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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周年系列报道·战场

是一场立国之战。

牵动新中国国运的抉择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

华看来，新中国本无意介入朝鲜半岛

的冲突。“金日成想要统一朝鲜半岛，

毛泽东并没有参与最初的决策。”沈

志华称，“当战争进行到 7 月底 8 月

初的时候，金日成遇到了巨大的军事

困难，急盼中国出兵参战。毛泽东当

时已经预测到美军可能在三八线附近

登陆，于是给苏联和朝鲜同时发了电

报，指出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太长，

战争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几天后，

毛泽东再次电告，战事发生了新的变

化，人民军应该全线撤退，否则就要

落入敌人的陷阱，难以自拔。”可朝

鲜人民军恰恰就遇到了美军仁川登陆，

部队被腰斩。金日成向苏联领导人斯

大林求助。斯大林给予的答复是：“金

日成同志，干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坚持

精神，你们遇到的困难与 20 年代苏维

埃遭受 14 个国家武装干涉相比，显得

微不足道，你们要挺住……”

金日成终于明白——苏联并不想

直接出兵援助朝鲜。原因很简单，在

美苏冷战已经拉开帷幕以后，苏联军

队害怕与美军直接对抗，害怕将冷战

打成热战。沈志华称，毛泽东在美军

于仁川登陆之前，曾通知金日成——

中国可以帮助朝鲜防守三八线。但具

体如何帮助，并没有详细的计划——

譬如是以类似此前将解放军中的朝鲜

族部队成建制转给朝鲜人民军，还是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兵，或者

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此时都没有看到

端倪。

美军仁川登陆以后，金日成紧急

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亲笔写信，

请中国出兵援助，并派专人直接送到

北京。斯大林也促请中国援助朝鲜。

“毛泽东于 1950 年 10 月 2 日凌晨 3 点，

连夜起草了回电斯大林的文稿，内容

非常详细并且特别长，大概有八九页

之多。”沈志华说，“我们已做好最

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出动三个军，

第二批次还可以出动三个军的兵力，

且部队可于 10 月 15 日集结进发。在

回电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部队的武器装备较差，亟须苏联给

予补充；第二，鉴于中国尚无空军，

中方只能调动陆军参战，苏方必须将

空军组织到位。”虽然毛泽东的电文

思路缜密，条理清晰。但他并没有马

上向斯大林发出，而是等到天亮后，

交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

然而，在扩大会议上，绝大多数

人认为出兵朝鲜没有道理。这些经历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久经沙场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大多感觉——

我们没有战胜美军的把握，去了再被

打回来，何必！

沈志华披露，毛泽东看到大家提

出了反对意见，就把同意出兵的草稿

收了起来。但秘书们对毛的举动毫不

知晓，在归档整理文件时，以为是已

发出的电报，遂送到档案馆留存备查。

于是，在此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中，就出现了中国于 1950 年

10 月 2 日决定出兵的信息。而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在俄国发现了一封毛

泽东于 1950 年 10 月 2 日发给斯大林

的电报，称中国不能出兵朝鲜。这封

电报的发现，改变了史学界一直认为

的——1950 年 10 月 2 日中国决定出兵

朝鲜的看法。

经沈志华研究，最初看到毛泽东

起草的电文，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

基于我国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任务，

在部队中存在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情

况，加之各民主党派对出兵朝鲜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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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给即将离开北

京参加抗美援朝志愿

军的同学带上光荣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