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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晓章 卫红春

他亲历了板门店谈判

俘管处里的大学生

1925 年，郭维敬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一个书

香世家。1947 年，他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

在学校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
1949 年北平解放后，中央号召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已是

大三学生的郭维敬毅然报名参加。后来，他和其他

人员一起在北京接受培训。其间，周恩来、朱德等中

央领导来讲课或作报告。南下后，郭维敬在广西军

区任记者。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并占领朝鲜平壤。
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决策。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

入朝后的第一枪。
当年 11 月，因为前方需要，解放军总政治部决

定从全国抽调外语人才到朝鲜去做翻译工作。命令

下达到广西军区后，郭维敬收拾行囊，踏上了北上

的火车，辗转从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进入朝鲜。
1951 年 4 月 24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

虏管理处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朝鲜北部的碧潼，对

外叫“战俘营”，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王

央公出任俘管处主任，郭维敬被分配俘管处当干

事，后来担任股长。俘管处下设秘书科、登记科、保
卫科、供给处、卫生处、总医院、文艺工作队、电影

队、运输大队和警卫营等，共辖 5 个俘管团、2 个俘

管大队、2 个俘虏收容所。

十几个国家的战俘集中在一起，国籍不同，宗

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程度等也千差万别，如何管

好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摆在俘管处领导面前

的一个新课题。
于是，王央公让郭维敬带领几人到下边进行调

研。郭维敬在基层呆了两个月后，写了一份一万多

字的报告，在报告中，郭维敬总结了战俘们存在的

三个问题：一是敌对，二是恐惧，三是怀疑，在俘虏

政策落实上存在着物质条件跟不上等问题。
王央公看过报告后，认为写得非常好，立即组

织大家学习，并呈送给军委政治部，最后到了周总

理手里。周总理看后，提出了远见卓识的十六字方

针：“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平，反对战争。”
开城谈判启动内幕

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

军”被迫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1951 年 6 月 29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联合

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下发了一份文件，建议“举行一

次停战会议，以讨论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

装行动”。
7 月 1 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

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出复电，赞同举

行停战谈判，并将谈判地点定在三八线附近的朝鲜

开城。最后，双方确定 7 月 10 日为会晤日，谈判地

点在开城一个叫“来凤庄”的地方。
经过周恩来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方

确定由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

1953年 7月 27日，随着《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历时 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60年
过去了，当年亲历那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谈判的人也越来越少。今年 90岁的郭维敬老人，就
是当年参与板门店谈判的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今天，回望板门店谈判内幕，我们发现，和
平来得如此艰辛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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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李克农为谈判负责人，时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

员会副主任兼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

为助手。
中朝双方协定，朝鲜方面选派朝鲜人民军参谋

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方派出志愿

军副总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为谈判代表。下设有

校级联络官，负责中朝代表团之间的联络。朝中停

战代表团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为主，对内则为

“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由李克农统一主持整个谈判工作。为了保密需要，

志愿军代表团对外称“工作队”，李克农称“李队

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
“联合国军”方面，由美国海军中将乔埃领衔，

韩国白善烨少将参与会谈。
1951 年 7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战争史上最艰

难的谈判———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了。开城迎来

了暂时的平静，空气中不但闻不到硝烟，甚至还有

松脂发出的淡淡清香。一年前，朝鲜战争就是从这

里爆发的。
因为谈判涉及到战俘问题，1951 年 9 月底的

一天，接到命令的王央公带着郭维敬，乘坐吉普车，

来到开城参与战俘问题谈判工作。
开城曾是高丽国的首都，高丽是朝鲜半岛上第

一个统一国家。开城松岳山松林茂密，因此，开城被

称作“松都”。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总部驻地在松岳山

南麓的一座小四合院里。
谈判地移至板门店

此时，朝鲜停战谈判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郭

维敬了解到，整个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和激烈。
在 7 月 9 日晚召开的朝中代表团全体人员会

议上，李克农提出了此次谈判的三项原则，即停火

休战、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外国军队

撤出朝鲜全境。而“联合国军”方面提出了九项议程

草案，该草案最关键的两个地方是，根本不提自三

八线撤退的问题和撤退外国军队问题。
7 月 26 日，双方就朝鲜停战谈判议程达成协

议，主要议程是确定谈判的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
停火后的监督及口岸视察问题和战俘问题。

8 月 10 日这天，美方首席代表乔埃与朝中方

面首席代表南日面对面坐着，你瞪着我，我瞅着你，

一言不发，全场鸦雀无声，相持达 2 小时 11 分之

久。
由于美方没有诚意，形成了谈谈打打，打打谈

谈的局面。1951 年 8 月 18 日，美方在中线以东发

动了夏季攻势，9 月 29 日又在西线发动了秋季战

役。中朝军队奋勇抗击，取得重大胜利，美方代表只

好回到谈判桌上。但在确定军事分界线时，胡搅蛮

缠。
因为开城属朝鲜控制区，美方要求把谈判地点

迁到不在任何一方单独控制下的地区，而板门店恰

好位于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中间，从而被双方所接

受。
10 月 25 日，双方开始到板门店谈判。板门店

是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当时，这里什么

建筑也没有，只好以一些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作为

谈判会场。夜晚，美军用探照灯在板门店上空直上

直下打出一条光柱，再以此为圆心，1000 米为半

径，划出一个“非军事区”。晚上，志愿军代表团成员

仍住在开城。
当时谈判室就建在军事分界线上，谈判桌的中

线即为军事分界线，双方谈判代表从各自的门进

出，坐在各自一方椅子上而不越分界线，这是世界

史上没有先例的特殊谈判方式。不过，这次双方代

表团的成员都有所调整。
最后，经过 136 天的代表团大会、小组委员会、

参谋人员会和战场交锋，到 1951 年 11 月 23 日，

双方小组委员会终于就确定军事分界线达成原则

协议。
艰难的战俘问题谈判

包括李克农在内，大家都以为战俘问题是最好

解决的，可是战俘问题却成为谈判后期的最大障

碍。
按照 1949 年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

约》，实际战争停止后，交战双方的战俘应立即释放

并遣返回对方。
由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南端的人民军

不得不进行战略撤退，从而遭受重大损失，很多人

被俘。中朝方有对方战俘共计 1.15 万人，而对方却

有中朝方战俘 13 万多人。美国在其它方面未得到

好处，便想在战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
换。

当时，王央公和郭维敬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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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代表团提供“联合国军”战俘全面、详细的情

况；二是编制出一份详细的战俘资料。志愿军政治

部组建了翻译小组，共 20 余人，由郭维敬任组长。
王央公以代表团参谋人员的身份去参加谈判，郭维

敬则带领翻译人员编制、打印战俘资料。
代表团研究了王央公和郭维敬带来的这份新

“联合国军”战俘名单后认为，虽然名单已经很详

细，但仍有不足之处，于是要求他们回去重新进行

登记。
于是，王央公带着郭维敬马上又赶回俘管处。

在几天的时间里，俘管处详细登记出了每个俘虏的

国籍、名字、级别、原部队番号以及目前在哪个战俘

营等详细信息。
他们在驱车赶回板门店的途中，遇到了美军空

袭，美军从飞机上往下扔凝固汽油弹。王央公和郭

维敬急忙把资料从汽车上抢救下来，侥幸躲过了一

劫。最后，他们安全地把资料送到目的地。
之后，郭维敬又与翻译组的成员一起把材料按

字母序号进行整理，他们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有时

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最后终于在谈判开始前把

材料整理了出来。
1951 年 12 月 11 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

议正式开始了。在板门店期间，郭维敬目睹了美方

代表拖延谈判的各种“把戏”。
郭维敬告诉笔者，在讨论俘虏问题时，美方拿

来了几大箱的俘虏资料，坚持要首先交换俘虏名

单。为了解除僵局，中朝方面同意交换俘虏名单。而

12 月 18 日，美方提交的这份资料只有英语拼写的

姓名和战俘编号，其他一切都没有。而且，这份名单

比美方宣称的战俘数字少了 1400 多人，比美方经

由国际红十字会移交给我方的名单少了 4 万多人。
面对我方的质问，美方寻找各种借口推脱，过了一

个多月还未把资料交出。一天，接任“联合国军”代
表团首席代表的哈里逊刚走进会场就说建议休会，

然后扭头就走，这次会议只用了 25 秒。
朝鲜半岛迎来安宁时光

1952 年 10 月 8 日，哈里逊单方面宣布无限期

休会。在退出会场时，他狂妄地叫嚣：“让大炮和机

关枪去辩论吧！”于是，战场上又是炮火连天。
面对美方的挑衅，彭德怀指示：打的认真打，谈

的耐心谈。

10 月 14 日凌晨 5 时许，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上甘岭前后历时 43 天，在 3.7 平方公里的地区，共

发射炮弹超过 230 万发，志愿军和美军共投入兵力

10 万余人，美军伤亡两万多人。
在战场上，美军没有占到便宜，且碰得头破血

流，于是又提议开会，硬着头皮回到谈判桌前。
1953 年 4 月，中断了近半年的谈判得以恢复。

6 月 8 日，历经长达一年半的艰难谈判，双方就战

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接着，双方就停战协定的签

字时间和程序进行了协商。
而此时，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公然破坏战俘遣

返协议，以“就地释放”的名义，先后胁迫 2.7 万名

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走出战俘营，然后予以扣留并

强迫编入南朝鲜军队。
1953 年 7 月 13 日，志愿军决定给南朝鲜军以

沉重打击，志愿军第 20 兵团在第 24 军配合下，向

金城以南地区实施进攻。到 7 月 27 日，抗美援朝战

争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结束。此役志愿军

共击毙、俘敌 7.8 万余人。
7 月 27 日 11 时整，中朝方代表南日大将，“联

合国军”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中、英、朝三种文字

的 18 份文件上签字。至此，停战谈判共在开城进行

26 次，在板门店进行 133 次。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朝中方面的

工程技术人员奇迹般地建起了一座有朝鲜民族特

色的木结构大厅。大厅南北各开一门，供双方代表

团各自进出之用。双方人员分南北两边面向而坐。
谈判代表的席位居前排，其他观礼人员居后排。
《朝鲜停战协定》在签字 12 小时后生效，晚 10

点，板门店上空那两道探照灯光柱骤然熄灭。第二

天，空中的两个醒目的大气球也不见了。
7 月 28 日上午 9 点 30 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

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周恩来总理给中国代表

团发来慰问电，祝贺圆满取得了谈判的成功。接到

慰问电后，郭维敬和代表团成员都哭了。
《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后，开城人民一片欢腾，

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和地方机关设宴庆贺，志愿军总

政治部还首派越剧团慰问演出，演出了《西厢记》、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节目。

晚年撰写回忆录

朝鲜板门店，这个原本无人知晓的小山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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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云南档案》优秀通联组、发行先进单位
优秀通联组

保山市档案局 德宏州档案局

发行先进单位
特等奖

南涧县档案局 盘龙区档案局 麒麟区档案局

一等奖

楚雄州档案局 玉溪市档案局 曲靖市档案局 昭通市档案局 保山市档案局 西山区档案局

兰坪县档案局 会泽县档案局

二等奖

德宏州档案局 普洱市档案局 官渡区档案局 安宁市档案局 迪庆州档案局 香格里拉县档案局

罗平县档案局 易门县档案局 新平县档案局 建水县档案局 隆阳区档案局 五华区档案局

三等奖

临沧市档案局 宜良县档案局 沾益县档案局 陆良县档案局 龙陵县档案局 祥云县档案局

弥渡县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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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扬名于世。如今，这座签字大厅连同当年谈

判的会场已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场所，吸

引了很多游人来此参观。
2010 年 6 月份，笔者随“郑州市抗美援朝老战

士之家”组织的志愿军老战士一行来到了板门店，

看到了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签字大厅。签字大厅可

容纳近千人，呈“品”字形，南北长，东西短。中间是

一张长方桌，上面分别置有朝鲜国旗和联合国旗

帜，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
朝鲜停战后，朝鲜和韩国在“联合安全区”内，

建起了 24 座建筑物。朝鲜一侧建起了“板门阁”、
“统一阁”等建筑，韩国一侧建有“自由之家”和“和

平之家”等建筑，分别作为北、南双方联络机构所在

地和对话场所，双方的不少会谈都曾在这里举行。
“联合安全区”实际上横跨在全长 241 公里南

北军事分界线上，共有 1291 个黄色的界标。向着韩

国方向的上面用英文和韩文书写，而向朝鲜一面的

则用朝文和中文书写。军事分界线两边各 2000 米

为非军事区，以避免双方发生摩擦。这里，是世界最

为敏感的地带之一，地雷埋设密度居世界第一。
在板门店的军事分界线上，还建有 7 幢天蓝色

的简易木板房，这是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军事停战

委员会的会议厅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场所，

而军事停战委员会内那张谈判桌刚好坐落在这条

线的正中位置。房子外面，朝鲜与韩国士兵人员隔

一条 5 公分高的水泥线──军事分界线相视而立。
紧挨着三八线执勤的朝鲜人民军战士，目光坚定，

面无表情。
谈判工作结束后，郭维敬被抽出来参加联合红

十字会小组的筹备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的俘虏遣返

及解释工作后，被调到志愿军政治部任干事。
1956 年 2 月，郭维敬回国转业，曾先后担任河

南县、地两级教育部门的领导。1958 年被错划为

“右派”。1979 年，河南教育学院成立。作为首批教

师之一，郭维敬开设了河南教育学院的第一个英语

班。
1990 年，郭维敬老人离休后，潜心书写与朝鲜

战争有关的回忆录，目前已出版《第一等战俘营》、
《板门店谈判见证录》等几本影响较大的著作，还翻

译出版了《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等书籍。
郭维敬老人认为，从 1950 年 10 月志愿军赴

朝作战到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中国军队打出了军

威，打出了国威和尊严，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永远值

得我们怀念和尊敬。
（作者殷晓章为东方今报特稿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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