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吃了哑巴亏

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
召开时，各大国设想的太平洋战争
应这样结束：由美国全歼太平洋地
区和日本本土的日军，由苏联对付
驻扎在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
由中国军队歼灭除东三省以外驻
扎在中国大陆的其他日军。会议对
各国军事行动区域大体作了上述
划分，但究竟由谁来解决朝鲜半岛
的日军问题没有提及。另外，在行
政区划上，朝鲜已被日本列为日本
版图的一个行省，而朝鲜半岛上的
日军又隶属于驻扎在东三省的关
东军，于是朝鲜半岛出现了行动空
白和模糊区域，为以后战争的全面
爆发埋下了伏笔。

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在日本
本土投放原子弹迫使日本最终投
降。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凭借距
离较近的地缘优势，很快进入朝鲜
半岛，此举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
和强烈反应。此前，美国从未有过
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意图和打算。在
苏联红军抵近汉城之际，美国总统
杜鲁门急忙致信斯大林，说我们也
要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这样
好不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大家
一人一半。实际上，这个提议构思
得匆忙而粗糙，是在致信的头天晚
上，由美军参谋部的几个参谋拿着
地图向杜鲁门划一划，杜鲁门就将
该提议递交给斯大林。依照他们的
想法，苏联红军已经到达三八线，
而美国军队还在冲绳，距离半岛还
有几百海里，这个时候提出以三八
线为界，斯大林绝对不会接受，估
计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谈判条件，比
如三七线、三六线，为苏联争取更
大的利益。但出人意料，斯大林没
提任何条件，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
杜鲁门回信，表示同意。消息传来，
美国国防部非常惊讶，认为斯大林
脑子出了问题——— 本来明摆着让
他讨价还价的。事实上，斯大林非
常精明，他在信的末尾写了一句
话：以三八线为界的建议他接受，
但这个三八线应继续延长。三八线
延长意味着什么？往东延长，就把
日本的北海道划到三八线以北。斯
大林的想法是，我让你在朝鲜半岛
登陆，你让我在日本本土登陆。杜
鲁门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给
斯大林回信说你的想法不错，但这
事我管不了，你要征询盟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的意见。结果，斯大林找
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坚决反对。斯
大林又说，我的命令已经下达，怎
么办？麦克阿瑟答复，苏联敢有一
兵一卒登陆日本本土，我就把苏联

派驻远东委员会的全部委员都撤
掉。斯大林吃了哑巴亏，就将军队
撤回了三八线。

朝鲜的四个人选

从战后有关斯大林维护国家
安全的战略设想来分析，斯大林最
初有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苏美都不
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冲突。这
个判断同以往，特别是同当今美国
学术界主流思想大相径庭。美国学
术界认为，正是战后苏联采取不断
扩张的全球战略，从而引发了与美
国的对抗，直接导致了冷战的发
生。对此，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

朝鲜原本是个独立国家，后被
日本吞并。日本战败，朝鲜将恢复
独立国家的面目。但美苏两国认
为，战后各民族寻求独立的呼声日
益高涨，朝鲜既没有政府，又缺乏
选举的经验，因此，雅尔塔会议决
定对朝鲜实施托管。这样，朝鲜就
成为由联合国托管的单位。由谁管
理呢？美国、苏联、中国还是英国？
英国不行，二战期间被炸得七零八
落，战后重建工作繁重，而且远隔
万里；中国也不行，此时蒋介石的
军队深入后方，在国内与共产党的
关系还没理顺，精力有限，无暇顾
及。最终，这副担子落在美苏两国
身上。

1946年，美苏共同筹备成立
的朝鲜问题联合委员会正式启动
运转，到1947年，共召开了三次会
议，没有达成一致，其原因来自朝
鲜内部。按照美苏及其联合委员会
的最初设想，三八线只是一个受降
的分界线，不是一个政治分界线，
朝鲜应该是统一的，要搞统一选
举，要重建一个政府，南北应当各
自推选一个政治精英参与竞选。
人选的标准，当然在意识形态、政
治立场方面趋同为好。在北朝鲜，
斯大林支持曹晚植（有“朝鲜的甘
地”之称）。1945年12月莫斯科会
议召开，曹晚植主张朝鲜有能力
管理自身的事务，坚决反对托管。
会后，这个人消失了，杳无音信。
下一个人选是金日成，戈夫在给
斯大林的电报上说，这个人有能
力又听话。金日成那时在哈巴罗
夫斯克，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他
所在的抗联一部被日军打败后，
他就去了苏联。笔者曾查阅苏联
的档案，上面记载，金日成学习俄
语非常快，同志关系融洽，威望很
高。

南部方面，有金九和李承晚两
个人，他们都曾在中国生活过。在
中国期间，两派就矛盾重重，派系

斗争激烈。后来李承晚跑到美国，
同麦克阿瑟相处甚好，取得了麦克
阿瑟的支持。蒋介石和当时美国在
朝鲜的驻军支持金九。金九知识分
子意识浓厚，遇到什么手腕都使得
出的李承晚，最终被杀。就这样，在
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没有达成统
一意见。

1947年底，冷战爆发，美苏双
方不再积极促成统一选举，相反，
甚至鼓动各自支持的人打压对方。
到1948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
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此时，美国
认为谈判已无实际意义，就将朝鲜
问题提交联合国，由联合国成立的
朝鲜问题委员会着手组织朝鲜大
选。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阻止
了联合国官员入境。因此，联合国
决定，在联合国力所能及的地方举
行选举，这就是说，选举工作只在
南朝鲜进行。针对联合国的反应，
金日成采取的策略是从南朝鲜邀
请一批代表，先行一步，在北朝鲜
抢先举行选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由此成立；继而，由联合国
组织推选的大韩民国成立。至
1948年底，朝鲜半岛最终分裂成
两个国家。

毛泽东没有参与

最初的决策

许多人认为，在战后美国一直
奉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
实，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阻止美国势
力的增长。

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双方最初
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正
面冲突。北朝鲜政府刚成立，苏联
就在未照会美国的情况下，于
1948年底实施单方面全部撤军。
这种境况，使得美国陷入十分尴尬
的境地：日军已投降，苏军已撤离，
美军没有任何理由滞留在朝鲜半
岛。因此，美国国防部下达了撤军
命令。李承晚极力挽留，流露出在
美军撤离后对金日成可能组织军
事进攻的担忧。最后，经麦克阿瑟
同意，美军将撤军时间延迟半年，
并帮助李承晚训练了约 5万人的
部队。

李承晚、金日成都梦想统一全
国，而且都有采用军事手段达到目
的的强烈愿望。为此，双方展开了
争取外援的较量。苏军撤离后，最
早做出反应的是金日成。1949年3
月，他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名义
访问了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谈话
中，金日成问：将来统一了怎么办？
我是否应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半岛
统一问题？斯大林答：绝对不能采
取军事行动，你要多搞点宣传，做

好群众思想工作，多在舆论上做些
文章。同时，要做好军事准备，除非
李承晚首先进攻，如果你反击过
去，将他打败，这样的统一是可以
接受的。

斯大林从内心深处不想由苏
联来承担挑起这场战争冲突的责
任。事实也是如此，苏军撤离时，仅
给北朝鲜留下巡逻艇、机枪等轻武
器，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将飞机、
坦克、大型军舰等重型武器全部带
走。美国方面亦然。在莫斯科，金日
成没有如愿，悻悻返回。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金日成给毛泽东拍电报，
说你们战事结束，下面该轮到我
了。毛泽东感觉很难答复，因为四
川、云南、西藏等地尚未解放。于
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明
情况，请斯大林出面帮助解释。11
月5日，斯大林复电，答应金日成
的工作由他来做。

1950年1月17日，朝鲜驻华大
使即将赴任，金日成摆了一桌酒席
为他饯行，同时，邀请了什特科夫
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席间，
金日成埋怨起斯大林，说非要等李
承晚进攻才反击，那要等到什么时
候。酒宴散后，什特科夫就给斯大
林发了电报，把过程叙述了一遍，
最后做出判断，认为金日成打仗的
念头不灭。1月19日，斯大林收到
电报，过了11天，即1月30日，斯大
林回电什特科夫：请转告金日成同
志，我同意他的作战方案，但要做
得非常缜密，不能冒险，通知他来
莫斯科，我要亲自同他谈。这是迄
今为止所发现斯大林改变态度后
最早的一封电报。

2月2日，斯大林再次电告：我
说的那个事情非常重要，不得告诉
任何人，特别是不要告诉中国同
志。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动战
争的计划是毛泽东、金日成、斯大
林在莫斯科一同商量决定的。这个
判断可以说是在缺少档案材料的
基础上做出的，与事实严重不符。
毛泽东于1950年2月17日离开莫
斯科，而金日成到达莫斯科的时间
却在4月10日，他俩不可能相遇，
更没有商量的机会。从斯大林电报
内容看，斯大林已叮嘱驻朝大使不
要向中国同志透露这个信息。以后
发生的事情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对
此一无所知。

金日成确定的6月25日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返回中国，斯大林随后就告诉什特
科夫，可以通知金日成赴俄访问。
4月10日，金日成抵达莫斯科，逗
留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这期间他
同斯大林到底谈了什么，至今没有
发现任何记录。

现代学者研究历史事实绝大
多数把回忆录作为依据来源。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给金日成当翻
译的人叛逃，叛逃后他写了回忆
录，依据此回忆录的记载和后来的
一些电报综合判断，斯大林最关心
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发动进
攻，美国人干涉怎么办。金日成是
和朴勇外相一同会见斯大林的。金
日成当时说：斯大林同志，我向你
保证，我们发动的是一场闪电战，
有完全获胜的把握。第一，如果发
动突然袭击，美国人来不及做出反
应；第二，只要我们一进攻，朝鲜劳
动党在南方的20万党员会立刻起
义，里应外合；第三，美军在远东只
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全部驻扎在
日本，来不及调动。我们四天内就
可攻占汉城，美军未到，战事就已
结束。

斯大林当然不会仅仅听信金
日成的单方说辞而做出决定。一年
前，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公开讲
话，宣布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防御并
不包括南朝鲜。而一年后的1月12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公
开场合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

艾奇逊是无心的，他针对的只是中
国而非韩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美
国的防御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
变化。另外，苏联截获了美国国防
部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旦朝
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大使馆、美
国侨民全部撤离，只坚守日本海，
放弃朝鲜半岛。以上情况使斯大林
坚信美国绝不会武力干涉朝鲜半
岛的统一。这是问题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毛泽东还
不知道斯大林与金日成交谈的内
容。原因在于，1949年2月份米高
扬到西柏坡拜访毛泽东，曾提到苏
联在欧洲设有共产党情报局的事
情。毛泽东当时建议，中国革命马
上胜利了，这么大一个地方，情报
局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参加，不太合
适。米高扬随后答复，你们可以组
织亚洲情报局，日常工作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对此，毛泽东很高兴。
1949年7月，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
到莫斯科，又向斯大林提及此事。
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是个
非常成熟的党，今后你们领导亚洲
革命，我们管理欧洲事务，中苏兄
弟合作，共同促进世界革命大业。
既然苏联让中共负责亚洲事务，而
现在却私下偷偷摸摸地同金日成
商量这样大的事情，不告诉毛泽东
实在说不过去。因此，斯大林嘱咐
金日成，回去后要马上到北京，向
毛泽东作个通报。如果中国共产党
不同意，你就不能采取任何军事行
动。其实，金日成在内心深处不想
同毛泽东商量。他知道毛泽东不会
同意，原因在于中国的台湾问题还
未解决。

金日成迟迟不去北京。1950
年5月3日，斯大林坐不住了，给毛
泽东发电报，告知金日成来了苏
联，谈了一些问题，具体谈话内容
由他当面向你汇报。5月12日，斯
大林又致电什特科夫，催促金日成
尽快赶赴北京。5月13日，金日成
秘密抵达北京，与毛泽东一见面，
两人就产生了分歧。金日成非常兴
奋，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同
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我刚从莫斯
科回来。毛泽东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金日成辩
解，你走了以后，我才去的。至此，
会谈不欢而散，到底此事是否经过
斯大林同意，有待进一步核实。晚
11点半，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
华大使罗申。根据罗申的回忆，他
给斯大林拍了电报，说周恩来同志
转达了毛泽东要求斯大林对此事
给予证实的意见，并要求苏方迅速
回电。

5月14日上午，斯大林答复：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形势
发生的变化，苏联同意了朝鲜方面
的意见，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
同意。如中共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朝鲜的统一事业就要推迟。到底怎
么办由你们共同商定。5月15日，
毛泽东、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此
时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向
金日成解释说，中共并非不支持解
放南朝鲜，只是想待台湾、西藏解
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
手。既然你们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
了，可以先打，需要什么就说句话。
金日成一拍胸脯，需要的一切斯大
林同志都给了，说罢扬长而去。场
面有点尴尬，当着苏联大使的面，
毛泽东没有发作。

这里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计划
是怎么制订的，苏联顾问又怎样同
朝鲜人民军协商，等等，这些情况
在北朝鲜一些叛逃人员写的回忆
录中都有记载。

按照苏联顾问的原定计划，攻
击于7月份开始。后来金日成不同意，
坚持将时间提前到6月25日，一则考
虑到这是个周末，对方处于松懈状
态，可达到突袭的效果；二则考虑恐
天气有变，再拖进入雨季，不利部队
的展开。这样，朝鲜战争就于6月25
日拂晓爆发了。

（摘选自《同
舟共进》，作者沈
志华）

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起因源于朝鲜半岛的分裂，这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采取的半岛政策有

很大关系。李承晚、金日成都梦想统一全国，而且都有采用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的强烈愿望。为此，双方

展开了争取外援的较量。

1950年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参战。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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