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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一次台海危机”
的化解

乘着浙东胜利的大好形势，
粟裕总参谋长召集会议,研究华东
沿海岛屿作战问题。5日，总参谋
部向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攻打金
门、马祖的设想》的报告。彭德怀
同意先打马祖，请示中央。3月14日
毛泽东批示:“马祖及其他任何岛
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
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

美蒋虽然成功组织了大陈
撤退行动，但毕竟是一个失败的
象征。美国政府也担心解放军会
乘胜攻击金门、马祖，乃至台湾。
杜勒斯访问东南亚，在同缅甸等
国首脑会谈时，一再表明美国决
心保卫台湾和澎湖，希望能将这
一信息传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3月10日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
报时指出：“台湾海峡的形势，比
我访问前所设想的严重得多。中
国共产党人决意占领台湾,放弃
金门、马祖不能中止这种决心。
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
们将要使用原子武器。”

美国公开的核威胁，引起毛
泽东高度重视。3月21日到31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两
次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准备
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
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
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
击。”华东军区和空军加强了空
情监视，在有关空军基地增加进
入一等战备的飞机数量，研究了
以保卫上海为主的防空作战的
战术与指挥问题。一时间，华东
沿海地区再次进入战备状态。

美国的介入使台海局势复
杂化。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放
台湾的主张。1955年4月，周恩来
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亚非
会议。23日，他向各国记者发表
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
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
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
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
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
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是中国政府发给美国的
一个信号。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建设时期，需要和平的
内部和外部环境。美国虽然对中
国进行封锁和禁运，但经过朝鲜
战争的较量，也不敢贸然对中国
大陆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把握住
了这个机会。

5月，杜勒斯在维也纳与苏
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晤，建议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
而美国对国民党人施加影响，大
家同意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8月1日，中美在华沙开始大
使级会谈，美国政府终于坐下
来，与新中国商谈两国关系中的
具体问题了。被美国称为“第一
次台海危机”的局面缓和下来。
艾森豪威尔在这几个月中，领略
了毛泽东的战术，感慨地说：“路
途坎坷，要有忍耐的勇气啊！”

在三方博弈中，唯一的输家
是蒋介石。大陈岛的撤退不仅使
国民党失去了反攻大陆的一个
重要基地，也使他彻底丧失了东
南沿海的战略主动权。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
刘统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1955 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始末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充分领教了新中国的力量。为封锁新中国，美国组织英、法、澳、

菲等八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蒋介石
为了获得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指示外交官员频繁游说美国朝野，促使
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但美国对此并不热心。美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很明确，只帮助国民党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
而金门、大陈等沿海岛屿则不在此范围内。美蒋双方在此后的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反复扯皮。

1 毛泽东：
从不攻击到逐个解放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
愿军陆续回国。战争期间，中
苏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苏联
向中国军队提供了现代化武
器装备，大大加强了前线部队
的实力。解放金门和台湾的问
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53年
底 ,军委作战部部长张震主持
制订了“先打大陈、后取金门”
的计划，得到彭德怀等军委首
长的批准。

蒋介石也在积极活动，希
望美国帮助台湾协防他占据的
东南沿海岛屿。1954年5月，他
对来访的前美军中将范佛里特
表示：“我控制下之大陆沿岸岛
屿，计有三十余个。最主要者为
大陈、马祖及金门三个地区。我
望美至少将此三地区各岛之防
卫，包括于第7舰队责任范围之
内。”美国没有答应这个请求，
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决
议：“总统授权第7舰队部分舰
只在对台湾海域进行例行巡逻
时，可以对中国沿海的大陈岛
进行友好访问，目的是为了向
中国共产党显示力量，阻止他
们对这些岛屿发动攻击。”

6月1日，舟山以南海面发
现美舰活动，粟裕总参谋长向
毛泽东报告：“……此显系美帝
向我军进行挑衅……对当面之
敌应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
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
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
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
部队进攻，则应予以坚决回
击。”次日毛泽东批示：“处理正
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
势，尽量避免冲突。”

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毛泽东指出：“在朝鲜战
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地向
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
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
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
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
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
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
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
政治错误”。

8月13日，军委确定军事斗
争方针为“先打弱小之敌占沿
海岛屿，打则必胜，逐岛攻击。
从本年度起，到1957年逐步解
放闽浙沿海岛屿。”

由于对台斗争牵涉到美
国，中共中央需要取得苏联方
面的支持和帮助。7月28日周恩
来总理访问苏联，苏方对中国
的决策表示支持。

美国的敌对行动，引起了中
国的极大愤慨。为了打击美蒋军
事同盟，经过反复谋划和请示，
中央军委指示以张爱萍为司令
员的浙东前线指挥部，适时发起
一江山岛登陆作战。

一江山岛是大陈前沿的一
个小岛，有国民党军千余人把
守。夺取这个小岛，既可以检验
我军联合登陆作战的能力，又可
以取得一个前进阵地，直接威胁
大陈本岛。

1955年1月18日早晨，一江
山岛海区风平浪静，是个难得的
好天气。8时，空军轰炸机3个大

队、强击机两个大队开始对一江
山岛进行火力侦察。另一个轰炸
机大队对大陈岛国民党军指挥
部和炮兵阵地进行轰炸。8时25
分，海航1师轰炸机群飞抵大陈
上空。机上携带的重型炸弹，向
敌指挥部、雷达设备、通信设施
和炮兵阵地倾泻下去。第一波轰
炸，切断了大陈守敌与台湾的通
信联络。

9时，海岸炮兵群万炮齐发，
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得一江山岛
山崩地裂。在两小时的炮击中，
先后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共发
射12000多发炮弹。多门榴弹炮

由于连续发射，炮筒打红，发生
故障，可见炮击的激烈程度。国
民党守军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震
晕，剩下的纷纷钻进地堡和地洞
内，根本没有还击能力。

火力准备之后，海军舰队出
动，掩护登陆部队上岛。仅仅几
个小时，陆军部队顺利在一江山
岛登陆。解放军历史上首次三军
协同登陆战役取得了胜利。此战
规模虽然不大，但参战兵种多，
战斗组织和协同动作复杂，是我
军以往战斗中从未有过的。这是
一次成功的、初具现代化登陆作
战规模的战役。

获悉解放军进攻一江山岛的
消息，蒋介石迅速通过外交途径
与美国政府联系。美国政府基于
远东战略的考虑，不愿卷入中国
沿海岛屿战争，避免与新中国发
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月19日上
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杜勒斯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讨
论大陈岛局势，向台湾提出三点
建议：一、鼓励国民党从大陈岛以
及除金门以外的其他沿海岛屿撤
退。二、美国将提供海、空掩护，以
便撤退行动有序进行。三、美国将
协助国民党防守金门。

得知美国政府要求台湾从大
陈撤退，蒋介石愤怒之极又无可
奈何。21日他只得下令从大陈撤
军。美国政府又作出姿态，表示在
必要的时候将动用武装部队，以
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在这个严峻时刻，如果任何

一方坚决要打，大陈海域都将出
现严重局面。但中、美、蒋三方不
约而同地采取了克制的态度。1月
21日彭德怀主持临时军委会议,讨
论浙东战局，认为下一步可打披
山，然后攻南麂山岛。浙东前线三
军部队乘着攻克一江山岛的高昂
士气，积极准备攻打大陈岛。2月1

日，海军司令部向军委请示使用
海岸炮兵打击大陈之敌。2日毛泽
东批示：“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
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
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
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于是，浙
东前指撤销了继续攻击大陈之敌
的计划。

2月6日，台湾“国防部”下令
实施“金刚计划”，由中美联合执
行大陈地区军民总撤退行动。为
了执行这个计划，蒋经国2月2日
来到大陈。他的任务是巡视大陈
情况，安定人心。在这个风雨飘摇
的时刻，他敢于来到战区，使国民
党官兵感到了一丝安慰。他在大
陈的街上看望民众，表示关怀，并
在猫耳洞和士兵共度夜晚。

7日，海上出现了美国军舰，
大陈国民党军搭起浮桥，用登陆
艇、舢板和机帆船接驳军人和民
众上舰。8日上午，台湾“国防部
长”俞大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也

率领台湾舰队到达大陈，指挥撤
退。撤退基本完成后，2月10日早
晨，蒋经国带领部分将领、美军顾
问、记者和士兵，在山顶举行最后
一次升旗仪式。

美蒋联合组织大陈撤退期
间，浙东前指一直密切监视。在头
门山炮兵阵地，战士们可以看到
海上庞大的美国军舰，美军飞机
在海面上盘旋。大家头一次看到
如此强大的美国舰队，心情难免
紧张。按照军委严格掌握对美帝
国主义的政策,既不主动惹是生
非、又不示弱的自卫原则，各部队
严阵以待，但一炮未放。发觉大陈

敌人撤逃后,张爱萍司令员、王德
参谋长命令部队分乘20艘船艇,

在海军掩护下,于2月13日登陆大
陈岛。

大陈撤退后，国民党军在浙
江沿海仅剩一个南麂山岛。虽然
台湾方面建议将该岛与金门、马
祖作为一个“岛群”来防御，但美
国政府拒绝了蒋的要求。2月22
日，华东空军轰炸南麂山岛。无
奈之下，2月25日，国民党海军舰
艇接应守岛的四千国民党军和
两千民众撤离。26日，解放军登
上南麂山岛。至此，浙江沿海岛
屿全部解放。艾森豪威尔

根据军委的部署，解放军准

备从大陈和金门两个方向同时打
击国民党军。9月3日，福建军区指
挥厦门、莲河的4个122榴弹炮营、3

个152榴弹炮营以及76野炮、150榴
弹炮营和海军炮兵炮击金门。

第一次炮击从9月3日14时10
分开始，到16时停止，目标是国民
党海军舰艇。共击沉、击伤国民
党舰艇7艘，摧毁炮阵地9个。

第二次炮击在9月22日17时
15分开始，18时35分结束，目标是

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指挥
部、军事设施和炮兵阵地。

9月3日炮击金门，使国民党
军感到震惊，两名美军顾问被打
死，也震动了美国政府。美国刚
结束朝鲜战争，不想再同新中国
作战。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这
是他执政最初18个月中遇到的
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而蒋介石则
借此机会，加紧要求美国与他签
订共同防御条约。

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

台。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与他签
约。基于冷战思维和反共立场，
杜勒斯同意了。经过3个月激烈
的讨价还价，双方就条约文本达
成协议。国民党迫切希望美国协
防金门、大陈，美国避免作此承
诺，只同意将台湾、澎湖列岛列
入条约范围。但为照顾台湾的面

子,又加上了“经共同协议所决
定的领土”。这句灵活的外交辞
令，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蒋的愿
望，也给美国留了很大余地。

2 蒋介石求美防御保护

3 三小时拿下一江山岛

4 毛泽东批示“不要贪小便宜”

5 蒋军撤离大陈岛

11995533年年，，毛毛泽泽东东视视察察海海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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