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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主席亲自点
将，要求粟裕担任攻台作战
总指挥，准备武力统一台湾。

船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粟裕深知解放台湾不
是一件小事，从 1949 年 7
月起，他总结金门战役和海
南岛战役的经验教训，认真
学习渡海作战的经验。

当时，粟裕与海军司令
萧劲光多次商谈船只运输
问题。粟裕给萧劲光算了
一笔账：渡海作战需要运送
50 万人，所有车马、武器、
粮食弹药等一切装备，重约
13.5 万吨，以每人占 0.6 平
方米计算，需要的船只吨位
总和为 76 万吨，这样核算
下来，整个作战过程需要千
吨以上的船只 575 艘。如
果第一梯队的8个军总计6
万人登岛，那么还需要至少
2000艘登陆艇。

1950 年全中国的钢铁
产量只有 61 万吨，就是把
全国的钢铁都拿来造船，也
不可能满足粟裕的要求，船
只问题一直没解决，导致攻
台作战一再推迟。

“热身运动”解放舟山群岛

船只问题暂时无解，但
部队的训练和作战不能放
松，在学习渡海作战和积极
准备船只的同时，粟裕指挥
部队解放了舟山群岛，算是对
台作战前的一次“热身运动”。

1949 年夏天，粟裕命
令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
拿出一份解放舟山群岛的
作战计划。经反复协商，粟
裕敲定了解放舟山群岛的
基本策略：先取外围诸岛，
然后攻击定海本岛。到这
年 10 月，第七兵团主力部

队解放了舟山外围的岛屿。
此时传来28军在金门

岛失利的消息，粟裕意识到
夺岛作战的艰巨性和复杂
性，下令停止攻打定海，全
军学习总结金门岛战役失
利的教训。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春天，在粟裕组织华野部
队学习夺岛作战的同时，敌
人向舟山增兵10万。

到1950年5月，我军在
舟山前线的部队共有12个
步兵师、10 个炮团，蒋介石
眼看舟山保不住了，下令驻
岛部队全部撤退，我军兵不
血刃地解放了舟山群岛。

多次修改作战计划

在准备攻台的一年多
里发生了很多事，粟裕根据
这些变化对作战计划进行
了多次修改。最早，他打算
让第九兵团的 4 个军为攻
台第一梯队，以另外4个军
为第二梯队。

随着形势的变化，粟裕
发现这些部队不够用，于
1949 年 12 月修改了作战
计划，拟将三野的 12 个军
共50万人全都投入到渡海
作战中去。

1950 年上半年，形势
又一次发生变化，从舟山群
岛逃亡台湾岛的 10 万敌
军，再加上岛内守备力量，
敌军总人数增加到了40万，
所以粟裕改变了作战计划：
原定打主攻的4个军不够用
了，应当再加上第七兵团的
4 个军，以这 8 个军为第一
梯队，第十兵团并24、25两
军在后跟进，共计16个军，
以这些部队攻打台湾。

这样一来，预想中的台
湾战役，我方参战部队为华
东野战军最精锐的第七、

九、十 3 个兵团又两个军，
共 16 个军 50 万人。我们
的兵力比敌人多，战斗士气
也很高昂，只要做好后勤补
给，拿下台湾岛基本是不成
问题的。

对台作战的搁浅

正当粟裕全力准备攻
打台湾时，国际局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朝鲜战争
爆 发 了 。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联合国军”一方面在朝鲜
半岛与我们交战，另一方
面将第七舰队和第13航空

队开到台湾海峡，制造威
胁。周恩来紧急召见海军
司令萧劲光，表示这一形
势的变化给我们攻打台湾
增加了难度，“打台湾的时
间往后推延”。

毛主席也对攻台计划
做出了调整，他同
意了陈毅的意见：

“1951 年 不 打 ，
1952 年 解 放 台
湾。”不久后毛主
席下发命令，解除
了第九、第十兵团
进攻台湾的作战
任务，并调第九兵

团去东北，准备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的 1954 年，美、蒋签订了
《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
于美国的保护下，由此造成
了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
（摘编自《党史博采》）

粟裕未能实现的台湾战役计划

民国外交“乌龙”：巴西为何最先承认中国
民国初期政坛瞬息万

变，各国皆选择静观其变，
国际承认问题拖延了一年
有余。直至 1913 年 4 月 8
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
幕，巴西意外地成为第一
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
巴西率先打破僵局令人颇
为费解，这背后有何玄机？

清帝逊位后，中华民
国在对内平定各方争执之
际，还面临一个严峻问题：
如何得到世界各国的承
认？当时，列强对华也是
各怀心思：美国驻华公使
嘉乐恒力主迅速承认，以
助中国恢复安定；其余诸
国更在意趁火打劫，日俄
交涉满蒙特权，英国关注
西藏利益。为避免纷争，
各国主张“协同主义”，共
议对华政策。

中华民国觉察到个中
端倪，决定主攻对华最友
善 、话 语 权 也 最 大 的 美
国。在各方争取下，美国逐
渐担负起协调各国的重
任。但由于英、日、俄等国

利益诉求复杂，国际承认进
展缓慢，拖延了一年有余。

到了 1913 年，中华民
国拟定于 4 月 8 日召开国
会，美国欲借此机会促使
各国正式承认，于是在 4
月 2 日通知各国：“总统委
嘱本人向阁下，并通过阁
下向贵国政府通告：总统
拟于 4 月 8 日中国国会开
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
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贵国
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
采取同样行动。”孰料，英、
日、俄等国对此反应冷淡，
并未及时答复。

一筹莫展之时，巴西
打破僵局，宣布承认中华
民国。继巴西之后，秘鲁
也于次日宣布承认中华民
国，这令尚在举棋不定状
态的美国大呼不解。

日后担任美国驻华参
赞的卫理致电国务卿，推
断这是一个外交乌龙：“4
月 9 日夜里美国使馆接到
口头通知，巴西驻日公使
知会中国驻日公使，对中

华民国予以正式承认。4
月 10 日，使馆收到官方照
会。为纪念此事，中华民
国宣布4月12日为公共假
日，城内四处悬挂巴西国
旗，公立学校休假一日，将
举办盛大庆祝仪式。昨晚
使馆被口头告知，秘鲁亦
承认中华民国，此事已得
到证实。只能推断，巴西
与秘鲁的举措是对形势的
误判。这两国在北京并无
使节，只是获悉美国政府
将在 4 月 8 日国会开幕之
际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一
等国会开幕，他们以为美
国已然承认中华民国，遂
紧跟脚步予以承认。”这番
陈述中，各种细节都符合
事实，说明卫理在事后有
所调查，应当是可信的。

巴西、秘鲁摆乌龙，甘
愿当了“出头鸟”，客观上
减轻了美国的压力。5 月
2 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
国，古巴与墨西哥也应声
而动。（摘编自《美国外交
档案·1913年》）

正在进行渡海训练的解放军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