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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①

谢　忠，蔡文馨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印两国自１９５０年４月建交后，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扩张主
义边界政策，中印边界争端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了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之战。作为中方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仅坚决维护
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充分展现了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

斗争于一体的卓越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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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印度有着十分悠久而深厚的传统友谊。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同印度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印两国政府正式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同
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建交

后，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印度

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扩张主义边界政策，中印边界争端逐

步升级，最终导致了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之战。在这一过程
中，毛泽东作为中方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先

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的同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

力，充分展现了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于一体

的卓越领导艺术。

一　立足于和：确立“不能有两个重
点”、“不能把友人当敌人”的国策

边界问题是关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早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把建立和加强中印边界防务

纳入进军及经营新疆、西藏的整体部署之中。至１９５１年８
月，我国控制了中印边界西段和中段的传统习惯线。但

是，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度趁我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

援朝战争之机，从１９５１年２月开始向麦克马洪线大举推
进，到１９５３年完全侵占了该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９万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解决边

界问题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政府对边界问

题（不仅仅是中印边界问题）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权宜办法。

中国政府的这一策略不仅维护了中印友好关系，而且

促成了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印两国政府

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印度承认中国在藏主权，放弃了从英国“继

承”下来的在藏特权，如建立驿站、派驻卫队等。从此，中

印关系进入了“印地———秦尼帕依帕依（中印人民是兄

弟）”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却包藏

祸心，对载入上述协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肢解和歪

曲，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视为中国对印度边界主张

的“实际接受”。据此，印度片面修改官方地图，并在麦克

马洪线以南地区设置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同时，将侵

略矛头指向中段和西段。１９５４年６月，印度借口所谓“分
水岭”原则，在中段侵占中国达巴宗所属的乌热，制造了中

印边境的第一次紧张对峙。由于中方的克制，这次对峙没

有发展为武装冲突。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毛泽东同他
进行了４次会晤。在中印友好的大氛围下，双方都没有明
确提及敏感的边界问题。但是，针对印度政府阉割和曲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强调指出：国与国之间

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

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

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因此，“国与

国之间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都要解决。”［１］１６７这

实际上是在暗示尼赫鲁，中国将着手同有关邻国确定边

界。１９５５年４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
府的这一决定。并声明，在确定之前“维持现状”，“只能用

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２］１３０。然而，印度政府对此

置若罔闻。到１９５８年秋，印度在中段侵占了中国的巨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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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在西段侵占了

巴里加斯。为了维护中印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长期没有向

外界披露这些事实。

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印度政府不仅公然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掀起反华狂潮，而

且趁机向我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将总面积多达１２．５万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其中，包括东段麦克

马洪线以南９万平方公里，中段２０００平方公里，西段包括
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３．３万平方公里［３］１３７－１３８。从此，中印

边界问题公之于世，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核心因素。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视印度为“朋友”，并推心置腹

地向它“交底”。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
交部的一份答复上加写了一段话：“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

的友好国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凶恶

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

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

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

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４］２６８由于中国方面的克制和

忍让，中印边界自建交后维持了近１０年的和平。

二　应对冲突：提议“双方各退若干公
里，搞一个无枪地带”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５日、１０月２１日，印度先后在东段的朗

久村、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１１月３日晚，毛泽
东在听完中印边界冲突情况汇报后，建议双方武装人员各

退若干公里，形成一个“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的“无枪

地带”，以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他说：“我想提这么个

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

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

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

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

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

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可以研

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

四十公里的距离。”“如果他（指尼赫鲁———笔者注）答应，

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对于

上述提议，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

是要和平”；“中印的关系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

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指印度———

笔者注）。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指印

度———笔者注）。”［５］１０２４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上述提议

获得通过。１１月７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
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同时建议两国总
理尽快举行会谈。其中，有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一段文

字：“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

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

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

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

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

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６］６６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毛

泽东珍惜中印两国友谊、希望妥善解决边境争端的真诚愿

望，以及防止敌对势力插手和利用中印边境冲突的战略

意图。

尽管印方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在实

际控制线的自己一侧停止了巡逻。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尼

赫鲁不得不邀请周恩来访印。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周恩来在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了中印边界问题会谈。由

于尼赫鲁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宣称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

定，印度所主张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这次会谈未取得任

何成果。尽管如此，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于５月１０日下发了《〈西南地区边防守则〉
的几点说明》，传达了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

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

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据

此，《西南地区边防守则》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

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

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７］１５８由于中国

方面的极大克制与忍让，中印边境局势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
年期间有所缓和。

三　反对蚕食：提出“决不退让，避免流
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方针
６０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内忧外困的严峻局面。尼赫

鲁错误地认为，这正是印度实现其领土要求的有利时机。

因此，印度从１９６２年初开始，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所谓的
“前进政策”，不断向中国境内进逼。至同年６月，印军在
中印边界西段一直由中国管辖和控制的地区设立了４３个
据点，在东段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２４个新哨所，甚至在
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新哨所。其中，有些据点竟然设

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８］６４９。这样，中印军队在边

境形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对峙的严重态势。

为了有效遏制印度的“前进政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采取了“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

斗争”［５］１２２３的策略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对印度的

侵犯行径予以劝止、抗议直至警告。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３
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单方面
改变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

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９］。４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
会印度政府：鉴于印度方面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已经命

令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度方面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即自喀

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恢复边境巡逻”；“如果印度方面

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

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１０］。另一方面，

采取有力措施，开展反蚕食斗争。５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向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恢

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要

求边防部队根据当前中印边境斗争情况，既应加强边防自

卫措施，对印军的挑衅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避

免流血冲突；并对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的形式、任务和处

置情况的原则作了具体规定［７］１００。

７月５日，印军入侵由印度进入我国新疆阿克塞钦地
区的门户———加勒万河谷地区。１１日，毛泽东听取了周恩
来关于中印边界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指出：印度在我境内

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

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要争取国际上正

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

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

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

方针是：“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

“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八个字［７］１４３。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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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蚕食我国领土但尚未发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提出的，

其核心是“绝不退让”、“武装共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将

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策略思想。

为了便于我国军民正确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反蚕食斗

争方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将它重新表述为“决不退让，

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５］１２２５。所谓“决

不退让”就是要坚决捍卫我国领土完整，做到“你不打，我

不打”，“你逼近，我逼近”，即印军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

近，我军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你包围我，

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

要不使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恶化，做到“不先开第一枪”，“保

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之入侵印军，网开一

面”［７］１１２。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国边防部队在反蚕食斗

争中既不示弱又不挑衅，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有效地

遏制了印度的所谓“前进政策”。

四　决定反击：“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
要狠狠地打他一下”

当中印双方在边界紧张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中

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

外交努力。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３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为中
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

并将它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国务院副总

理兼外长陈毅等，要求他们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

约见与会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一贯

立场，并就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５］１２２５。

然而，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除了虚

张声势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因此，从１９６２年８月开始，
印军的挑衅和入侵活动更加频繁而猖獗。

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决定准

备进行自卫反击。１０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
边防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

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

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７］１４０１０月１７日，
印军２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发动大规
模进攻。当天，毛泽东立即召集并主持会议，果断决定进

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央军委随即下达《歼灭入侵

印军的作战命令》。１０月２０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
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反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前后包括两个阶

段：１０月２０～２９日是第一阶段，１１月１６～２１日是第二阶
段。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中国边防军在东、西两线的作战

都迅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

题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于１０月２４日发表声明，郑重提出
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两国总理会晤的三项建

议［１１］。为了配合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

部队主动停止反击。

１１月１４日，经毛泽东指示和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要力争在三项建议的基础上停止冲

突，重开和谈。同时，要准备同印度进行长期的斗争。如果

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的原则，给

它更大的打击。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

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会谈的机会。”［５］１５６这说

明，对于印度的军事进攻，中国方面做好了长期斗争、坚决

反击的准备；但是，中国方面始终没有改变通过谈判和平

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初衷。

然而，印度政府并不甘心其军事政策就此失败。１１月
中旬，印军在瓦弄、西山口两个方向再次向中国边防部队

发动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

反击作战。在这期间，印度继续叫嚷要同我国长期作战；

同时，它撕下“不结盟”的假面具，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

并派遣军事代表团常驻印度，以确保这些援助用于反对中

国。但是，在中国边防军的英勇反击下，印军的进攻再次

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当时，我国刚刚走出３年困难时期，元气尚未完全恢
复。但是，通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

线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西线全部肃清

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全线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中国一

侧距边界２０公里处，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彻底
胜利［３］２０６。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面临多大

的困难和压力，中国军民都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

能力；一切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都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五　停火后撤：让世人看清“谁爱好和
平，谁要战争”

不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料，“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

开会谈的机会”很快就来了。１１月１８日，由于印度军队的
迅速溃败，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不得不声

称：印度一向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１９
日，毛泽东从《参考资料》上看到这一消息，当即批示：“突

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

导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６］１５７毛泽东和中

共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令世人大吃一惊

的重大决策。

２０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
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为了使这一重大决策得到

有效贯彻，当晚１１时，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
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国政府１１月２１日关于中印边
境问题重要声明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军对印自卫

反击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为了更高举起和平谈判旗帜，巩

固和扩大我们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我国政府定于二

十一日零时发表重要声明，宣布于二十二日零时起在中印

边界全线停火，十二月一日起我边防部队后撤到一九五九

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这

一边的二十公里。通知要求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进

行必要的宣传解释，说明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

针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们这次主动采取的措施，将

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６］１５９２１
日零时，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上述声明，同时指出：

“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

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

地点设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

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

府。”［１２］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了经毛泽东
批准的关于设立民警检查站（后改为民政检查站）的部署

方案。到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８日，中国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
计划和建立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此外，中方还遣返了全部

被俘的印军官兵，归还了所有缴获的印军武器和物资。

正如香港《明报》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取得重大胜

利之际，“突然停火退兵，要求和谈。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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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之极。”［７］６一方面，它不仅巧妙地化解了中印边境战争

继续升级的危机，而且使我国掌握了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主

动权。英国《泰晤士报》２１日的评论认为：“中国方面的行动
使得印度政府处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１３］日本广播协

会电台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对尼赫鲁是个很大的考验”［１４］。

另一方面，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

端的一贯立场，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支持。锡兰

《前进》周刊２３日的一篇评论指出：“这是建设性的和具有
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这同中国为了使边境战斗和边界冲突得

到和平解决而作出的许多努力是完全一样的”；“这不仅证

明中国真诚希望和平解决争端，而且还把反动派散布的所谓

中国肆意侵略印度的谰言抛到了九霄云外。”［１５］日本《朝日

新闻》２２日的社论说：“中国这样做是好的。如果印度继续
战斗，就没有道理了。”［１４］与此同时，一些向来偏袒印度的西

欧国家报纸也对我国政府声明感到吃惊和宽慰。英国《每

日电讯报》２１日的社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令人感到“莫
大宽慰”，“消息似乎太好了，恐怕不是真的。”［１３］就连印度

《政治家报》，在诋毁我国声明是“用和平威胁印度”的同时，

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于在世界上来这一手的方式却禁不

住内心暗暗钦佩。”［１５］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第七十次会议上回答关于中印边境反击战的１０个
问题。最后，他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毛主席领导教育我们的，要善于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发挥效

能，调动全局。”对此，他解释道：“我们这回经过一年的斗

争，然后，给它一个重大的回击、大暴露，这是一个主动；然

后，又收兵实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这才主动。掌握主动，抓住

时机，应该放的时候就放，应该收的时候就收，应该还击的时

候就还击，应该收兵的时候就收兵。这样才能发挥效能，打

有打的效能，和有和的效能，这样就能调动全局。”［１６］４７７对于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泽东自己也深感满意，认为“这次

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６］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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