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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0年冬初，我响应祖国号召，由广西梧州军中只身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从此，我在朝鲜战地共度过近六个春秋，曾先后参与过联合国军战俘的管理、转化工作，朝鲜停战板
门店谈判代表团的多项工作。
1954年停战后各项工作告竣，我又被调到志愿军政治部工作了近两年时间。
朝鲜半岛这个当年弥漫战火的地方，与我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顾我在大半生中，不论身处什么环境，跌宕起伏，或顺或逆，都同样始终在内心中对在朝鲜度过的
那段战斗岁月，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浓郁感情。
出于这种感情的涌动，我于1997年完成了《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的写作，继而我
又于2000年译出了我赴美探望女儿时发现的一本书——《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Korea：The First
War We Lost)。
这是一本美国人比较客观地进行反思的书。
去年秋，我又应出版社之约，开始着手撰写这本《板门店谈判见证录》，这无疑是本难度较大的书，
因此，我只有怀着十分虔敬的心境郑重来写。
作为见证人，我总感到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来抒发当年的民族自豪感。
为什么在进入耄耋之年后，我还要不顾年老多病，而勉力写这本书呢？
说来不外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在驱动我。
首先，我自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朝鲜战争对我们民族来说，绝不是一次寻常的战争，而是一次震
惊世界的伟大战争。
试想当年恰值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而被迫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16国军对垒，对一个民族来说，
这需要何等的魄力！
在经过三年多的战场殊死较量，两年多的激烈谈判斗争之后，终于挫败对手，达成停战，取得可使我
们民族永远自豪的胜利。
难道这还不是一曲可歌可泣、值得永远赞颂的民族英雄史诗吗？
其次，1998年我在美利用美国大学的丰富馆藏，曾对美国几十年来的朝鲜战争“研究热”进行了一番
研究。
我惊奇地发现美国上自总统、国务卿、三军参谋长等众多政要，下至不同年龄的战史专业人员，都对
朝鲜战争十分关注。
据麦克法兰(Mcfarland)所编撰的《朝鲜战争书目目录学》(The Korean War—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载，截止到1996年，美国共有2300余种关于朝鲜战争的各类出版物面世。
其中写板门店停战谈判的书就有39部之多。
从书的落款署名可以看出，其中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分别编撰的《谈判》类书，有当年国
务卿艾奇逊、联合国军后两任总司令李奇微上将、克拉克上将(停战协定签字者)、美国第一任首席谈
判代表乔埃中将等人亲撰的专著。
对美国朝野如此在长时间内热衷于研究、总结朝鲜战争，我在开始时很不理解，但后来在进一步阅读
中，却发现原来美国因历史上第一次被挫败，心理上不平衡，在努力探寻经验教训并使之成为举国的
“集体记忆”。
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G，赫尔姆斯在《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Truce Tent and
Fight Front)一书作了最权威的诠释。
他说：“如果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就忽视或忘记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和谈判过程中通过千辛万苦而得
来的教训，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美国这样对待朝鲜战争中受挫的教训，那么我国究竟是如何对待朝鲜战争取得的胜利的呢？
我感到反差太强烈，令人感慨万端！
首先，我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无一人对朝鲜战争着墨写出过一本专著，甚至连在朝鲜指挥战争，战功
卓著，被国外评为中国英雄的彭德怀元帅，主持谈判有深谋远虑的李克农上将也同样没有留下任何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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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算结束了视写朝鲜战争为禁区的局面。
至这时才有洪学智、杜平、柴成文将军等人的破冰之作问世，接着又零星出了几本相关著作。
正因如此，我国当今60岁以下的人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广大中青年与在校学生对朝鲜战争更是完全
陌生，处于茫然无所知的状况。
历史可以鉴往知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难道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历史，或者漠视历史，
竟会坐视朝鲜战争中全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一段空前的民族光荣史，在“集体记忆”萎顿中消
失湮灭？
不，不！
朝鲜战争这场为中华民族赢得巨大荣誉的战争，将千秋万代永放光芒。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思考，我才在心头燃起写作的愿望，总希望自己在来日无多的有生之年，竭
诚为我们民族浴血奋战的英雄儿女，也为当年板门店代表团的一代民族精英日日夜夜殚精竭虑挥洒汗
水所进行的神圣事业，尽一点传扬的微薄之力。
但限于年龄及资料的短缺，恐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疏漏之处。
尚望健在的诸位老领导与战友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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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板门店：谈判见证录》通过对当年亲身参加这场谈判斗争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各个部分的
领导和一些同志的回忆记述和资料整理，真实再现了板门店谈判的历史。
写作中最突出的着眼点，在于描述板门店谈判的艰辛，以及抒写我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军事谈判中具有
文韬武略，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坚韧不拔的精神，壮志凌云的英雄气概。
为了细节真实，书内在某些有关谈判过程的叙述中，曾大量引用杜平、解方、柴成文等老领导的描述
，因为他们作为代表团主要领导成员，其文字更权威可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板门店谈判见证录>>

作者简介

郭维敬，192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
清华大学毕业。
1949年春响应号召南下作战，在部队任记者、干事。
1950年冬，由总政派遣入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曾先后参与联合国军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板门店
停战谈判及志愿军政冶部多项工作，任干事、股长、翻译组长、助理员等职。
 1956年回国转业河南，曾先后担任县、地两级教育行政领导工作。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先后在中学、大学任教，1990年离休。
离休后积极从事朝鲜战争及共和国早期研究，笔耕不辍。
 重要译著有：《第一等战俘营——联合围军战俘在朝鲜》，由柴成文将军作序；《朝鲜：我们第一次
战败》(美)贝文·亚历山大著，李德生上将作序；《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由毛泽东丰席原秘书李锐
作序。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及译作散见十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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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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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板门店——谈判序幕这样拉开第五章  军事分界线之争第六章  停战监督与主权保卫战第七章  撤军问
题谈判始末第八章  战俘问题——创历史记录的马拉松谈判一、双方方案对比与剖析二、名单争论之
后美方的尴尬与被动三、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四、遣返与释放的对峙五、当头棒喝——活捉杜德六、
美方的休会、逃会与中断谈判七、杜鲁门政府走进死胡同，再返谈判桌八、艾森豪威尔的和一战一和
路线图九、哈里逊改弦易辙，马拉松谈判画上句号第九章  最后一战迎来停战第十章  遣返纪实：强烈
的反差一、周全细致的遣返安排二、遣返时刻见真情三、士兵战俘和将军战俘的肺腑之言四、信守停
战协定，劝说遣返五、反差强烈的遣返画面第十一章  战后的硝烟一、美方自食苦果二、战俘解释工
作——理性与暴力的最后较量第十二章  人道主义奏凯歌一、美军政当局的惶恐二、“当中国人的战
俘是一种奇遇”三、西方媒体惊诧的一项举措四、俘虏心目中的“世界第一等战俘营”五、道德力量
超越时空六、几十年后佳话频传附录一：朝鲜停战谈判始末纪要附录二：朝鲜战争的长期阴影参考书
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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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谈判的起始美军仁川登陆后，其国内好战势力以参议员塔夫脱、范登堡、诺兰等为代
表与麦克阿瑟遥相呼应，一再叫嚷要“北进”，一举消灭朝鲜人民军，统一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历次
警告更是完全置若罔闻，时任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赖德雷将军进而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宣称：
“红色中国缺乏军事力量，苏联不出兵，中国便不会单方面出兵。
”布赖德雷真是太缺乏战略眼光，太轻率了！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更是头脑膨胀，过分高估联合国军的实际战斗能力，先说中国军队没
有空军掩护，根本过不了江，后又说假如中国军队过江，打不到平壤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
灭”等等。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屈尊远出，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为麦克阿瑟鼓劲
，麦克阿瑟将军当时信心倍增，料定美国“北进”必赢，但历史证明了这种盲目的决断，所带来的却
是美国战争史上“最远的撤退”、“最大的失败”。
麦克阿瑟这位不可一世的军界元老在最后却因连连战败而被解职。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在司令员彭德怀率领下渡江入朝后，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武器装
备与后勤运输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扬长避短，机动灵活，通过两次战役即彻底扭转
战局，将美李军从清川江以北，驱赶到三八线之南。
嗣后，又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再发起三次战役，大量歼敌，使美李军完全转入防御态势，将战线
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1951年6月后，朝鲜战争出现相持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掀起了一场争论，除了一少部分目光短浅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
”外，英、法等国和美国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
也符合美国将欧洲当做重点的要求。
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与军事目标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向杜鲁门总统提出
关于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
这项建议当即得到杜鲁门的批准。
然而这时寻求一条谈判的门路却非常不易。
不得已，正如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
”艾奇逊认为通过联合国谋求停火不会成功，因而决定通过苏联来试探一下。
5月间，美国首先向苏联驻法、德两国外交官员作出过一些表示，但都没有成效。
同时又派专人通过香港对北京试探也没有成效。
最后，艾奇逊才想起了向乔治·凯南求助。
凯南时任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顾问，是熟悉苏联政府和苏联历史的权威，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休
假。
凯南选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兼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
经凯南电话联系，马立克当即邀请凯南于5月31日到他在纽约长岛的家中进行试探性会晤。
凯南说美国在朝鲜“既不愿对抗也不愿继续打下去”。
这次会晤虽未直接达成任何一致，但马立克却就此事正式与莫斯科进行了联系。
6月5日他与凯南进行第二次会晤，马立克告知凯南说，他的政府愿意看到“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
不过他说，“苏联本身不能直接参与谈判”，因而提议凯南同北朝鲜人和中国人联系。
两个星期后，即6月23日，马立克却干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
他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演说，宣称苏联人民认
为朝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
作为第一步，他建议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停火与休战，如果双方都对和平抱有“真诚愿望”的话，双方
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就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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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6月25日，7月3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
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
最后又说：“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建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凯南与马立克的接触，取得积极的结果之后，6月25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性演说时也表示，
“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月28日，在国务卿艾奇逊主导下，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助理国务卿迪安
·腊斯克建议，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通过广播电台邀请对方司令官派代表参加一个会议。
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以布赖德雷为首的参联会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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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写板门店谈判有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原一道南下广西的战友们要编一本文集，我应约写出了《板门店代表团工作琐忆》
。
之后在南北各地老战友的怂恿推动下，我萌生了系统写志愿军以人道主义宽待联合国军战俘和板门店
谈判的强烈愿望。
带着这个愿望，我先后专程赴北京、济南、太原等地进行了有计划的访问，企图通过访问，一方面求
教征询意见，一方面调研收集资料。
事实证明访问取得丰硕成果，除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外，还与大家建立、恢复了联系，这方面我感触很
深，受益也确实很大。
我在京访问的范围很广，见到了各方面的有关老领导和战友，现列表于后。
另外，我还在北京走访了原志愿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将军、彭德怀元帅原办公室主任王炎，向他们咨询
求教。
后来，我又在郑州、太原、济南分别访问了原《志愿军报》主编王楠，原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翻译周
道及美籍“和平战士”(原拒遣回美战俘)温纳瑞斯等。
本书写作中最突出的着眼点，在描述板门店谈判的艰辛，以及抒写我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军事谈判中具
有文韬武略，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坚韧不拔的精神，壮志凌云的英雄气概。
材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如：《人民日报》1951年谈判初到1954年，有关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解
释工作全程的大量报道；中国和平委员会用英语编撰的《朝鲜停战谈判资料汇编》(Documents and
Materials On the Korean Armistice Negotiations)；杜平将军、解方将军、柴成文将军等有关板门店谈判的
著作、文章及其他多人相关著作。
此外，还参阅了美军界名人，谈判代表，美、英战史作者的著作。
应该特作说明的是，为了细节真实，书内在某些有关谈判过程的叙述中，曾大量引用杜平、解方、柴
成文等老领导的描述，因为他们作为代表团主要领导成员，其文字更权威可靠。
在此，特谨表谢忱！
本书篇幅不大，容量受到限制，因此只能用粗线条表述，疏漏之处自属难免，谨希当年的老领导、老
战友们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最后还必须说明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中美关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基辛
格国务卿访华后，中美已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此两国人民友好往来频繁。
近年来中美双方又开展了战略经济对话，增进了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取得了丰硕成果，前景广阔，
值得期待。
我写本书只是为了追溯历史。
历史是既成事实，谁也抹杀不了，将之如实写出留给后人作为借鉴，可使后人触摸历史。
但历史是发展的，谁也不能用凝固的目光看待历史。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板门店谈判见证录>>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的停战谈判代表们坚定而耐心地进行严肃的斗争，终于使这个史无前例的长期、复杂而尖锐的朝
鲜停战谈判获得成功，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了道路。
　　——彭德怀如果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就忽视或忘记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和谈判巾通过千辛万苫而
得来的教训，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美)沃尔特·G·赫姆斯作为历史上，在没有打赢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第一个陆军司令，我
内心中感到沮丧(或高兴不起来)。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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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板门店:谈判见证录》汇集了当年亲身参加这场谈判斗争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各个部分的领导和
一些同志的回忆记述或当时的日记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将这场军事外交斗争的具体情况
展示在读者面前。
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朝鲜战争，了解朝鲜战争中全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一段空前的民族光荣
史，为了这一段“集体记忆”不被消失湮灭，《板门店:谈判见证录》作者特著这本《板门店谈判见证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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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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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