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6241

10位ISBN编号：7309066243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亚志 回忆 沈志华 李丹慧 整理

页数：223

字数：27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内容概要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以“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将当事人的口述
回忆与档案资料的鉴别以及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
思考。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认为，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
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
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
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
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但到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以及对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立
场的不同，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
由此，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再也没有呈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已趋
向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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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亚志，1926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现辛集市）农村。
1941年后入冀中抗属子弟中学、抗大二分校附中、陕甘宁边区抗大七分校学习。
1957年至1960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
1946年2月后长期在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司令部做参谋工作。
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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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李丹慧沈志华)／001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001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00150年代初期，中苏在新疆、华东、朝鲜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002斯大林答
应提供歼击机和运输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002巴季茨基中将率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徐州等地机
场，协助中国空防／008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后，苏联空军出现在鸭绿江上空／010华盛顿与莫斯
科心照不宣，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740年／022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02850年代
初期，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赠予或出售军火，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单一陆军走向诸兵种合成的现代化
转型／0281．陆军武器装备／0301951年1-2月，斯大林按毛泽东的要求向中国供应了36个步兵师的武器
装备／0301951年5-10月，中国向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032彭德怀说，苏联提供的武器装
备，使中国军队的建设在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的几十年／0452．空军武器装备10451949年刘少奇访
苏期间，中国向苏联订购了第一批飞机共424架／045中国接收的369架苏联米格一9歼击机，因性能落
后而无法入朝参战；斯大林两次致歉毛泽东，并无偿供给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以作补偿／0473．
海军武器装备／0521953年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把二战时向美国租赁的76.2毫
米海岸炮转手卖给了中国／052赫鲁晓夫时代，苏联需要政治支持和海军换装升级，由此加快了向中国
提供海军装备的步伐／059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067斯大林拖延向中国
提供图纸和技术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推销其库存的淘汰退役军火／067赫鲁晓夫为争夺斯大林继承权及
谋求冷战格局下的军事防务一体化，全面向中国转让较先进的技术／071彭德怀提出修改1952年7月18
目经毛泽东批准的五年军事建设计划，限制各兵种规模／081《六·四协定》的执行使中国的造船工业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0841954-1960年中苏合作期间，中国军工企业有了明显的发展／085《二·四协定
》使中国海军的装备再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改变了海军的发展规划／091空军方面谋求苏联技术援
助的努力／0961960年7月，苏联突然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迫使中国军事工业转变了仿苏的发展方
向／098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1011．向苏军学习的几种途径／1011955－1957年，中国多
次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访苏，加强军方的高层接触／1011954－1957年，中国派遣了11个高级军事代表
团访苏，观摩了包括原子弹实验在内的各种军事演习／1031955－1961年，中国多次派遣专业代表团赴
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现代化军事管理方法／1051951－1956年，中国派遣多批指战员到苏联留学，
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1081954－1959年，中国多次邀请苏军代表团来华访问／11350年代，中国聘请了
约10000人次的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他们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1142．向
苏军学习的主要内容／124195582年之前国军队全面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彭德怀对干部中出现
的学习苏联的负面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1241955年下半年，彭德怀开始对苏联军事科学的权威性产生
怀疑／130学习和仿照苏军的制度条令，我军建立和实施了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勋章奖章制，但
毛泽东始终对这些制度有保留意见／145五、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167在中国军队学习苏军
经验的问题上始终是有争议的，说到底就是“学不学”和“怎么学”的问题／167在军政、军民关系及
训练场地问题上，中苏有不同看法。
受苏联设军事禁区的影响，中国在山东、广东等地划禁区过宽，引起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反应，后
逐渐得到纠正；照搬苏军经验，训练场地大量占用耕地，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68在部队编制问题
上，中苏意见不一，彭德怀主张减少人，精干机关，不能以数量取代质量／170苏军顾问极力想在中国
军队推行苏军军事条令和一长制，彭德怀在此期间对一长制的思考和忧虑，成为庐山会议后批判他的
重大“罪名”之一／175照搬苏军条令弊病凸现：1956年全军受到惩戒的士兵达10万多人次，其中多数
惩戒处罚不当，造成极坏影响。
彭德怀下决心把中国军队自己的条令搞出来／198在学习苏军问题上，始终存在的“反教条主义”与“
反经验主义”的争论，从军内争论扩大到上纲上线的地步，刘伯承、叶剑英等一批高干被点了名；在
叶剑英主持下，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编写出了我军第一套完整体系的战斗条令／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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