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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成功爆炸，中国成为继美国、苏
联、英国和法国之后世界上第 5个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作为中国核武器事
业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
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毛泽东最早是
何时提出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呢？

1944年，中国共产党获悉美国正
在制造一种“超级炸弹”的消息，从
1946 年开始我党便与海外的中国科
学家特别是核科学家和火箭专家进行
联络，争取他们回国参与核武器及配
套武器装备的研究，并通过其他渠道
购买核物理研究需要的器材和资料。
上述工作无疑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
文献记载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中国要
研制核武器的想法是在他访问苏联的
1949年底。

1949 年 12 月 16 日至 1950 年 2 月
17日，毛泽东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苏
联。1949年 12月 18日，毛泽东在与斯
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
研制原子弹。当时，苏联内务部门和
安全部门领导人贝利亚也在场，在他
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中苏两国领
导人的谈话，其日记还提到，斯大林事
后曾对贝利亚说，中国想分享苏联的
核技术，并想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
寻找铀矿，制造原子弹。贝利亚表示
不愿意这样做，斯大林似乎也没有反
对贝利亚的意见。

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苏联方
面还特意为他播放了当年 8月 29日苏
联成功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
新闻电影纪录片。也许是受到纪录片
中核武器爆炸威力的震撼，毛泽东在
归国途中再一次表达中国要研制核武
器的想法。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
龙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

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
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挥舞的核大
棒让毛泽东认识到要消除核威胁就必
须首先拥有核武器。他后来曾说：“在
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1952
年 6月，中国向苏联请求给予研制核
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遭到拒绝。这使
得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编制《五年军
事计划纲要》时,被迫放弃研制原子武
器的想法。1954年 10月，毛泽东向来
访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再次表
达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
想法：“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
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
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
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
鲁晓夫婉拒毛泽东的请求，但还是答
应先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小型原子堆并
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中方也可派人
到苏联学习。

1955年 1月 15日，以毛泽东为首
的党中央毅然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
业和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
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
可能的”的构想。
（作者单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战略研究中心）

“方择日救患乎？”

唐朝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原名董秦，
安史之乱时,他从史思明处逃出，身边已
无多少兵马，朝廷见其忠心不二，故赐名
李忠臣以示表彰，任命其为陕西、神策两
军节度兵马使，后又出镇淮西。

永泰元年（公元 764 年），吐蕃进犯
关中，京师戒严，唐代宗急征各藩镇发
兵勤王。朝廷使者来到淮西时，李忠臣
正在打马球，接到诏书后李忠臣立即放
下球杆，调集兵马救驾。部下大将说：
“军队出征应当选择吉日。”李忠臣大怒
道：“君父在难，方择日救患乎？”当天即
出兵勤王。李忠臣成为第一个赶到长
安救驾的节度使。

误认潜艇为渔船

二战期间，美军潜艇在日本近海的
行动中进行了有效伪装。如 1942 年 8
月 23日黄昏，日本岩手县山田湾外海域
约 30海里处，日本渔船“福荣丸”号发现
一艘帆船，其实那是美军潜艇潜望镜伪
装后的样子，“福荣丸”号之后被美军潜
艇炮击击沉。当年 8月 31日黄昏，日本
渔船“日朗丸”号又将伪装后的美军潜
艇误认为是渔船，结果在夜间受到这艘
美军潜艇的鱼雷攻击。

“神枢”改“得胜”，射

程不增反减

清朝旧式火炮基本都是明末清初从
外国引进的衍生型，直至鸦片战争前都
没有大的改进，甚至还出现倒退。

嘉庆四年（公元 1799 年），清廷将
160 门明朝遗留下来的“神枢炮”改为
“得胜炮”，改造后的“得胜炮”射程不到
百步，居然比“神枢炮”的射程还近。

清廷还限制火炮武器的使用与发
展。如明朝的“佛郎机”炮，采用母铳和子
铳的结构，具有射速快的特点，清廷称其为
“子母炮”，就是这样一种明朝早就装备的
火炮，清廷还限制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八旗
军内使用，不允许汉人组成的绿营使用。

（乌 沃）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打响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

之战。60多年后重温这段历史，深感志

愿军入朝是深远睿智、果断及时的战略

抉择，维护的是核心安全利益，赢得的是

国际斗争主动，构建的是战场先发优势，

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

远瞩的战略运筹。

权衡利害、谋求主动。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西方史学界把朝鲜战争视为苏联的

代理人战争，指责中国出兵朝鲜是迎合苏

联的军事冒险。这种冷战思维下的“站

队”论调，全然不顾当年美军执意越过“三

八线”的历史事实，全然无视美军海上侵

入台湾海峡、陆上逼近鸭绿江对中国地缘

安全的极大威胁。志愿军入朝作战，某种

程度上是美国人逼出来的。周恩来指出，

“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

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

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

能安定生产？”

从军事攻防角度看，如果坐视美军压

至鸭绿江边，中国将被迫在1000多公里

的边防线上部署大量守备兵力，还要陷入

改善装备、修建机场、加强战备的被动局

面，美军飞机对东北边境地区的轰炸可能

将天天上演。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

要极力避免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形象地

比喻，“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

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如

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

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为巩固新

生人民政权，抵御敌对势力的侵略颠覆，

维护中华民族核心的生存利益，党中央

毅然决然作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

策。用毛泽东的话说，“应当参战，必须

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志愿军入朝

作战后，中国一跃成为下好“先手棋”的

“棋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是大

大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和苏联

都不敢再像战前那样轻视中国。这些后

续的国际形势发展，也恰恰印证了毛泽东

先前的战略判断。

决胜陆上、扬长避短。近年来，国内

史学界少数人时常怪调重弹，抱怨“抗美

援朝耽误了解放台湾”，然而，出兵朝鲜

既要靠极大的战略勇气，也要靠睿智的

战略抉择。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中

国面临的是两线作战：海上，美军第7舰

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内政，阻碍

我军解放台湾；陆上，以美军为首的“联

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再三警告，悍然越

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强敌当前，

到底是解放台湾，还是出兵朝鲜？这是

一道艰难的选择题，选不好就可能导致

严重战略失败。党中央审时度势，最终

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这一决定，

是基于当时我国的地缘安全态势和军事

实力所作出的，体现了毛泽东一直以来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军事思想。从

军事博弈角度看，美军海空军占据绝对

优势，以我军当时极为有限的海空军兵

力解放台湾，并不占优势，反而容易陷入

战略僵持或被动局面；但如果把战场放

在陆地上，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地缘优势、

我军数量优势。

当年，党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正

是基于对敌我双方优劣条件的全面分

析，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

“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分别是战线太

长，从欧洲的柏林到亚洲的朝鲜，首尾难

以相顾；运输线太长，要横跨大西洋和太

平洋；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

队。相比之下，我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并经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官兵团结，凝

聚力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团以

上指挥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

路，我军向来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

之敌的经验；在朝鲜作战，中国军队拥有

直接和雄厚的后方支援，利于持久作战；

中国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

援，等等。因此，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

充分发挥我之长处，则可以和美国达成相

对的战略均势。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的杰出表现，有力证实党中央、毛泽东的

战略自信，我军指战员充分发挥战术灵活

性弥补武器装备和保障差距，志愿军以

“气盛”战胜“钢多”，创造了松骨峰战斗、

葛岘岭战斗等经典战例，先后涌现出黄继

光、邱少云、杨根思等战斗英雄，在精神和

意志上完全压倒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

军”。“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李奇微不

得不叹服，“中国人被打倒一批，又冲上

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美陆战1师作战处原处长鲍泽上校在回

忆录中写道：“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

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

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料敌先机、出其不意。美国人看待

中国出兵朝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

的中国作为一个刚刚建立、国内工农业

总产值只及美国1/28，军事装备基本上

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的国家，竟然

敢于跟拥有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

和现代化后勤保障的美军相对抗。这种

“唯实力论”造成当年美国决策层、军事

界的思维误区。战前，美国情报界普遍

认为我军不适合在朝鲜作战，不会入朝

作战。

相比之下，中国人关于抗美援朝的

形势判断，在时间把握和分析深度上是

领先于对手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

东、周恩来就充分考虑到在美国武装干

涉下朝鲜战局形势发展长期化或形势逆

转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对此不能没有防

范准备。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周，美

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周，中国就开

始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抽调国防机动

部队共25.5万余人，集中到辽宁东部和

吉林东南部地区进行整训。从8月中旬

开始，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作战对象，以

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作战准备，为中央

出兵朝鲜做好先期准备。而且，为保持

战略突然性，在跨过鸭绿江的行动过程

中，我军坚决贯彻中央隐蔽行军的命令，

所有向中朝边境和朝鲜开进的部队，昼

伏夜行秘密开进朝鲜，数十万大军完全

未被美军发现。直到11月1日，志愿军

部队对距中朝边境80公里的云山发起

进攻时，美军才发现中国军队出现在朝

鲜，而等待美军的是志愿军在战场上对

他们的当头一棒。

（作者系北京卫戍区海淀第11退休

干休所政委）

最早起源于沙俄

1763年 1月 14日，沙俄军队就在俄
军军务(勤务)部门的基础上组建“陆军
下属总参谋部”。早期的沙俄总参谋部
有名无实，根本无法履行平时战备和战
时指挥职能。直到 1905 年日俄战争
后，沙俄总参谋部总局才成为陆军部战
略计划制订和陆军力量战争准备的重
要机关，但其整体指挥运行效能仍落后
于德国总参谋部，这也成为沙俄军队在
一战东线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俄国于 1918年 5月成
立全俄总司令部，负责管理苏维埃部队
的组建、配置和训练，研究共和国防御
问题。1921年 2月，全俄总司令部和共
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合并
为工农红军司令部。1935年 9月 22日，
该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工农红军总参谋
部，下设作战部、情报部、组织部、动员
部、军事地形测量部、军事交通部、后方
组织部等部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最
重要的任务是确保部队和各级司令部
高度的战备水平，主要负责拟订在战争

和战役中使用苏联武装力量的战略战
役计划，完善部队的组织编制，从事动
员和物质技术保障工作，拟订向工业部
门订购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计划，领导高
级指挥人员和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训练
以及研究苏联军事理论问题。

二战中形成独特模式

在国内战争、卫国战争和苏军建设
发展中，总参谋部起到重要作用，很多
著名红军将帅都担任过总参谋长一
职。如 1924年担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
的伏龙芝，他是苏联最受推崇的统帅和
军事理论家之一，其率领南方面军击败
弗兰格尔军队、解放克里木半岛的作战
行动，被列宁称赞为“红军史上最光辉
的一页”。伏龙芝在担任总参谋长期
间，主持红军军事改革，创建常备军与
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整
体国防力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把红军
人数从 550万裁减到 56.2万，对红军的
正规化建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他所
提出的军事学说在后来的苏联卫国战
争中都得到证实，其军事著作被视为苏

俄军队的理论经典。
卫国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隶属于

最高统帅，成为斯大林最高统帅部大本
营的主要指挥机关，负责制订战略计划
和指挥前线军队。战争期间，斯大林要
求总参谋部特别注意与各方面军司令、
各舰队司令及其司令部保持经常的联
系，检查军队执行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和
指示情况。斯大林不仅明确总参谋部
的作息安排和汇报制度，还亲自规定总
参谋部领导干部的作息时间。对于不
按规定汇报的现象，斯大林一旦发现必
定严厉批评，即使是总参谋长也不例
外。总参谋部代表常常往返于大本营
和各方面军之间，为部队提供帮助，参
谋、协调、辅助的作用更加明显。

曾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
基回忆，“只要大本营一确定在哪里组
织大规模进攻战役，我、朱可夫和其他
军事首长就要被派到前线去了解情况，
然后回到大本营参加定下战役最后决
心的工作。大本营批准计划后，要向各
方面军下达指令，并飞往前线帮助各方
面军贯彻执行大本营指令”。 这种走
马灯式的穿梭指挥方式，成为苏军卫国

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作战的一大特
色。虽然看似程序繁琐，但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苏军统帅部更广泛地集中各
部队战场实际情况，作出更有根据的判
断。紧急情况下，总参谋部的骨干还会
被直接派往部队任职，1942年，瓦杜丁
和鲍金仅仅在总参谋部工作了几个月，
就被分别调任方面军参谋长，调往情况
最紧急的地方。

战后历经多次改革

卫国战争结束后，红军总参谋部转
隶国防部。自1946年6月起，总参谋部改
称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950年至
1953年，设有海军总参谋部。而武装力
量总参谋部于1950年更名为苏军总参谋
部，1955年起又称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
部。二战后，总参谋部在确保苏维埃国家
可靠防御方面被赋予更重要的作用，总参
谋部要分析军事政治形势，确定武装斗争
手段和军事行动方法的发展趋势，组织武
装力量的训练，提高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
以击退任何可能的侵略，还要协调各军
种、后方、苏联民防、国防部各总部及中央

部的活动，并保障最高统帅部和国防部对
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2年组建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叶利钦
任内大力推动总参谋部职能单纯化，把
行政职能基本转移给国防部，而总参谋
长仍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俄军指挥体制处于权责不清的
混乱状态。如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北
高加索司令部由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一
副局长克瓦什宁领导，而指挥机关则由
俄联邦国防部的将军们和军官组成。

在普京推动的“新面貌”改革中，俄
军通过“总参谋部放权、军种让权、军区
扩权”的方式，将总参谋部的部分行政管
理、装备发展建设等职能转交国防部，强
化战略规划、作战指挥、战役训练等功
能，明晰了总参谋部的指挥权责，将战略
级作战指挥权集中于总参谋部，并将战
区级作战指挥权下放到军区，使总参谋
部能够更加专注于战略级联合作战指
挥。同时，军种司令部退出战略级联合
作战指挥链，并采取分阶段方式逐步上
交海、空军战略指挥权。2012年，俄海、
空军中央指挥所正式并入总参谋部中
央指挥所，指挥所作为战略级联合作战
值班单位由组成式变为融合式，开始全
面对海、空军部队实施指挥，对全球态势
变化进行分析评估，对全军战备执勤实
施综合监控。目前，俄军在战略级联合
作战指挥链上形成了以总参谋部为主
体的四级指挥模式，即总统-国防部长-
总参谋部-军区及直属战略力量。
（作者单位为军委政治工作部群

工局）

抗美援朝：改写历史的伟大战略决策
■廖 伟

苏俄军队总参谋部
■阳 晶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二：

毛泽东何时提出
中国要有原子弹

■崔茂东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

志愿军入朝作战，维护了新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第一次车臣战争俄军失利，与其指挥体制权责不清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