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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于1950年的那场朝鲜

战争距今已经有70年，虽然仍然

处于停战状态（当时签订的是停

战协议，并不是和平协议），但毕

竟硝烟已散，战火已经远离我们。

自停战之日起，围绕着朝鲜

战争究竟谁是胜利者的问题，争

议就没有停止过。本人作为史学

后进，也确实没有啥真知灼见，但

以笔者最朴素的逻辑来分析，在

任何一次交易或者争斗中，获胜

者往往并不一定是得到最大利益

的一方，而是是否实现了战略意

图的一方。换句话说，只要是实

现了战略意图，则意味着胜利，反

之，则意味着失败！

苏联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阵营迅速划分为两派，对抗的中心在

欧洲。综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相对比，以苏联为代表

的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守势。

苏联最担心的是由美军把持的李承晚政权西进，牵制住苏

军在远东的大批军事力量，这样就会使苏联处于两面作战的不

利境地。

可随着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在东

方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极大地缓解了苏联在远东

地区的军事压力。因此，苏军才会从中国东北大批量撤军，并

把这批武装力量加强到欧洲与西方阵营抗衡。

但苏联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既然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强大

的盟友替它稳固远东地区，那么，苏联为什么不能在远东地区

化被动为主动，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置于两面作战的不利

境地中呢？

因此，才出现了在1950年6月，朝鲜主动挑起战事，向南朝

鲜发起战争的一幕。

战争初期，得到了中国加强的五万久经战阵军人的朝鲜军

队势如破竹，韩美联军节节败退，在这严重不利的局面下，美国提

议联合国召开会议，准备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战事。

按照常理来说，即使美国召集联合国来开会，想要武装干

涉朝鲜战事，但只要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苏联行使否决

权，那这项提议就无效。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历史上出现了诡

异的一幕，在讨论是否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干涉朝鲜战争时，苏

联代表马立克竟然缺席了，这就使得联合国通过了此项提议，

联合国军由此出台。

据苏联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马立克之所以会缺席这次表

决，其原因是在这之前有个关于大陆替代台湾担任常任理事国

的提案被美国否决，马立克因此愤而离席。

但是，联合国大会的提案都是有日程安排的，马立克不会

不知道，而且，这次关于是否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

战事关系到世界重大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为苏联代表的马立克

又怎么会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呢？因此，马立克之所以会

缺席，就是故意的！其目的就是要联合国通过此次提案。

所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苏联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把中国拉入这场大战，依靠中国的力量在东方牵制以美

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而达到在西线抗衡北约东扩的目的。

事后证明，苏联的战略是成功的，中国在被动下卷入了朝

鲜战争。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倾注了太多的战争

资源，在西线扩张的能力不足，最终停下了继续东扩的脚步。

因此，苏联通过由朝鲜先行发难发起战争，进而把中国拖

入战争，使美国也陷入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其战略意图得

以实现，因此，朝鲜战争最大的胜利者是苏联。

中国是第二个赢家

中国是在被动条件下被卷入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发

起者朝鲜和苏联在战前并没有和中国互通消息。虽然中国领

导人始终在关注朝鲜战事，也做出了一些预防措施，但是随之

而来的战争及战争规模之大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

尤其是苏联代表马立克的缺席造成联合国军的出台，暴露

出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但是中国已经骑虎难下，如果不出兵，朝

鲜必败，到那时，联合国军兵临鸭绿江畔，始终会对中国带来威

胁。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确保社会主义阵营不被西方击

垮，中国毅然决然地出兵。

在三年的战争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锻炼了

军队、完善了军工企业的建设，稳固了社会主义阵营，保住了中

国的利益不受侵犯，在世界上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也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因此，也是胜利者之一。

美韩朝三国都是失败者

按照本人对胜利的定义，即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才能称

之为胜利来衡量，美国、南朝鲜和朝鲜都不是胜利者。

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在远东地区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因为它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北约积极东扩才是它的战略意

图。可是，美国的战略意图被苏联洞悉，因此才出现了朝鲜主

动挑起战事这一幕。

南朝鲜的军队在朝鲜军队的攻击下不堪一击，为了把自己

的小兄弟兼走狗更好地拉在自己身边，保持住在远东地区的桥

头堡，美国只得亲自上阵打了一场极其不情愿的战争。

就像苏联预料的那样，随着中国的加入，牵制住了美军大量

的兵力，耗费了美军大量的战争资源，其在欧洲扩张的势头自然

就要受到遏制。美国在西线扩张和在东线要打赢战争的两个战

略意图都没有实现，因此，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是个失败者。

至于朝鲜和南朝鲜，都是各自集团的过河卒子。本来，美

国计划得很好，是想通过李承晚不断发起的战争叫嚣来牵制苏

联在远东的军队无法西调加入到欧洲，可没有料到，苏联找到

了破解的方法，一是和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二是朝鲜先发制人，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节奏。

随着朝鲜战事的焦灼，美国只得陆续从欧洲抽调精锐部队

赴朝参战，使得自己以欧洲为重点地区的战略暂时停滞，给了

苏联发展壮大的机会。

朝鲜主动挑起战事，虽然是苏联战略意图的急先锋，但也

有着要统一朝鲜半岛的战略意图，最终的结局是仍然维持在三

八线附近，它的战略意图没有实现，因此，也只能算作是失败

者。

南朝鲜就更不用说，从头至尾都是美国的走狗，它虽然在

嘴上叫嚣着要占领朝鲜，但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战略意

图，因此，它也是失败者。

战后形成东西方军事集团对抗格局

朝鲜战争虽然是东西方阵营角力的一个主战场，但是真正

的角力却是在战场之外。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总是打打停

停，在这其中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只要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

阵营在欧洲压力加大，朝鲜战场中方就会发动攻势；压力变小，

朝鲜战场就开始和谈，场内场外，东西呼应，这场战争幕后的推

手苏联始终掌握着战略的主动权。

美国很清楚，它在战略上已经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如果

在朝鲜地区过于和中国纠缠，其全球战略势必会被苏联打破。

即使后来战胜了，那它的战略重点欧洲势必会落入苏联之手，

因此，为了保住欧洲，必须在朝鲜马上停战。

可是，三年的朝鲜战争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失去了最好的时

机，苏联趁着美军被牵制在朝鲜的有利时机，积极扩张，成功地阻

止了北约的东扩，并于1955年成立了华约，完成了能够与北约抗

衡的军事集团的建设，东西方军事集团对抗的格局正式形成。

（作者：万事之始，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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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

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

板门店举行。中国人民志

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

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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