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弹指一挥间，!"#$年中印边界
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整整 %&年。
由于中国方面长期争取同印度

恢复和维持友好关系，对那一仗采
取低调处理，在公开媒体上很少谈
及，社会上许多人不大了解此事，且
对一些决策很不理解。

$&多年前，笔者曾向在反击战
期间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
具体负责筹划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
雷英夫少将、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
家鼎和对印反击作战前线指挥部政
委阴法唐等亲历者，详细询问过那
场反击战的决策始末。后来，又看过
相关的历史记录，并同当年曾参战
的印度退休将军有过会谈交流。如
今，不少前辈已经作古，他们当年的
业绩却不应湮灭在历史记录之外。
另外，回顾当年以毛泽东为首

的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的过程，今天
的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所体现的
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所坚持的自卫
原则以及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边界
问题的原则，这对理解当前的中国
对外政策，仍然有参考价值。

设立“隔离带”的
建议遭拒
笔者同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

身边参与过对印反击作战研究和决
策的前辈们谈起此战时，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中国方面
原来真是不想打这一仗。在反击前
夕的 '"($年 "月中旬，毛泽东同周
围的人谈话时也说，想了 )&天 !&

夜，总想不通尼赫鲁（注：即当时的
印度总理）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
而不在西部，主要是应对美国及
其支持的台湾当局的威胁，本不
想树敌于印度。毛泽东亲笔修改
中国大使致印度外交部的信，也
说明了这一点。但印度不满足于
在中印边界东段享受英国殖民当
局划下“麦克马洪线”而留下的侵
略成果，还要在西段再挖一块，入
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才逼得
中国不能不出手。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历史

上从来没有划定过。两国长期以难
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
为大致的分界，形成了传统的习惯
界线。
英国统治印度时，曾两次派兵

入侵西藏并留下驻军，!"!*年在中
印边界东段又秘密划定过一条非法
的“麦克马洪线”，二次大战期间还
派兵占领了该线以南的大片土地。
)"*+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
西藏的特权和侵略成果。
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

地区，历来是从新疆入藏的重要通
道，由中国管辖，有 ,万平方公里。
新疆军区部队于 )"%)年入藏时，便
进驻这里。印方从 )"%*年起却对此
地提出领土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

的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着眼，在
上世纪 %-年代一直把印度视为和
平中立的力量来争取，对边界争端
主张以互谅互让来解决。印度总理
尼赫鲁只在 )"%*年来华访问过一
次，中国总理周恩来却在 )"%*年至
)"(&年间四次访印，由此也可见中
方的诚意。

)"%"年以前，两国的主要争端
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当
时印方对中国实行的是两面政策：
一方面公开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
却又秘密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
的活动。

)"%" 年春，西藏叛乱全面发
生，印度领导人表示“同情”，并以高
规格接纳出逃的达赖。解放军追击
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接近“麦
克马洪线”，在线北的朗久地区同接
应叛匪出逃的印军发生了第一次武

装冲突。接着，印方武装人员入侵新
疆的空喀山口，向中国边防人员开
枪，挑起了流血事件。印度政府利用
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在国内掀起
反华浪潮。
空喀山口事件后，毛泽东的着

眼点是努力避免再次发生冲突。除
迅速释放被俘印方人员外，)"%"年
))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
又提出了一个建立“隔离带”的设
想，即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两国武
装力量各自后撤 $&公里，让双方拿
枪的人脱离接触，这样就打不起来。
))月 +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
出这一建议。但印方既不肯后撤，也
不肯谈判。毛泽东要求中国单独采
取行动，将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
触达两年多。

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年
*月周恩来又一次访问印度。当时
逃到那里的西藏叛乱分子扬言要采
取暗杀行动，周恩来却不顾危险前
往。他身边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后来
曾向笔者谈过，当时他们都能看到
凶悍的康巴叛匪在住所附近出现。
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周恩来

提出了在中印边界的东西两段以互
谅互让的态度解决边界问题的建
议。当时尼赫鲁最重要的助手梅农
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最
终，印方“东段已占的是我的，西段
没占的也是我的”的态度，使中方不
可能接受。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印度挑

起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后，美国给予
它的援助由每年的 )亿美元增加到
)&亿美元。看到这么大的好处，尼
赫鲁自然不愿缓和对华关系。

毛泽东忍无可忍
)"()年西藏平叛结束后，解放

军在西藏的驻军缩减到只有两个
师，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撤出了前沿
哨所。当时，中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经
济困难，对外则同苏联的矛盾公开
化，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在西部边境
便力争不出现冲突。
正是看到这一点，尼赫鲁政府

于 )"()年 ))月起在中印边境西段
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印军分队随
即深入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据点，实
行蚕食入侵。

)"($年开春后，新疆军区部队
发现印军已入侵设立许多据点，马
上报告中央。毛泽东修改确定了“决
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
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当
时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不顾高寒困
难，在印军各据点对面也设立了哨
所，以不开火的对峙进行遏制。印方
却将中方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
欺，不仅继续深入设点，还开枪寻
衅。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当
年夏天去边界西段视察，回来报告
说，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月间，印军在边界东段也越过
“麦克马洪线”，在克节朗河边建立据
点。根据军委的命令，西藏军区派出
一个连，于 "月 .日进入当地进行武
装侦察，并在择绕桥边建立哨所。当
天印度政府便进行战争动员，调动步
兵第 +旅进驻克节朗地区。

"月中旬，择绕桥头局势日益
紧张。
据杨成武向笔者回忆，当时前

沿哨所的报告电报越过层层上级，
直接发到总参值班室，他接到后往

往只过几分钟就向毛泽东汇报，包
括印军向我军哨兵扔石头、挥舞刺
刀等挑衅细节。毛泽东听取报告后
特别嘱咐，打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
批准。
当时，前沿部队的战士纪律性

很强，面对印军刺刀逼到胸前，也举
起刺刀迎上去，却奉命绝不开火。

"月 $-日夜间，印军偷袭摸哨
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连
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面对印度方面屡屡入侵并拒绝

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考虑了许多天。
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
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沿海，在
西面边境“只叫不咬”，不敢真打。在
中国内外环境都很困难、边境战场
条件又极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忍
让多时、争取和平解决无望后，最终
果断下决心，实行自卫反击。
军委确定，虽然中印边界争端

的焦点在西段，反击主战场却要选
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段。鉴于小规
模反击无法遏制印军扩张，军委决
定，不打则已，要打就必须打狠打
痛，使对手尝到入侵中国的苦果。

见好就收
毛泽东下决心准备反击时，仍

做了两手准备。
)-月 ,日，中国政府再次照会

印方，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三天后，印度政府复照拒绝。

)-月 )-日，印军又以百余人
向解放军驻克节朗河对岸的部队发
起攻击，随即被打退。
此时，毛泽东考虑到尼赫鲁在

第三世界国家较有影响力，美苏又
都在争取他，设想在边境上可以让

印军再深入一步，这样中国可以在
国际上居于更有理的地位，同时在
军事上也便于对深入之敌包围聚
歼。
进入 )-月中旬，大雪封山即将

到来，适合作战的时间已剩下不多。
此刻美苏两国忙于加勒比海“导弹
危机”，一时无暇关注印度，这又为
中国实施反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有
利时机。

)-月 )+日，中央军委向西藏、
新疆军区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
作战预令。

)-月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
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最后拍板实施反击。会上又研
究了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是否打
得赢的问题，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
华向军委保证，一定能打胜。军委决
定，从成都军区、兰州军区调两个师
入藏参战，并以第 $)、第 %*军作为
预备队。

)-月 $-日天亮后，西藏军区
和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
段，对入侵印军发起了全面反击。反
击作战的第一天，西段印军主要据
点便被扫除，东段的印军精锐第七
旅基本被歼。

第一阶段反击结束后，)- 月
$*日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提议谈判，
仍然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印度还
调动援兵到边界。因此，必须实施
进一步的打击才能达到施以教训
的目的。
从 ))月 )(日开始，中方进行

了第二阶段反击，在瓦弄方向击溃
印军一个旅，在西山口/邦迪拉方
向歼灭了印军最精锐的第 *师的主
力。当时解放军只投入四个师的兵
力，可谓小试锋芒，无论大仗、小仗
却都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军损失近
万人，其中被俘 ,"&&人；中国军队
伤亡 $*&&余人，无一人被俘。
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范围只

限于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并未
进入印度境内，印方却出现了一片
惊慌。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
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
然而，中方考虑到惩罚性打击

的目的已达到，于 ))月 $)日突然
宣布停火，并从 )$ 月起至翌年 ,

月，将部队撤回到 )"%"年 ))月时
的实际控制线本侧 $&公里之后。

打过实际控制线又撤回来，这
是中共中央在反击开始时便确定的
决策。

从政治上看，乘胜即收才符合
中国一向主张的不以武力改变边
界现状的原则，能很好地显示和平
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
之极”。
从军事上看，中印边界是中国

用兵的一个“瓶颈地带”。在长达数
千公里的砂土路面上，一辆运油车
往返于前线，自己就要消耗半车油。
靠这样的高原公路，想保障大军长
期作战根本办不到。获胜后凯旋而
归，在军事上也能保持主动，避免陷
入被动。
当年毛泽东曾总结说，对印自

卫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
政治军事仗”。这一仗是服务于政治
目的的，主要是在国际上打下对方
的嚣张气焰，教训其不得再超过实
际控制线进犯，并不是想以此解决
边界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毛
泽东还估计，中印边界打一仗，可以
争取 )&年的边境安定。

现在已经 %&年过去，中印边界
基本上都是稳定的，这就完满地达
到了作战目的。至于中印边界问题
的彻底解决，则有待于将来各方做
长久的努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少

将# $

摘自 !中国新闻周刊"!"#!年

第 $!期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决策内幕
1962年9月中旬，中印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前沿哨所的报告电报越过层层上级，直接发

到总参值班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接报后，往往只过几分钟就向毛泽东汇报

B!"!"#!年 $!月 $%日

星期六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孙钟焜

视觉设计：董春洁阅读

! 徐焰

" !"#"年 "月 !!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

报告

" !"$%年 &月 '%日%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新德里

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左$进行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