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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一个错

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卷入

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布莱德雷将军当年这句名言，说的

不仅仅是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对卷

入战争的朝鲜南北双方、对中国、对

联合国其他15个成员国，又何尝不是

如此。

1950年6月25日4时，三八线

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

空，5时，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

朝鲜战争爆发。而这场错误战争的开

端，仅仅源于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博弈。

斯大林想占领日本

二战结束后，使昔日的“盟友”

美苏成为冷战下的“仇敌”。

起初，朝鲜半岛并没有成为美苏

两国争夺的焦点。1945年8月，苏联

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部

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

而此时，美军正在冲绳与日军激战，

无暇顾及朝鲜半岛。

但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

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

划分。其时，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

当即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

投降，该线以北为苏军对日受降区，

该线以南为美军对日受降区。这本是

个仓促的建议，但美国人没想到斯大

林毫不犹豫便同意了。

斯大林之所以同意三八线方案，

是因为苏联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换取

苏军部分占领日本。在斯大林眼中，

北纬38度线应该向东一直延伸至日本

列岛，也就是说，苏联人要以朝鲜半

岛三八线以南地区，交换日本本土三

八线以北地区。

但是，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

子，绝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斯大林

承诺在先，即使觉得“吃亏”，也是覆

水难收，只好暂时接受美国独占日本、

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然而，三

八线的划分却就此埋下了苦果。

金日成的试探

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

鲜撤军，此举意在逼迫美国撤军南朝

鲜，也为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的直接

对抗。但是，在朝鲜南北半岛的分裂

现实下，苏军的撤离只是权宜之计，

南北朝鲜或者说美苏之间的冲突始终

蠢蠢欲动。

苏军已经撤出，而美军尚未撤离

的形势，使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

大增。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

日成两度向苏联寻帮助。斯大林不想

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所以，没

有同意与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

在军事援助上也加以限制。

4月中旬，莫斯科方面从情报中

得知，美国准备在5月从朝鲜半岛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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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打算在6月

对北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认

为，这时如不帮助金日成以致丢掉北

朝鲜，那么，苏联在亚洲将遭受巨大

损失。于是，斯大林答应给予北朝鲜

军事援助，同时明确建议金日成向中

共寻求兵员支持。

6月底，美军按计划撤出朝鲜。

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

和进攻准备，三八线上空气紧张，战

争似乎迫在眉睫。

9月份，苏联军事装备已运抵北

朝鲜，人民军迅速扩展到9万人，与

南朝鲜不相上下，这无疑鼓励了一心想

早日统一朝鲜的金日成。但此时，苏联

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朝鲜的防御力量，

而不是为了鼓励其向南方发起进攻。

而此时，“兵强马壮”的金日成已

在考虑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

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

的有利时机。于是，9月3日，金日成

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的计

划：夺取翁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

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如果进展

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

南北双方“错判”对手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

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美国军队已经撤出朝鲜半岛。然而，

斯大林还是拒绝了北朝鲜的计划。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

势后认为，“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

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绝对的优势，

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

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

是不允许的。”

与苏联对于北朝鲜方面战斗力的

保守估计不同，美国对南朝鲜军队的

情况却表现出极大的乐观，美国军事

顾问团罗伯特少将当时曾评价说：“韩

国军队已达到世界水平。”

南朝鲜军队的前身是1946年1月

创建的警察部队，l948年8月才改称

“国防军”。1950年春，南朝鲜军队的

总兵力为9．8万人，装甲车27辆，火

炮89门，飞机32架……而且，在多次

的边境纠纷中，北朝鲜的炮兵总能在

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射程之外从容不迫

地射击。

尽管实力悬殊，但在美国人眼

中，这支部队仍是“攻则不足，守则

有余”。甚至，战争爆发在即，北朝鲜

较之南朝鲜已提前拥有了苏联援助的

一定数量的T-34坦克，而驻朝鲜的美

军顾问团还认为，“韩国的地形不适于

使用坦克”，并错误地估计，“北朝的

坦克是旧日军的，不必担心”。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

看到，开战之前，南北双方都“错判”

了对手，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判断

美国人介入的决心（注：认为朝鲜战

争，美国人卷入的可能性较小），美国

人也错误地低估了北朝鲜的作战能力。

朝苏的“密谋”

尽管箭已在弦上，但直到1949年

底，斯大林对马上采取军事手段解决

南北朝鲜统一的问题仍持反对意见。

1950年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

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

次宴会上再次提出使用武力手段解决

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

但是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1月31日，

斯大林却突然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

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

1949车底到1950年初，短短一个

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有专家认为，

正是中苏同盟的签订，改变了斯大林

的决策。

中苏同盟条约迫使苏联放弃1945

年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取得的权益。如

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

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之外另有所

图。于是，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

略突然转变为进攻战略，莫斯科对朝

鲜半岛政策的改变也就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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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军事

计划的同时，还是提出须征得毛泽东

的同意。斯大林反复对金日成强调了

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

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

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

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

为避免美苏冲突，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

朝鲜的，那时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金日成

为了取得莫斯科的同意，谎称中共支

持他采取军事行动。金日成在5月12

日会见苏联顾问什特科夫时说，毛泽

东认为“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

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

5月13日晚，金日成在与毛泽东

的会谈中，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

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

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他对金日成表示

怀疑，当即中断会谈，派周恩来连夜

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核

实金日成的说法。

5月14日晚，苏联方面传来斯大

林的电报回复。直到这时，斯大林才

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朝

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明朗，毛泽东

虽然不满，但只能被迫接受现实，即

放弃当时正积极准备的解放台湾，而

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毛泽东“被迫”共谋

很明显，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

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对于金日成的

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

不想了解。但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斯大林最后还是把重担推到了毛泽东

的身上，面对苏联的压力，毛泽东不

得不接受现实，同意金日成的计划。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金日成的

军事进攻计划在获得斯大林和毛泽东

的同意后，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

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军事援助。但斯大

林和金日成却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

报，以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

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

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

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

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

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

在才来打招呼。”

再看斯大林，他对中国一方面封

锁消息，另一方面又要求有中国的同

意才能发动战争，实际有两点考虑：

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中国东

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

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

则有中国来承担责任，同样可以实现

苏联的既定目标。

朝鲜战争从“谋划”到爆发的历

史进程可以概括为：金日成积极策划

战争；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毛泽东

接受既成事实；朝、苏联合发动进攻；

中国军队收拾残局。

（苑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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