 ，

“

先打南朝鲜军
”

就是对策之
一

。 这样就在

实 际上做到了不打无把握之战 ， 在战场上

就可能处于主动地位 。

苏联给 中 国 的支持和帮助到底能到什

么程度 ？ 这是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时必须

弄清楚的关键问题 ， 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

毛泽东在 １ ０ 月 ２ 日 、 ６ 日 、 ８ 日三次提出周 、

林去面见斯大林的原因即在于此 。

中 国决策 出兵抗美援朝过程 中 ， 发生

了两次
“

动摇
”

， 以前之所以出兵的决心不

好下 ， 主要是
“

对国 际局势 问题、 苏联的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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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援助 问题、 空 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 。

现在 ， 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

。

从上述对有关解密档案的分析中 ，
可

以看出毛泽东决策过程是何等的细密审慎 ，

而又不失巧妙的斗争艺术 。

从 《档案 》 看 《 中 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

约 》 在抗美援朝中的作用

我们说中 国 出兵抗美援朝是 自 主决策

的 ，
而不是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

一

句话 ，

为履行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的义务

而出兵的 。 但绝不是说 ， 该 《条约 》 与抗

美援朝战争没有任何关联 。 它实际上直接

影响了中苏领导人对抗美援朝的决策 。

先说对斯大林的影响 。 斯大林将 中苏

条约 当作
“

国际形势变化
”

的重要标志和

制定 国际外交政策 的重要根据之一。 在处

理朝鲜 问题上 ， 他多次考虑到中苏条约对

美 国的影响力 。 如前文所述 ， 斯大林在 ５

日复毛泽东 电报中对中 国 出兵朝鲜的判断

是 ，

“

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 向有苏联盟

国为其后盾的 中 国作出让步 ， 将不得不接

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
”

， 后来的实

践证明 ， 这个判断有其合理性 。 美国对中

国 的参战 ， 虽然没有 因为有苏联背景而却

步 ， 但中苏条约对美国在抗美援朝 中 的影

响还是有的 ， 麦克阿瑟几次想将战争扩大

到中 国 ，
而杜鲁门没有 同意 ， 也没有敢用

原子弹 ， 潜在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怕引起同

苏联的直接冲突甚至引发世界大战 。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的签订 ， 是

国 际上的一件大事 。 它使当时的和平 民主

（ 社会主义 ） 阵营的力量更加壮大 ， 成为 中

国 的强大后盾 。 因此 ， 该条约也是毛泽东

当时出兵决策时重点考虑的 问题之一 。 在

１ ３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决定出兵 的电报 中

说 ，

“

对国际局势问题
”

由
“

还不清楚
”

到
“

已经清楚了
”

。 毛泽东这里说的
“

国际局

势
”

很重要的是指 由 中苏条约的存在而可

能引发和影响 的一系列 国际形势发展 。 他

在 ２ 日 给斯大林的 电报中说 ：

“

最大的可能

２８

是 ， 这将引起美国与 中 国的公开冲突 ， 结

果苏联也可 能被拖进战争中 来 ， 这样一

来 ， 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 了 。

”

他在 ３ 日

同朝鲜 内务相朴一 禹 的谈话中也说 ， 可以

尽力提供帮助 ， 但是不能派军队 。 原因在

于 ， 如果中 国 （ 派军 队 ） 帮助朝鲜 ， 那么

此举实际上就会将苏联拖人这场战争 。 目

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
因

为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 ［ 《 俄 罗 斯解

密档案选编 ： 中 苏关系 》 第三卷 （ 
１ ９ ５ ０ ． ８

—

１ ９ ５ １ ． ８ ） ， 第８３页 ］

所谓 由
“

还不清楚
”

到
“

已经清楚了
”

当指毛泽东由 ２ 日 、 ３ 日 电报和谈话的立场 ，

转变到明确了苏联可 以为中 国承担多大风

险 ， 即前文所述周恩来去苏联明 确的 ４ 个

问题 。 这样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出兵

做到了心中有数 。

总之 ， 从解密档案分析 ， 可 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 ： 中国决策抗美援朝虽几经曲折 ，

但其考虑 的重点完全是中国 出兵朝鲜的利

弊和后果 ， 而看不到任何
一条理 由是单纯

为了斯大林的要求而 出兵的 。 中 国的抗美

援朝是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

正如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３ 日 ， 毛泽东在全国政

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 中 国 出兵的 ３ 条原

因 ：

“

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 ， 我们只是

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侵略 。 大家明 白 ，

如果不是美国军队 占领我 国 的台湾 、 侵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和打到 了我国 的

东北边疆 ， 中 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

战的 。 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 已经 向我们进

攻了 ， 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 的旗帜 ，

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

”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 达到了保家卫

国的 目 的 ， 自 鸦片战争以来始终处于外国

侵略者压迫下的 中华民族 ， 终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第
一

次战胜了世界头号帝 国

主义国家 。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

方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 霸占
一

个国家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 责编 申世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