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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的是朝鲜代表，但发言稿都是

我方草拟的。”丁国钰说，当时谈判每方四

个人，志愿军和朝方各两人，美军和南朝

鲜也是各两人，发言的时候是朝方代表讲

话，可实际上重要的稿子都是总理那边亲

自决定的，一般的稿子由李克农出主意，

乔冠华拟好，经党委同意报总理批准，第

二天再用。

丁国钰说，代表们虽然在战场上身经

百战，但大多数没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

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会议上，李克

农总要忠告他们，“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

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有些话

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有一次双方

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虽

然都如坐针毡，但竟然僵持了 132分钟。

副代表柴成文走出帐篷就此请示了李克

农，我方还是按兵不动，最后美方沉不住

气，先开了口。

停战后，丁国钰第二次被专机接回北

京。总理说现在停战了，要求丁国钰把志

愿军代表团成员都带回来，汽车、物资是

否留给朝方由丁定。最终，丁国钰决定把

火车、飞机带回来，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

朝方。途经平壤时，丁国钰被金日成亲自

授予了一级勋章。

据《北京日报》

中方首席代表丁国钰：

板门店停战谈判747天

朝鲜停战谈判最初在北方控制的开城市郊来风庄进行，1951年10月10日移到军事分界线

的板门店。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朝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

哈利逊中将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今年是抗美援朝60周年，很多志

愿军老兵选择在7月27日这一天聚会

纪念。57年前的今天，是板门店停战

协议签订的日子，也是他们打点行囊

准备回家的日子。对于已经 95 岁高

龄的丁国钰老人来说，这一天更为特

殊。1953年他作为板门店谈判的中方

首席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虽然从事了多年外交工作，但至今仍有

人称他为丁国钰将军。丁老说，“我是志愿

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

时，《人民日报》天天都是丁国钰将军怎样怎

样了。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

判工作的需要，才说我是将军的。”

丁国钰老人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他17

岁入党，参加过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

任 42 军政治部主任，1950 年 10 月随军入

朝。参加谈判以前，他已经四过汉江，正在

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

美国人认识到把中国人打败不容易，

就提出谈判请求。外交部的李克农、乔冠

华到前线负责谈判工作。1952年，李克农

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

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 年到

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

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

年 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任中

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

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丁国钰说。

谈判“造就”了将军

“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

么可能谈笑风生。”丁国钰说，板门店停战谈

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

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

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

时，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

各的帐篷；连厕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杂。

美方首席代表还使用“到会即休会”的战术，

最短的一次，25秒钟就宣布结束了会议。

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按照

老一套先问我方对其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

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中朝方首席代表、

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

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

“无限期休会”，而且不等我方作出反应即起

身朝帐篷外走。我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了我们的蔑

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

双方都怀着深深的敌意，即使是签订

协议的那一刻也没有丝毫缓和。丁国钰

说，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南日大将和哈利

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

字，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然后离座扬

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

至没看对方一眼。

相对于漫长的谈判，仅十分钟的签字仪

式似乎过短。中国外交部曾提出一个比较

具体的计划，但在请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

指出：“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

杯应以不要为好。”

协议签字没有握手

板门店停战谈判还创造了一项历史纪

录——谈判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

“整整持续了两年多。”尽管谁都知道这

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丁国钰还是没想

到竟会一谈谈了747天。

丁老说，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

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三

个月的时间，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

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1952

年5月以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

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还休会了一年。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国际公约》规

定：“战争结束，战俘应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

返。”根据这个规定，中朝方坚持的原则是停

战协定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

释放与遣返。

由于中朝方拥有对方战俘共计只有

11551人，而对方拥有中朝方战俘达13万多

人。美国在其他方面未得到好处，便想在战

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换。后在

中朝方的斗争下，美方又紧紧捏着“自愿遣

返”这张“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战俘。

丁国钰记得，我方态度转折在于“联合国

军”总司令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后。

他请示毛泽东是否对此给予答复，主席在回电

中提到，“不分轻重一事一抗，已显被动。”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

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

批我国的被俘将士。将士们在帐篷里哭成一

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

——“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原来他们比朝

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一次是被专机接

回北京，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误，

原来是被波兰总统告了一状。”波兰总统

对周总理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

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波兰总统的潜台

词是，苏联已经丧失元气了，如果打起来，

别人挡不住美国人，我们应该看看后果。

周总理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并派专

机将他接到北京。“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

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住在北京饭店，首

先见了乔冠华、李克农，他们说你放心，没

事，你那些事总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还

是有些忐忑不安。”第二天，丁到西花厅见

总理的时候，总理很客气，没有和他说任

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

战俘遣返是谈判关键

谈判的幕后英雄

波兰总统向周总理告状

丁国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