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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美籍學者包威爾( Ralph Powell )在其生前曾指出說 「中共軍人在中國共產

主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遠比歐洲共產主政權來得重要，因為殺過將近三卡年來連綿不斷

的戰爭，巾共始慢得政權。在世界各國的領導階層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像中共

樣具有如此多的軍事資歷和作戰經驗?幾乎目前中共所有的老邁領袖，均曾在紅軍中擔

任過高級吋令員和政委 'J (註 )的確，正由於中共係「馬 l 得太下 J 因此軍方在巾

共政治舞台上 向居於強勢地佑，尤其是第 代職業軍人 直具有相當亢的政泊影響力。

根據經驗理論( Experìential Thcory )可將中共政治制的區分為瓦個社代 長征

世代、抗戰世代、內戰世代、解放後世代及文革世代(註二)。中共第一代i職業軍人厲於

長征世代，也就是中共白稱的長征幹部。出身長征↑圳青的職業軍人可以說是中共的關國功

悶，代表人物就是中共的|大冗帥。由於 tÀ元帥擁有顯赫的戰功，因此 九凹九作後，

在中共權力結構中位居要津。以八屆 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領導班于為例，在[" t:位正式

委員巾!十大元帥就佔有七時，包括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葉劍英、劉伯

承。其中彭德懷及林彪係中共建國後 前後兩(上的國防部長 然均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的衝

突，彭德↑屢遭到整肅後含冤而哭，林彪與毛澤東反日後，搭機外逃，結果墜機在外蒙古，

落得機毀人亡的 F場。不論是彭德懷或者是林彪，好」矗演巾國歷史上開國功巨的悲劇。

當初，毛澤東任命彭德懷為巾共首任國防部長的主固有二 、彭戰功彪炳，不僅在

武裝鬥爭時期，立下什馬功勞，而且在韓戰期間，力推以美關為干力的多國聯芳。 、在

第代職業軍人中，彭德懷係唯具有現代化戰爭經驗的實力將領。因此 九 ]J.11 年九月

期間，毛澤東分封十大兀帥時，彭德懷排名第一，僅次於紅軍之父朱德。

由於彭德懷係抗美援朝志願軍的首任司令員兼政苦，在朝鮮半島上親身經歷過現代化

戰的洗禮?深深體認到山頭林立且游擊習氣甚葷的共軍 7 權力日緊現代化的腳庄，並建立正

蛻化的軍事體制，才能應付來自問方軍事強權的戰略挑戰。事質上，在韓戰期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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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年几月辛十 月?中共中七起草委在北朮調訓全市高級幹部!即要求效法蘇單的先

進經驗. r J采用現代化、正規化的訓練，使人民解妝軍官現民 11 的現代化，以適應未來戰

爭的需要。 J (註三)而彭德懷 H一九五 年七丹開始，即以 '1'央市委副主峭的身份上持

軍委的日常L作(註川) .迄?f3_他出任關防部J_~f;主!更是不遺餘力地推動正規化、現代化

建軍，卻導鼓市內ilii突， \)(，:吐 tV伏「毛澤東 彭德懷欠和的1年因 u

傳統上，巾共建軍 向堅持兩大原則， 是黨指揮槍 7 是軍隊具1d多重功能性。{，

]..')，黨領單的原則 L. 中共師法蘇聯，雙古並無二致，都是經由政委制、政工制外交維持黨對

軍隊的控制。叫是在組織結構方面，雙方割川、盡相同。蘇聯紅軍採líx 的是 !L制，也就是

所謂 長制，以軍卓指揮員為部隊首長，政 I 則為副 J 而中共單隊則是經出三灣改編和

出間會議以來所發展出來的特殊領導制度 黨委領導下的酋長分工負責制，也就是市政

首長並重的二元制。(註ii) 辛於在軍隊的角色功能方面，巾共鬥建可以來!軍隊不僅要

執行軍事任務，而且也要執行，1 市事性的政治任務，這種特色倒是蘇軍付諸厥圳的。事實

上，中共 直對軍隊施加澈底的政治訓練!試圖將軍隊意識形態化 以便產生「為誰 11日

戰!的何而戰」的革命意識，進而達到奪敢政權，鞏固政權的目的。

基本上，黨委頡導卜的首長分工負豈制 方面確保鼎對單隊的障制，另 方面\!IJ 由黨

領導軍隊從事非軍事性 I 作。此外為了加強地方軍區與社會動員之間的機制!又將軍隊納

入地方黨委的監督泣的導!地方軍區的軍政首長不僅是同級地方黨委的市然成員，這 1司級

蝴方黨委的監管及領導. IIIi 11刑方黨委書認兼任同級軍事機構的政Hì委員。這就是解放軍

別具特色的雙重有i導制度。

然而白韓戰以來，解放軍內部正合 股新興智力岫缸，這股勢力不少人曾經韓戰戰火

的歷練，深感解放軍現代化的吉、迫性。這股勢力除 f率領抗美援朝志願摧入韓妻戰的彭德

懷以外，還但J1i曾留學蘇聯的劉伯承、葉劍英，以及資深將領蕭克、樂裕 李達等人。這

批將有i認為，皓手主黨定止規化的基礎 .j卡能保設現代化的成功。而毛澤東在 )L h 年七

八間也句j確地下達指示 「與現代化裝備村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

求實行統的指揮統的制度、統的編制統的紀律統的訓練， ,.. J 要求 r j型

建設正划化、現代化的闢防插隊的精神，貫徹到所有部隊中去。" (正l/~ )由此，肉彭德

懷主持單妻 H常 1 作以來，不悔 A力推動正規化、現代化建軍!而且積棋以單事院校來培

訓「職業軍 I-\'閹」。常時要求加強訓練幹部!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學校訓練。「因為學校是

專門訓輛幹郁的場所，日I以使幹部得到較全面、系統的知識!更快卅提高幹 rm的水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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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起到統思想、統指揮、統制度、統紀律和統訓練的作用且這樣，學校就帶

動著部隊向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前進。 J (註七)迄至一九五七年，軍事院校已達一百

二十五所，共訓練各級各類軍官達二寸萬人(註八)。此外在韓戰期間，解放軍利用輪番

λ韓作戰的機會，換裝為蘇軍裝備(註九)。與此同時，中共立自蘇聯進口一批空軍戰機

及海軍艦艇，並引進六十個陸軍師的武器裝備。至一九五四年，解放軍終告換裝完畢。

(註-0) 在這種情形下!蘇軍的軍申Ul亞軍思想無疑也影響了解放軍。例如在一九五三年

時，彭德懷審定頒發的內器條今，即帶有蘇軍的 長制色彩。(註一 ) 

在這 系列發展趨勢下，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真實制乃面臨新的挑戰。新興的職業

軍官勢力主張!軍隊恩將軍事任務列為第 優先，軍事訓練的比重應大幅升高?那麼，相

對地必然要減低政治教育的比重和非軍事任務。這麼 來，政委及其轄下的政工幹部的權

貴首當其衝'軍隊的角色亦隨之緊縮 c 此時期!在 些技術兵種，例如裝甲兵、空軍。

政委地位六為低落。這種現象在 般兵種，如步兵、砲兵、工兵也照樣存在。(註一二)

結果解放軍內部有人對於傳統囂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產生動搖?並出現了「要

實行單 首長制 J r 政治機關要大大壓縮 J r 政治委員要兼主任，就不會去干預司令

部事務，軍政首長不會鬧不團結 J r政治幹部要大批改行」等意見(註 三)不過日

後黃克誠透露!當時彭德懷堅決反對 長制!彭認為 「一長制只能助長命令主義、軍閥

主義，只會使官兵之間 1 上下級之間關係疏遠，不能採納。 J 他表示堅決主持黨委領導下

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註一四)

此外在一九五五年二月間!中共頒佈的 r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務條例」中包含了細

密的軍銜制，此 條例郎以蘇軍模式為藍本!將 種階層嚴明的職級制度引進解放軍巾，

此一條例即強調為了 r 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而制定此一條例。

(註一五)此一條例特色有二，一、未提囂的地位!二、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者可直接授予

中尉或上尉軍銜(壘見此條例第十 條第三款規定) ，可是此一規定並不適用於政治軍

官。換句話說，在軍中執行政治工作的政工幹部，在升遷及任用條件方面不如具有專業技

術的軍事幹部。由於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在 f 黨指揮槍」的傳統下，政治幹部應比軍

事幹部重要，而此一條例實質上己貶低了政治幹部在軍中的蝴位，當然引起政工系統的不

滿。與此同時，解放軍又實行了「三大制度」 義務兵制、軍銜制、薪金制，這三大制度

是解放軍制度上的項重犬改革?也是正規化現代化建軍的重要措施。(註 六)這些

重要軍制不可避免地染上禮厚的蘇軍的色彩，在解放軍推行這些制度後，難琵會產生了一

73 



毛澤泉、彭德懷合作及街尖的軍事背景

些問題。結果，黨在軍隊的組織功能日漸衰退!而導致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闊的衝突。

(註 七)不過在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下，政委畢竟是黨委的當然書記，軍事首

畏只是黨委成員之一，當黨委成員的意見不一致時，黨委書記以其職務之便，當然可以左

右甚至燥縱黨委的決定。這也是軍 政首長產生矛盾的不可忽視因素。隨著正規化、現代

化建軍的推展，軍、政首長的衝突亦趨於表面化，這種現象在一九五五年到五八年期問顯

得特別嚴重(註一八)

必須指出的是，彭德懷在國防部長任內所推動的芷規化、現代化建軍，無意向黨在軍

隊的權威挑戰，更無意扭轉黨指揮槍的傳統。更何況，正規化強調統一指揮、統 編制、

統一制度 統一教育和統 紀律等五個統 的建設，主要精神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揮體

係，應有助於黨對軍隊的控制。基本上，解放軍政工系統草不反對正規化、現代化建軍，

因為高度統 與集中的領導體系應可強化黨指揮槍的效力。問題是，學有專長的職業軍官

勢必受到重用，具有院校學歷的幹部也將會逐漸得藹，可是這股勢力抬頭後，不可避免地

會走向更專業化的道路!而伴隨著正規化、現代化而來的專業主義勢必威脅到政工系統的

職掌，進而削弱黨在軍隊的組織功能，而導致軍內的矛盾。針對軍內衝突的問題，曾有西

方學者引用紅專衝突的概念加以解釋分析，如約飛( Ellis Joffe )即為 例(証 九)。

理論上 r紅」代表的是 種政治態度! 種思想立場，強調的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及對黨的忠誠，為了達成共產主義所揭棄的理想，個人應具有自我犧牲的奉獻精神，獻身

於共產主義的事業，至於在黨的整體利益下!個人更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不計個人的

利害和得失。為了將這套特殊的價值觀念，灌輸於全黨、全軍、全民，毛澤東生前 直採

取強制性的方式，東推動政治社會化，以塑造符合共產主義理想的政治人格。可是在實際

運作方茁，紅詛]具有不同的涵義。在毛澤東生前!以是否忠於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為標

準。問題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經驗顯示，由於對於毛澤東思想詮釋的差異，任何派系

均可利用毛澤東思想落實到本身所提出的政績主張，並加以合法化。尤其是毛澤東支持的

政治派系往往將毛所提出的一些解決問題的原則?加以理論化的改造，而成為打擊敵對派

系的理論根據，這就成為所謂的「路線鬥爭」。而毛澤東生前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無異是

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他主持的派系無疑在先天上就是詮釋意識型態的正統地位，代表所

謂「正確路線 J 。

至於紅專的問題，毛澤東僅表示 「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的統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衛的統 ，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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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毛強調說 「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都會成迷失方

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

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

作稍為 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j (註二0) 由毛澤東的講

話可知，主[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政治，唯有抓住思想及政治，才能掌鐘住正確方向。不

過他從未界定紅的內涵到底是什麼，至於能否代表正確的思想或者政治，唯 的標準就是

他本人的認同與支持，而這種標準亦隨著權力關f旱的改變而調楚。

至於「專」的基本涵義，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專業性( expertise ) ，二

是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 ，三是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 。就中共所指侈的

專的狹隘意義而言，應只是專業性!而非專業主義。專業性指的是具有專門酌科學技術及

知識，專業主義指的是每個行業所具有的特殊態度。漢庭頓( Samuel F. Huntington ) 

曾指出說 「就一個特殊的行業而言，職業具有的明顯特徵是專業性( expertise ) ，實任

( responsibìlity )和團隊精神( corpora扭ne甜) 0 j (註二 )換句話說，不同職業的

人因具有不同的專業性，自然會形成 種與眾不同的團體意識和感覺，並對本身的職業產

生一種責任感、榮譽感這種特殊的態度就是專業主義。因此愈具有專業性的行業愈容易產

生專業主義。至於專業化的涵義，應包括專業性及專業主義，這也是專的廣泛意義。(註

照說，紅專之間並無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事實上，彭德懷也試圖在紅專之間維持一

種均衡態勢，以達到又紅又專的理想，這種理想一旦落實在具體政策的層面，爭論乃告產

生。爭論持及的問題顯概是相當的廣泛，抓人與武器孰優孰害的問題!軍隊政軍任務與訓

練時掛比例問題，以及軍事任務與非軍事任務的比重問題。換句話說，到底是突出軍事

重要呢 9 還是突出政治重要呢?雖然!軍內的爭論而產生了軍政矛盾 7 不過!並未使軍方

形成一個對抗黨的壓力團體。而彭德價遭到整肅的導火線，主要是因為向毛澤東提出了政

策的挑戰。有鑑於此，紅軍衝突是否可以用來解釋解放軍內的衝哭呢。薛爾曼( Franz 

Schurmann )不以為然!他指出，在文革期間披露的六拉資料顯示!紅與專的字眼幾乎從

未出現遇。彭德懷被猛烈抨擊的原因是企圖墓黨軍罩，而不是主張專( experti間) 0 (註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職業軍人在追求國防現代化的目標方向並無異議?可是國防現代

化包括了兩個層面 v 是武器裝備現代化，二是人員現代化。換句話說，現代化的武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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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川現代仕的人東掌揖使用 υ 因此，彭德懷仕凶防部長任內大力推動J正規化、現代化控

啦!就是站望由市 t;院校的專門投斤，有訂戶j地培養學有專長的職業華古!來促進全軍的

專業性。問題是，伴隨著辛單專業性水準的提高，必叫在生專業 4主義的精神，又促使共軍

走了也專業化的道路，惘對ltt~xtJil: 1肖了專業口主性( prJfessior.al autonGmy )的科噎?

而表現出兩種傾向 方而對t6ýt來的非專業性的干沙及 1 樓將會產4 稀強烈的排J可作

用，男一方的1基Lf本身的專業領坡也不會干、步或干授，1 本身專業的領域已 liJ是站{，毛澤東

的 \1塌，他認為這種發展趨勢不僅有注解放軍前「革命傳統也就是市隊必組扮演多重

功能性問角魚，足戰鬥隊、在拉盛隊及工作隊，而且也f[:.垃黨指揮梢的傳統，尤其是他對市

隊的持制。

針對在規化、現代化趕出對所謂光榮的革命傳統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解放軍政工系統

業已警覺到這楠危機 c 在 凡 idi年八一建軍節時 1 總政治部主刊羅榮村元帥及在一九丘

六年 J\A i- 總政治部副宅m哥政X將先後提:1'1警告 s 羅強調 「 我軍的光榮博統丹、早有

過去是必娟的 τ 府在明代化建改巾更是必須8'')C-J( 註 [JLI )豆原則織特指!I '1: r 小要機

械地搬運外關科驗。因為台國軍隊有他們冉己的傳統!有些作法對於他們來說是習慣的，

對於我們就不習慣 1 勉強去做，就顯得格格不入 υI (註 h_) 顯恤，政工系統已察覺

眛師;人師革的舉措，已經威脅到革命傳統的延續。而努惜懷在八大 l 雖然強調 r Jx們努

力學習蘇軍的 切先進經驗， wJ2~:..t輛M摸索過程 9 少E彎路?迅速完成我區的現代化建

設。，不過他也提 IH當背 r .}X們學習外岡軍事刺耳蜜的時候，正必5日採取分折批判 實事

正是的科學態哎，不能迷仿盲從 機械搬冊。 ilt 返于拉來 JQ市所組f布的條令和制度，所採

用的教學方法 基本 l 赴適鬧的，也是有世刑方 t;_t ;g良好照勵我垠的 fff 史特點和百際情

況，存在辛辛教條土義和形式土高 影響 r軍內外國結。 J (泣 λ) 卓1'1 Jτ 彭德懷提山

枝條主主盔的 jgJ題，係根據毛澤東及中共 I j1 史以枝條可1義前指示(許 七) 0 1111 八六後不

久，也就是一九冗六 !f 1 月，羅柴啦?被解除 J 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部長及政的學院院

長三職!羅的去職日j 能是對於解此軍政治[11'執衍不力?總政治部主們 職划出譚政7月

忱。

-7ln 仁們「 月，彭德懷率譚歧視察南京市串串院 7 肚 學院制、自出身二野司令員的

劉伯承冗印11於- h !r 一作一月間和l瓣。\Jji捨任自↑玉院長兼政苦。當l除 f上掌軍事學院外，

混擔任在 九五五年成立 f與總參謀部乍幻的訓練總監部部長!統 領導令軍的軍事訓練

和院校 1: j乍 7 蕭克上將則擔if 回l 品畏 c 此外 九五七年在Jt牙、成立高等軍事學院時，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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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fr亦出 11首任院長兼政金 市彭情懷平南牙、市事中阮視察時，劉 Ù""在 r_Ì'Ñ養兩 1 11iI彭認為

軍事學院「教條干品相當嚴車， "1 cil 時對於學院組L且在反教條主義時 rw如徘徊、稱豫、

拖怔，米自E ), ~t決 L、表示 f意見。彭不i 執行 ;1 1 共 '1 ，央 几立八年反輯:條午嘉措小的同

時)將建國以來往單方針約時次提法 分為1ff~t和 l肯 )ji兩頓看法。彭認為-lL n. 年 ~_1L

三年所提的「連設止眉吐、 i~代化」的單阿拉!沒于J '革命 Il J 疋 桐字'1'H狀是錯誤的，

而 九五 年以複吶?足的 建設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才是 l正確的方針。而這兩時提

法是兩種對有的方針， (註八)

主持訓練總監部常務 I 作的副部長茄克 ~IJ大不以為飲 他認為，j'f反對教條主義的叫

做，對怎樣反軒1比 11 麼 1 況有具體的分析和」研究 眾生了汗定 切或者汗;主Á-~多的偏向。

封於彭德懷 九五七作 丹視察軍事學院所提 l!'r對胎教條主義問題的嚴重估計，他表示不

同意 。此外針對彭提出的兩種對寸的建單方針的看法?他也小同意!他認為 「不應把中

央單苦、 E主席關始提出的 Tf規化、現代化 j 口號阿毛主席後來提的 I 現代化、市命

化 l 口號對立缸來 而應看作都是抖的?前者是包括和宙切聯繫著我市革命化的政Hì iÀl有

棍的， î世者赴前者的完善 'J (;tl二;h)針對此 問題肅克曾主書彭德懷。

社解紋軍進行以教f雇主表鬥宇峙。顯怯FE德懷對於主管全市教育訓練足院校工作的劉

伯承，是不滿的。 九五七午十 m的I被解除訓線總駐加部長 職，而出葉劍英元印IJ代

月 1 一段時間後，再出蘭克JH干部長。針對學習蘇軍經齡的問題。葉劍英主張要認 ìH~}'l

習， 1口l 時更加以外析lIt判，學到手以後立'?t !~日 Mif且還。此外!葉不贊成的軍事學院戴|枝

條上表前桐于。(立三0) 嘻的態度前然令彭德懷感到4、快!這是彭德懷與劉伯克豆、葉劍

英央和的背景。最役演成 九五 l、年中共軍空擴1、會議 '1'爆發兩條路線的嚴重鬥爭。

當解必軍高層阻髏衝突危機之際，總政治部有 JL f[ 七 '1ι刀闊召開辛市盤J則會議

決定有全軍普遍展開整風渾蜥了主要是巾制發內部子的， '11i 討論如何處理內部手扁?而進

入整改階段。-w此同時解妝軍在 '1' 共巾央「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打派份手進攻的m

叫 J TJ主總政的郁的部署「 全軍投λ這場反才7鬥平心(註一 )當反打運動持証尾聲之

際，一几 f:_J 、年 h 月廿七 U至七月 11 U期間，中共在Jt!式白開 '1' 央軍香擴^宙誌 u 此次

宙議是有三丹期間中共卡央在此都 tj開中央有關而門負責人和l各有 市 白了白面具安第

苦苦己參加的 l 作會議(拉 成都會議)巾決定的 原來會議的重點話也是檢洗可J委和各總

部對 l 作的領導 c 當林彪學Ijll 成部酋;是後i，'>( ri7U r: J~' ， 他聽說4、久的有一訓練總監甜凶 lii幹部

會議J 對立樣;認識和 JL 樣反對教條牛品紅爭論。他J!lJ認定訓練總監晶晶長前在、副部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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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泉 彭德懷合作Jl f}f 突的軍事背景

李達(肅、李亦是國防部副部長)是「反對反教條主義」的。問)]間林彪~~向毛澤東建議

將軍委擴大會議主題改為開展反教主義鬥爭，毛同意他的建議，並決定要劉伯承作檢討。

(註三二)在軍委擴朮會議封開前幾天，也就是五月 I1 半月那一天，毛澤東在八屆五中右全

會上突概拔攘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的局常委。(註~~)林彪也是十大兀帥中第

{立成為中共巾央副主席的將領?另 位是朱德}C帥。毛澤東啟用多牛車 l直在護淌的林

彪，當然有其權力的考慮。 4、過以林彪在軍委擴太會議的發言內容及態撞來看，當時毛澤

東重用林彪咕非是刻意扣壓彭德懷。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揭幕後，林彪在開幕式 t講3日 r 擺出了支持彭德懷的主態，暗示

有的人不能在彭德懷的領導下同結起來。」經過一段小型會議，劉伯承、葉劍英先後被點

了名。六月 叫，彭德懷批評蕭兒說 「 你不同意我批判正規it口號的提法，寫信給

我，說只是執行巾的問題，我不能同意。就是執行巾的問題，也得要批判。} (託三四)

由此可見，在此次會議 1 '彭德懷顯概是堅決執行毛澤東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在這方

面色澤東、林彪泣彭德懷的汁:場是一致的。接 l 來，會議i成鼠不斷升高 r ，、)]五日，

{立總部的領導幹部在小型會議 l 作了『關於軍隊建設巾兩條路線的鬥爭 j 的發言，在六月

1 日的大會[._ ，正講 f 一次。」並公開點名蕭克就是資產階級建軍思想 建軍路線的代

表 7 將整個會議形勢拉高為路線鬥爭的層出。六月七日小型會議轉成大會，出席會議者有

名i'W軍以!單位及部分師級單位負責人，共 千凹百餘人。會議採取彭德懷在開幕式宣仰

的方法 大鳴尤放，鬥帝的氣氛也愈來愈強烈 c 訓練總監品及軍事學院 必領導幹部，

數次撿討?難以過關。(泣，~Y; ) 六月「何?毛澤東在會止發表講話，抨擊 f師法蘇軍經

驗的作法，他說 「戰爭中譽照蘇軍條令執行是不行的，還是摘自已的1年令。不7日l軍事學

院，制總到成有多少馬列主義。馬列 4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向他們當做教條來背 ο 如果

馬克思、列軍在的話， 定要批評他們是教條才正義。而教條主義者主張抄蘇聯，請問蘇聯

常時是抄誰的?八六決議中有 節關於技術改革的問題，按照守天的發展情況來看，提持

不妥前，就是過份強調蘇聯的幫助。爭取蟬聯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還是白力更

生，如果過份強調依靠蘇聯拉肋?請問帥聯在自時又依靠誰來幫助呢? }按著又強調

r 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也想，埋葬教條主義，以整風方式大鳴大放，服除迷信?提高

思想，吸收料驗教訓，主要是教育全黨全軍?闇結全市。」毛澤東在會上點名批判了蕭

克，他抨擊說 「蕭克同志不僅有教條主義 H是個軍閥主義，有資產階級思想、教條主

義、封住主義。 蕭克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合這樣的時機來開這樣的大會，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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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f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教條三主義的很于。』此外怕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社會上公開指

出說 「我軍從開始就存在著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古山會議鬥了 下?侶搜刮說服有錯

誤意見的同志!有的同iι到今天還堅持再錯誤路線。 J (註一六)毛澤東道楠說法等於是

擺明軍內已發生路線鬥爭，並暗示令人的然堅持「錯誤路線 j

七月 l 旬!劉伯求抱病由寧進京學加會議，立;在會上作了被查發言。蕭克 t81+會上作

了檢討 r j且會議對蕭克的社評上制很高?言詞甚重?並因他在某些問題上1月彭德懷有

些不同意見，竟被說成是 反黨 J 、 !1Z軍委領導 j 0 J (註二七)至於彭德懷有當士則

以合沙射影的方式社評I1IJ伯承、音菩劍英，他說自己「被訓練總監部撒了職?進不了訓總的

大門 J r 有些問題我現在不怨說!因為我出身提徽!波有自過學!小是學術權威。 J

(註二八) (故。劉伯承、葉釗英均曾留學蘇聯!劉伯承畢業於蘇聯最署名的伏龍芝軍事

學院。)七月十九 R' 彭德懷在會議 u乍 f總結鞋哥!他說 「在軍事訓練部門和某些院

校中，極少數同志具有資海階級的東單思想!他們-Ii!(堅持反馬克盟主義的單事路線 抗

拒中央和軍委關於位教條主義的指示!嚴重蝸阻礙 f 1Z教條主義運動的開展。其中，蕭克

同志，不俺 貫堅持資海階級的軍事路線，反對馬克盟主義前軍事路線?而且從椅端嚴重

的資產階級個人野，c.，出發，進行反黨反~i導的宗派活動，合國以他的自貌來改變我們人民

軍隊的面貌。」彭敢且TTJ度重申毛澤東所定 l 的基調，他說 r 錯誤的板車路線是主牛的干

要根源是 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拘無庫階段，兩條道路，兩個階級

的鬥乎?在我軍副部的反應。 J (註三JL ) 

七月廿三口， λ會通過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中指 !H r 司 11線總監品和

一些院校，對1揮主義傾向直到履近仍佔3年統治地{I'( 0 而且某些個~I!同志，還堅持7一條與

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市事路線 r現在政軍中兩條軍事路線起j鬥爭 1 基朮上

是我軍陪史 k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新條件下的反應 J r 錯誤路線 在一段時間

和 配部門 些單位中可以橫行無忌 7 俘虜群眾，其至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巾央軍委的正

確路線猖狂進攻，這就證明 τ 兩條路線的鬥爭是 個長期的艱古的過程 o J 決議要求

「日前的鬥爭必須在全軍認真開展。 J (註柄。)根據軍委擴大會議的決議，訓練總監品

和高等軍事學院、軍卓科學院，分別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深入揭批資產階級軍卓路線 蒂

克被說成「為了販賣資這階級甲車路線 J 在訓練總監部內「糾 (ì"r十多個人的小f)!于」

「進行反黨反軍委領導的宗派主義活動 J 至於劉伯承白一九丘0年主持創辦市事學院以

來的工作及宣獻，根丰 t遭到訐店，不但無功 !而且有「罪 J ' (註內 )在這場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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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彭 j色懷合作及 f好笑的軍事背表

中共也凶以來第 次軍內 j、鬥爭中， 10澤東 時工打算做掉劉怕在長八帥政治局委員的服務，

在與申l怕拭畏期共是羊的總書認鄧I_;、干力保 í.;" ，劉f自承才未被逐UJ歧治局 '1、過被迫辭去了

高等單，莘學院院長兼政委服務。葉劍英九帥不再上管干軍區中學訓練和院校的'rn導 I 作，諷

11 軍事科早院院長。東裕大將石、讀波及!被考試掉總參謀長職務 調任軍事科研院副院長，

總參謀長 職出 Jl 史研六將J主任。訓練總監im被J撤銷，蕭克、李達兩仰上將均被免掉闢防

部副部長職務!棉被調離解J皆可1. ' :;ffif J'c.仟閻束農林部副部長 芋連任關家體育週動委員會

副主任。(詳凹二)

由於單委擴 k會議認的原來15厚的「正規化、現代化」是排件古)1:革命化!被當成錯誤

的「建單路線」加以反對。此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 1 止jJl化盲質上遭到廢三誰?不i品正規

化 現代化1革毛澤東在 九立一年。~) J !I~欽定的建單方針!為了鋒成這個目標，在澤東和

巾共中央作 WltrJ抑聯軍隊學習的決策。(註四三) I叮彭德懷自 九五二年七月以，j'央軍委

副上席的 H份主持單委叫括五作 )L 立川年九) J X 11\何肯何國防部長!因此推動正規

化、現代化程軍的主要負盲人獄是彭德懷"問題是，在!)Ê注解放單 Il 風化、現代化的情l

時 如何維護「光榮(此革命傳統」 彭德懷也 許試間將兩;;'的l的特色結合起來 'fhl)[治

解放軍。 4、油!由於劉伯承、耳『克負占全軍的教育訓練及院校 l 作!培訓職業單 1:-\ 闕，這

批學有專長的職業單官對於解放單興付 1已j推 L勃勃。 九二其是劉伯承 7 創辦的軍事學院

口成為培養軍山高級領導仟幹的亟盟基駒，在解放軍r::形成 股mR東升的新興勢力，對

彭德懷不僅產卉堅力，也令彭德懷感到來n劉伯承 蕭克的威脅 c 因此一九ii六年毛澤東

決定在解紋軍開展反輯:條卡搗鬥爭時!彭惚懷乃趁機打擊劉伯恭、肅51'， '結果環劍英 事

裕、事捧上，，遭才有迎。在這次市內尺鬥 l'巾，彭德懷擷然與 E澤東、林彪站在同一陣線來對

付劉的華、肅立導人!因為彭德懷深抽泣關係到毛澤東~I 常柱意的革命傳統問題 c 但是打

印品劉伯承、肅立l推動 條資q::階級革 ti-路線的話?那酵母病中間草委副于席又是關防部長

的彭德懷又如何能有可rt事件 1 咕無任何tf1+叫 9 這實手!難以 1'1 圓其說。辜百 C， '這次軍委

擴六會議是解剖〈卓高層的 場權))鬥爭 遭到整肅的將領均是草草系統， I的未i度皮政一仁系

統 ι 會j是其久，總政;令部在市中即發動幹邱下迪、市'f"í指共運動。至於且澤東和彭德懷之

間的關係ltl 出合作開始走 li IJ衝突 n

九九八年九月 11 門 總此泊而 11 式作出「關於各級幹市再作下連當 ft 桐丹的規

定」 規定令市從各六軍前的首長到各級領導機關的凶大幹品，都要台計割地下肢i車隊由

主鍛傲。~正常兵的幹 l而 他耐人玉、排、歸研、排JdH愷!于011隊過黨間在t:_ ;-~ ，與 l 兵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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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吃 同住 同勞動 向操作、同娛樂。(註四四)解放軍全軍普遍推行幹部下遠、軍官

當兵運動，主要目的就是改善官兵關係'重新提倡革命時期所標榜同甘共苦的精神，來縮

短實施三大制度後所造成的官兵差距 1 以促進部隊團結。當時人民日報曾發表專文鼓吹幹

部下連當兵，並公開批制「正規化-度影響了官兵平等 J (註四五)。撩估計，到 九五

九年八月為止，總共有二寸五萬多名軍官 其中包括大批將領，放到連隊當兵。(註凹

六)這無疑己影響到職業軍官圓的專業自主性。

當毛澤東決定召開軍委擴式會議的同時，中蘇兩共的閱(系也開始有了裂痕，產生紛爭

的導火線就是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的問題。(詮四七)在 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那 天，

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設函中共國防部畏彭德懷元帥!馬1月j諾夫斯基在信中表

示，為了便於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迫切希望在 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

在中國大陸選一地點，由蘇聯中共兩國共同建設一座荒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Jυ和一座

遠程通訊的特種版報無線電中心。信中還具體提出，建設這兩座中 L、所需的費用，蘇聯買

賣大部分，出資七千萬盧布，中共負責小部佇 7 出資三千萬盧布，建成後歸蘇聯控制。彭

德懷將此事呈報毛澤東後，毛對世非常警覺，決定指派彭德懷與蘇聯軍事代表團談判。經

過多次會議後，六月五日彭在呈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主張?先同意與蘇聯專家來

華進行 些技術性 E作 1 至於投資和使用的問題再與蘇聯商談 c 毛對彭的建議!不以為

然 Y 六月七日在彭的報告中批示!中共負擔 切曹用，但雙方共同使用。六月十二日，彭

德懷覆函蘇方表示，中共同意建設大功率長波電台!歡迎蘇聯在技術方面給予幫助，但

切費用自中共全部員擒，建成後中蘇兩國可共同使用， i且所有權歸中共。不過，聽聯對中

禁要求擁右電台的全部所有權這 原則性立場不予重視。在七月十 日蘇聯向中共提出

協定草案，堅持由蘇聯中共雙古共同建設和管理 電台則歸雙方共有。結果，中共拒絕蘇

聯此 合作芳草。事後，毛澤東在接見蘇聯派駐北京大使尤金時強調!在軍事上搞「合作

社 J 是不適當的。

當中共蘇聯關於共建長波電台的問題雖生爭執時，七月廿 日尤金大使求見毛澤東，

就答復中共希望蘇聯提供原子潛艇一事時，轉達了赫魯曉夫希望同中共商議建立 主共同

艦隊的建議，尤金大使表示?由於蘇聯的自然條件不能發揮艦隊的作用?黑海會被敵人封

鎖，波羅的海更不用提"北面也不寬闊，東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國的海岸線很

長，條件很好，因而要建立 宜再艦隊。毛澤東聽完後立即對尤金大使說 「首先哥哥明確

方針!是我們辮，你們幫助，還是只能合辦?芳、合辦 你們就不給幫助。」七月廿二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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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再次~)p 尤金大使，並向尤司主尤使叩j確指 i! \ '如何l台資建設kt:宜電台一樣!建立共

同艦隊也是 個涉泣主權的問題。毛澤東生草地說 「打起伙來，蘇聯軍隊可以過來，中

圓的軍隊tt~ uJ J_:J到蘇聯去，我們是同盟闢!可是搞共同艦隊，就是要控制，要和H廿權!提

出所有權各巾，是政治問題。哩講政治條件，半個指頭也不行。你們可以說政們是民族主

義 9 立 IU用\[第 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講 故也 "1以講 τ 你們臣們俄國的民族干在義大到

中國的你憬。」毛澤東堅決j]i絕了蘇聯的要求 拉要尤iê犬使毫無保留用將他的意思甜l實

蝸向赫魯曉夫匯報。針對此 問題，彭德懷曾甜商 1(lj毛澤東表示，若IP絕蘇聯的要求，將

會影響喇黨的關f系。 而且雙方 fT作的計，將來'1'共也 "1以使用蘇聯境內的軍事基地。情

塌，毛即牛氣11甘拒絕 f(好的提議。毛牛↑生 l口l 今疑猜忌， 1Jt.Ô'彭與解聯的關{，j\說然存有戒

心，這也是後來EZ遭到繫肅時 1 被冠上「裡通外國 j 罪名的遠因。

赫押曉夫獲知役，立 111I1E七月卅 日持但街訪北京!與毛澤東舉行會談。在會談期

間，雙方的斗喝、 R見可說是南轅北轍，毫無共識。赫魯曉夫這趟北京是行， "1說是相當

不愉快，八月二日 1111提前結束tJ程進同，這是中共、蘇聯關係「白頂點到鬧翻的開始 J

且滯束後來表示 「事實忙向持聯鬧翻是 九五八年 他們要柱軍事tI空制中國?此們不

幹。 I I r.由於毛澤東 赫魯曉夫小歡 rflJ散!所以毛澤東未有如赫氏關於炮擊金門的計劃。

不過這次會談益!~10強化了在澤東炮擊令門的決心，毛澤東這麼說 「赫魯曉夫白不吐力!

你不是同美關村關係嗎 9 好，我們放砲慶祝，這也他揮I/x久 f 就沒有用處了，不放砲慶

忱 卡，做什麼用。 j {，炮擊快門期間，毛澤東興彭德懷的關係也產牛了徵妙的變化。

事實上，解Dý_軍福州軍師在 九立八年春天即已挺好炮擊封鎖金門的方案，常時毛澤

東決定等待一個有利的時機再睡動炮擊金門的戰役。剛好在這 年夏大的時候爆發{ Ij J 東

危機 七月十凹鬥伊扣克發生推翱親西方的費隨爾主制的軍事故簿，政變後伊拉克政府日，

i{ji退出美關主導的巴格達條梢，對美國在UJ<出去有 1年建士義的防線，&f生了重大的影響，七

丹十立lI'美關以保僑的有派 rr事市恃戰隊覺時黎巴嫩， ，1H~~ 'Pl'i貝魯特。七月 i 七月，英國

亦借機出共們日。主|對主英軍'l\介入中束，毛澤東決定利用中東京機發動炮擊金門的戰

役。(註四八)在酌附意1米品在美關無法集中毛主力但I1侍應付這兩大描機。當時， Ij 1央市委擴

大會議已接近尾聲?在會謀起草的幾天，七丹j-_，/\UI問 1 '毛澤東省開緊急會議，出問者

包括中央市委副主席及海空軍自畏， -{-;澤東{，會上決定炮擊令門。常天晚上， rjr史軍委何

開會議，彭德懷在會上傳宗 ft，的指 d; , i，1í岩了咱哥!金門的作戰事 'Ii: ~ (正lJJ1j ;i L) r 因為

這是 次桶其複雜 IÍli _Y.._特 rt rrJ 1'-)動?已澤東自始正終親自喜 ~I. 並 l奄拇指揮這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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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0) 在毛主拉下!中央軍委副 4主席兼闢防部長彭德偎在整個戰役中似乎毫無價喙之

餘I~ , '"三世幾篇重要的對台文告亦由毛澤東制自起布，而以國防部長的名義發↑布，這種現

象顯然是小尋常的行(註五 ) 

至於中共方血事後探討毛澤東發動炮擊金門的關闕 r 通常歸納為何擊美闕對台灣的

侵略， I丈擊國民黨軍騷擾和主拉中東人民進行皮定鬥爭這三項，這4生確實是促成中共中

央、毛澤東確定炮擊令門的直接原因。 J (註五三)此外 r 實際上毛澤東在確定炮擊金

門的決策時還有更深遠的戰略考慮 u '{有時在國際共建主義運動內部，就戰爭與中口不問題中

蘇兩黨r，;:立了意見分歧， 九 h 八年在夏肉「長波電台 J 事件，中蘇關家關係又出現陰

影， I可時巾共內部又止在掀起明超英程正 J 為目標的 l 大躍進 J 運動。對於 向將軍事問

題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考慮的毛澤東來說，這些凶素常然會影響到決策的的思考。面對美

帝闊于義在中東和台灣的侵略，強調它是 I iÆ君虎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同它鬥爭，並以

向習慣tJ 老于黨 J 白區的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顯:;r， IH 中國共撞黨自身的獨立自主態度。

同時!以對敵鬥爭激發人民的革命凱情!調動 切積極因素促進革命和建設!也是毛澤東

的 質想法。判 方面!內部要爭取 個不口不建設的環境，就需要摸清美間對中共的戰略

意醋，尤其是主內的所謂。共同防禦條約 j 的屁幫如何，通過有限的東事行動可以進行戰

略 k的摸底。此外，在沿甜苦採取有力的甲車行動，對於罐保:Jk闊的東南地區的安定和領悔

權益，也會起到有益的作用。 J (註咒三)

草本 l' ，毛澤東決ít陶擊中鬥!而不直接發動對介灣、澎湖的軍事攻勢，主要是摹於

戰略的考慮，因為「巾主共 loJ防禦條約 J rll ，美國承諾協防台澎，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怕

按攻打台吾吾!融疑是與美國公開攤牌，過使)，罩在台海與解放軍一決雌雄。由於支軍擁有

壓倒性的海幫優勢 9 解放軍若何然發動渡海攻台戰爭?無異是以卵擊b' 根木沒有任何勝

算 01 言 ο 因此毛決定炮擊會門?主要在於試探美國在台悔危機中軍事介入的範闡， t;(且美

國支持台灣的科度。有鑑tf肚，毛祉末准備與美關發生 l紅樓的軍事衝哭，在解放單炮擊金

們"月二大，八)J廿 H 北京市有在福建的線負責指揮此一戰役的福州軍區第一政委葉飛立即

飛往才戴河，廿 H下午毛科見葉飛時，肯特別詢問炮擊最門時能否避免造成主國人傷亡

的問題，當時美軍在幸馬夕島派駐顧問至國軍營級單位。(註在凹)世祠，在八月廿三日

解放軍正式炮擊幸門的常天下午，毛「才最後確定11<預定計II1J炮擊 J (註 hh) 。毛在轟

動此 戰役峙顯然是相當謹慎 r 既要 lúJ著闊提出警告仙示威努力避免使事態擴大，避

嘗試中美之間的在式開戰。 J (註 Î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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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時蘇聯在解放前中派紅軍事顧問，解組〈草地擊l'門的行動不僅未對蘇聯軍事顧問保

?苦， 1口1時也將相關行動通報蘇聯單巾廠悶。(正主七)因此?赫魯曉夫應是知惰的 ， J 、 )J

11 三 U解股市發動炮擊金門戰役後，赫魯曉夫在九月 Ldl親白打電話通知jr束，將派外交

部長葛提米和I秘需平北京!而巾共當同時;長蘇聯對台海!，J騁的看法 c 'ì~'天周恩來即向諒聯

陸北京的參贊表示 r 中共位擊令門 馬祖吹不是要用武力攻佔f?灣 只是要懲罰岡民黨

軍隊，附止 1三國摘 I 兩個中國 1 如果打11\亂 τ 中共自己承擔後果，不拖持聯 l、水 J 

(註五JU 卓實上，赫干等曉夫的動踐是可以理解的，師聯作、顧意捲入串門炮戰 1 圳與美關

產牛直峙的軍事衝寞， ~;至可能爆發 場他有必要的械于 A戰，赫科曉夫當然撩i[} 毛澤東

的軍事蟲動可能帶來的風險。九JJ/、 u 品雖未柯拉孔令北京 iJt '當天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

談，萬羅米柯表示蘇聯當局完全支持巾共中央的行動。「雖然赫魯曉夫在的j上對中共中醫

在示了支持，其內心對中國共，;;r聶堅持獨立臼主的態JE是|分不滿的。 J (註 /i九)一九

五九年九月 十門，赫魯曉夫赴美訪問，與美國總制艾森豪串行戴維營會談後!趕 zpjtziT

出席 rl'哭叫慶 --1 jli且年的待會，和無多中共領袖也場的闢慶在會上，赫魯瞬夫叫l席發表 J 四

十分鐘演講。並以教訓的口吻!要中共小要 r )jj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

(註六0) 接 F來在十月 口那天!赫魯曉克率同志羅米柯:宇人與毛澤東 周恩票、劉少、

啡、朱德、陳毅進行長達七小時的會談中!不1日對巾共在 九五八年炮擊最們給蘇聯造成

f附鄭 Ifri有怨互， ~立民對中共對台政策也表示 f1、滿(註六一)。此外在 '1' 正11邊界問題及

Fillí!介入也藏問題上!赫科曉夫刻意桐謬印度的作法，史令宙談充滿了 11峙的氣氛 9 丹、僅

波有緩和雙方的分歧!反而加深了彼此間的矛!I'Î u (丘上λ二)后澤東和赫魯曉夫問衛梨的

白熱化，對於惜時已遭到華肅並c r:內的影德懷來說，無異是三至}加霜。

前解放軍炮擊位們的同時可配仆人民公平|化運動?毛澤東又掀起大辦民兵的活動，在

勞武結合的關自IJ下，科l住ifJ、土亦能州、民的勞動大市。 九月 lï九日中共巾央作出「關於þ:兵

問題的決定 J 世行全民皆兵(註八一) "-~- 九五八年JS! 全中闢大除民0:總數已發展

到二億 干萬人，市人口總數三 t- Íl勻，絕大部分青壯年男女均被編λ民共隊ljL U (註六

四)站{r彭德懷的立場，他當做不支持民共言|訓。薛爾壘( Franz SchuI"凹ann )認為，

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的干執!關鍵問題之 抗是民共間里睡。 由於 九五八午 1 月期間在

武昌 R開八間J、中全會 L' 同意提山的關訟毛澤東小作下囡囡對主席的提議!這tJ '1'而

育，祖提是 次性敗。Id此醉爾是推測!由→ )L TÎ_/、作十 )H'J 九立先年九月 1 也就是

彭德懷遭到整峭的泣段期間，彭曾試圖取消組建民共對桿序。(註λ五)那麼聯~持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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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躍進運動來看，彭可能企岡扭轉大躍進混動，來中止民兵組建t作 u

J會克斯(日盯lan "\V. Jcncks )分析指 11\ '彭德懷得罪 J 政治委員這批人，這批人乃

利用大躍J住的機會，重新獲得失去的權力和威去。由於幹~:~下速運動，使得一批正 批的

高級將領 l、放至連隊常兵!在這 jjt職業軍事將甜的心目中，彭德懷的仿譽也開始減弱。方11

上 在幹吉11下連運動發目前的那 個) J (一)L1L八年几月) , rjl共與蘇聯軍事同盟的 oJ靠門:

也，;;: 'r' 了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台加拉縫中，美國在甲車和政治方出對蔣介石提供了官質的

援助，反之，蘇聯對北京的支持卻顯得緩慢、謹慎和行宵。彭德懷 向與蘇聯盟邦保持親

聳一致的關f魚，蘇聯這種反准嚴重鼎削弱了彭德懷的政治11"位。(註六六)結果在一九7i

九年七 八月間的盧UI 會議上，彭德懷終抄遭到整肅 7 被迫黯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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