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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谈判历时 747 天，称得上是一次
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漫长的停战谈判。两易会
场，五次中断，共开 58 次双方代表团大会，
733 次各种小会，创造了两项历史纪录——有
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和持续最久的武装
休战。

从朝鲜战场开始的外交官生涯，在朝鲜停战期
间参与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继续处理战后事
宜，柴成文参加了开城和板门店的所有停战谈判及
停战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他的人生传奇与朝鲜紧密
相连，也许正因如此，老人对那段日子仍难以
忘怀。

柴成文：见证板门店风云
吴志菲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不
寻常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新修建的大
厅举行。柴成文的印象里，签字大厅
可容纳200余人，呈“品”字形，南
北长，东西短。东端面北设小方桌一
张，放着18本待签字的停战协定文
本。小桌两侧又各放一张长方桌，上
面分别置有朝鲜国旗和联合国旗帜，
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大厅南北各
开一门，供双方代表团各自进出之
用。双方人员分南北两边面向而坐。
谈判代表的席位居前排，其他观礼人
员居后排。凸出的部分是记者席，正
好面对签字桌。

11时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
到来了。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步
入大厅。两位首席代表就座后，便在
双方参谋的协助下先在本方准备的9
个文本上签字，然后进行交换，再在
对方的文本上签字。这一过程共历时
10分钟。记者席上一片按快门声和镁
光灯的闪烁。“大功告成”之后，两
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然后离座扬长
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
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其中哈里
逊在协议上的签名为海立胜。按照双
方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
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

当天，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
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字，朝鲜人民军

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在首相府签
字。7月27日下午，彭德怀将军来到
了开城来凤庄。7月28日上午9点30
分，他在李克农陪同下步入办公室，
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签字后的克拉
克面对中外媒体的采访，沮丧地说，

“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
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陆军司令
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而彭
德怀的声音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
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
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为何朝鲜停战协定最先是由双方
首席谈判代表签订并生效，柴成文说
这是根据李克农的提议。停战协定签
字的头一天，李克农考虑到李承晚会
不会破坏签字，甚至是双方司令官的
任何一人被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的意见立即得到大家的重视。经过
反复研究，李克农建议放弃双方司令
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双方首席代表
一旦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
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送签建议
立即得到了北京的同意。美方也很快
接受了这一提议。

历时747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以朝
中的胜利落下帷幕。那一年，柴成文
38岁。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
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没有寒暄，没有握手，
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

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发动第 1 次
战役，到1951年 4月 22日的第5次反
击战役，朝中两军将士浴血奋战，给
傲慢不可一世的美军以迎头痛击，将
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1951 年 4 月 9 日，杜鲁门下令撤
销了顽固主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一切职务，命令将指挥权立
即移交给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
军。5月 1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结束朝鲜
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
的三八线上通过谈判停战。

杜鲁门通过苏联把想要谈判的愿
望间接地传到了北京和平壤。中朝两
国领导人经过磋商，认为这虽然可能
是美国的缓兵之计，但也不应放过和
平的机会，决定同意谈判。

停战谈判的结果关系到重大利
益，因此双方都选派精兵强将组成谈
判班子。根据协议，交战双方的谈判
代表团各由一名首席代表及 4 名代表
组成。

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
总参谋长南日大将，金日成还指派了
代表李相朝和张平山。中国方面的谈
判代表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中共同组成了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根据两国高
层的协议，联合代表团由时任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领导。李克农掌握
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
成电文往返。

“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先是指定
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为首席
代表，接着又推荐乔埃的副参谋长勃
克少将、远东军空军司令克雷奇少
将、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为
代表，南朝鲜方面的代表是第一集团
军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谈判开始前，双方分别指派联络
官先行通气会晤。毛泽东来电确定柴
成文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负
责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联络
工作，中校名义。同时，根据李克农
建议，原名“柴军武”改为“柴成
文”。改武从文，柴成文名字的变迁印
证了他人生的这段传奇经历。

当时，柴成文没有军装，只好借
穿解方的一套军衣参加7月8日联络官
首次会议。前一刻，还是搏命的对
手，这一刻却要商谈和平——谈判双
方自然互相提防，高度警惕。柴成文
记忆犹新的是，南朝鲜联络官李树荣
就位时竟一屁股坐空，摔倒在地，可
想其多么紧张。当时，柴成文是现场
唯一一个露出笑容的人。看到对方紧
张，柴成文反而放松下来了，面对美
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
詹姆斯·穆莱等谈判对手，他把腰杆
挺得直直的。

从“柴军武”
到“柴成文”

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
首次在开城举行，谈判地点位于三
八线上朝中控制区域内开城的来凤
庄，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此后在
世界地图上有了它的坐标。

柴成文回忆，谈判大厅里东西
向摆放着一张铺着绿色呢布的长方
形条桌，长条桌南面坐着对方的5
名代表：中间坐着其首席代表乔
埃，乔埃的右手边坐着白善烨、霍
治，左手边坐着克雷奇和勃克。桌
子的北面是朝中方代表：中间坐着
首席代表南日，南日的右手边坐着
邓华和解方，左手边坐着李相朝和
张平山。双方代表的背后坐着人数
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谈判伊始，双方就陷入僵局。
开完第1次会议后的第2天，在受
到记者们提问质询的压力时，美军
谈判代表便把这股子气转移到埋怨
朝中方在联络官会议上拒绝了他们
所提“沿着金川—开城—汶山公路
建立一道十英里的中立区、双方武
装部队让出开城”的建议。柴成文

说，参加谈判的美国将军们大摇大摆
在世界各地闯荡惯了，到了开城，最
令他们难受的是谈判是在朝中方所控
制的地区举行，警卫也由朝中方负
担。“这让他们认为没有‘同等的出
入自由’，没有‘享受平等待遇’。”

柴成文承认，确实是由于代表团
没有经验，处理这个问题时有缺陷，为
此还曾遭到周总理的批评。后来，朝中
方面采取主动，与对方达成了一个会场
中立区的安全协议，排除了这项干扰。

在继续讨论议程的会议上，在撤
退外国军队是否列入议程问题上又僵
住了。在会场拒绝的同时，时任美国
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部长马歇尔也
分别在会外声明拒绝把撤军列入议
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朝中方代表
在谈判现场逐一驳斥了对方拒绝将撤
军列入议程的无理论点，然后提出将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列
入议程，把撤退外国军队提到停战后
另一个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朝中方
面的原则性建议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
界线，双方各自后退5公里建立非军

事区，脱离接触。三八线是朝鲜战争
爆发前南北两方原有的军事分界线，
这已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的公认。可是美方竟拒绝朝中方的主
张，他们提出“海空优势论”，即他
们在海空中保持的优势在划定军事分
界线时要得到补偿。也就是说根据这
个“方案”，他们不动一枪，不伤亡
一人，就可以使朝中军队从自己的实
际控制线退出 12000 多平方公里土
地。这个无理要求自然遭到朝中谈判
代表的严词驳斥。

1951年8月10日，就军事分界
线的谈判中，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
将军批驳对方“海空优势补偿论”

“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指出对方
没有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
的建议，美方首席代表乔埃中将理屈
词穷，竟拒不发言。他一会儿用两手
托腮，一会儿又玩弄起铅笔，就是不
开口。他的助手们也都不说话。朝中
方代表也都静默着观察对手的变化。

会场一片静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
般。“静坐”了将近1小时的时候，柴成
文悄然起身，走出会场来到李克农的帐
篷里，询问对策。李克农只用3个字回
答他：“坐下去。”等柴成文把李克农的
指示转达给朝中方各位代表，他们坐得
更稳了，腰板挺得更直了。最终，无法
忍耐的乔埃只得宣布休会退席。

这场“静坐”战持续了 132 分
钟，可说是创造了谈判史上沉默时间
最长的纪录。

谈判双方相对默坐132分钟

8 月 13 日，周恩来作出判断，对
方的意图是就地停战，但又不愿自己
提出。

原来，5次战役之后，“联合国军”
在临津江以东三八线以北所占土地较
之志愿军在西三八线以南所占土地面
积稍大，所以他们认为以三八线为军
事分界线自己就吃亏了。双方就军事
分界线的划分原则僵持不下，后面的
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眼看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对
方竟然威胁朝中代表团：“让大炮和机
关枪去辩论吧！”并在刚刚达成安全协
议的会场区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
事件，一直发展到8月22日轰炸朝中
方代表团驻地，迫使谈判中断。柴成文
记得，当时毛泽东指示代表团：“必须
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

对于对方的蛮横态度，朝中代表

早有预料。彭德怀在布置谈判时要求志
愿军有关人员：负责打的坚决打，负责谈
的耐心谈。很显然，美国对于这样的谈判
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打败时想谈，谈判
得不到便宜时又想打。

于是，战火重燃，1951 年 8 月 18
日，美国地面部队发动了“夏季攻势”，空
军也加强了从7月下旬开始的所谓空中

“绞杀战”。但遭到朝中军队的狠狠还击。
朝中军队在战场上连战连捷，给敌人造
成巨大杀伤，使参加所谓“联合国军”的
国家无心恋战，美国国内也怨声载道。美
联社记者观察战争现场后发现，“美军再
次被手榴弹和步枪火力挡住了”。在战场
上连续溃败的“联合国军”不得不被逼着
在谈判桌上找出路。

“谈时想打，打时想谈，想打时横施
压力，想谈时又羞羞答答。”柴成文说这
便是谈判代表团成员观察对手心态的评

语。谈判以来，美方在会场内的违约事件
不断，包括轰炸朝中方代表团驻地在内，
他们都矢口否认。可是到了9月10日，
美方对美机一次入侵中立区事件连连道
歉。21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愿尽一切努力
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平解决”。可是，真要
回到开城谈判会场时，美国将军们又迟疑
了，提出了改变会场的要求，遭到朝中方
代表的拒绝。于是，9月29日，以美军为首
的“联合国军”发起了“秋季攻势”，在西线
以迂回开城向朝中方施加压力，结果到10

月8日即付出22000人的伤亡代价，转而
又向金城以南地区进攻，又付出了17000
人的伤亡代价。

据柴成文回忆，杜鲁门和艾奇逊说
服不了好战的美国将军们，只好通过美
国大使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转达希望与
朝中方重启谈判的愿望。10月 7日，金
日成、彭德怀对李奇微建议改变会址的
来函作出答复，严肃指出“破坏开城中立
区协议的事件绝不是迁移会址所能抹去
的”。并建议将会场移至板门店。

谈时想打，打时想谈，
想打时横施压力，想谈时又羞羞答答

1951 年 10 月 25 日，中断了 63
天的谈判在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中间
的板门店复开。因为开城属朝中控制
区，美方要求把新会址迁到不在任何
一方单独控制下的地区，而板门店恰
好位于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中间，从而
被双方所接受。当时谈判室就建在军
事分界线上，谈判桌的中线即为军事
分界线，双方谈判代表从各自的门进
出，坐在各自的一方椅子上而不越分
界线，这是世界史上没有先例的特殊
谈判方式。这次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
有调整，朝中方面，以边章伍代替邓
华，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对方李亨
根接替白善烨。

1952 年 4 月，美国陆军上将克
拉克接替李奇微任美国远东军兼“联
合国军”总司令，当年5月，美国陆
军少将威廉·哈里逊接任朝鲜停战谈
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好不
容易才解决了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
鲜境内军事设施等问题。但在此后一
段时间里，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
持，谈判已徒有形式。当年美国总统
大选期间，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资
本，把“烫手的山药蛋”丢给下任，
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意哈里逊，于10
月8日宣布无限期中断谈判，堵死了
达成停战协定的大门。

板门店是中立的会场区，本应得
到双方的尊重和维护，但美方却多次
炮击会场区，派特务渗透，更多的是
派飞机侵入会场区。谈判破裂期间，
美机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会场区的中
立地位。柴成文分明记得，那时美机
经常低空飞越会场区上空，对周围朝
中方阵地轰炸、扫射，站在会场区内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为此，双方安全
军官频繁地在出事地点会晤，进行联
合调查，以确定事实真相，但每次美
方都赖得一干二净。

1953 年 2 月 8 日，《人民日报》
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我
们是要和平的，……我们愿意立即停
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
帝国主义不愿意这么做，那么好吧，
就打下去。”这个表态让新任美国总
统艾森豪威尔很着急。因为美国人希
望停战，美国政府也拖不起了。艾森
豪威尔在竞选时许诺，他当选了总统

“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

这项符合美国人民愿望的诺言在他击
败对手的竞选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
用，使他立即赢得了广泛拥护。

朝鲜停战谈判迎来了转机。艾森
豪威尔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头年12
月通过的一项倡议，指令克拉克于2
月22日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建议在
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3月28
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克拉克同意
交换病伤战俘。4月26日，中断6个
月零 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并于 6
月8日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
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至此，各项
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只待技术工作做
好后签字了。

可是，艾森豪威尔摆脱这场战争
的决心与李承晚反对恢复谈判、要求
美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之间的矛盾凸
显出来。在美军某些将领的支持
下，李承晚利用战俘营由他的军队
看管的条件，于6月18日以“就地
释 放 ” 为 名 ， 劫 走 了 27000 名 战
俘，其中绝大多数战俘后被裹胁至
台湾。这一严重事件立即引起了朝
中方面的极大愤慨和世界各国的强
烈关注。已经从北京到达平壤的彭
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推迟签字，再歼
李 军 15000 余 人 。 毛 泽 东 当 即 指
示：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再歼
李承晚军万余极为必要。

为了打击李承晚的气焰，1953
年6月25日，憋着一股劲的朝中军队
发动了金城战役。以金城地区为主
要目标在宽达 200 公里的正面上开
始作战行动。强大的金城反击战
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也是停
战协定签署前的最后一次战役，歼
敌7.8万多人，收复失地178平方公
里，把军事分界线又向前推了 300
多平方公里。克拉克认识到，如果
再拖延停战谈判，对美方来说，损
失将会更加惨重。因此，在金城反
击战役结束不久，美方谈判首席代
表哈里逊奉克拉克的命令，不顾李
承晚的反对，要求尽快与朝中方在停
战协定上签字。

柴成文回忆到这里，显得特别
激动，仿佛回到当时谈判桌上。他
说，经过艰难斗争迎来的和平时刻
终于来临。经过两年的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朝鲜停战谈判终于看到
曙光。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朝鲜停战终于看到曙光

原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朝
鲜
停
战

谈
判
代
表
团
秘
书
长
柴
成
文
少
将
接

受
本
文
作
者
采
访
。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
参
加
朝
鲜
停
战
谈
判
的
中
朝
谈
判
代
表

（
从
右
至
左
）
：
联
络
官
柴
成
文
上
校
、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代
表
解

方
将
军
、
朝
鲜
人
民
军
代
表
南
日
将
军
、
李
相
朝
将
军
、
金
元
武

将
军
、
联
络
官
张
春
山
上
校
在
开
城
板
门
店
合
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