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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排名有何争议
徐海东位列第二还是第九？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刻——我军历史上首次授衔。
历经战火硝烟千锤百炼的将士们
换上“五五”式礼服，被授予军衔
和勋章。

这一天，全军共授予将官
1034人，大将10名，上将53名，
中将173名，少将798名（暂不包
括追授人员），他们为民族解放挥
洒热血，为共和国建设奉献一
生。其中，10位大将更是将官中
夺目耀眼之星，是中国革命胜利
当之无愧的功勋之臣。

▋据《解放军报》

1955 年 9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
典礼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隆重举
行。仪式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
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官将官军衔的命令，随后周恩来总
理把授予每位将军军衔的命令状，
依次颁发给粟裕等在京将官。在
解放军档案馆馆藏中，存有当时授
予将官军衔的命令状。

这份命令状装订为 A4 大小，
共 35 页，封面以国徽配金色大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军衔
命令”，内页正文为白底红框竖版
由右至左黑色铅字，落款为国务院
总理周恩来蓝色签名章，1 号命令
状共授予 299 名（大将 10 名，上将

31 名，中将 68 名，少将 190 名）将官
军衔，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

条例，授予粟裕等二九九名同志以

将官军衔。这是国家和人民所给

予的崇高荣誉和政治责任。凡荣

获将官军衔的军官，必须兢兢业

业，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勤勉工

作，提高军事和政治素养，发扬中

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团结、军民团

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巩固

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而奋斗。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以大将军衔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

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

务部部长、政治委员黄克诚以大将

军衔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

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副主任谭政以大将军衔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

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

员萧劲光以海军大将军衔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

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

部长王树声以大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

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以大

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以公安军

大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

令员许光达以装甲兵大将军衔

授予徐海东以大将军衔

授予张云逸以大将军衔

……

此令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授衔命令除在将官授衔仪式

上进行宣布外，还于当日通过中央
军委以电报的形式发至各军区、志
愿军、各军种、兵种、各学院及各总
部单位。这份命令是对英雄功绩
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无私奉献、大
无畏革命精神的崇高礼赞。授衔
当日留存下来许多珍贵照片，其中
有一张是周恩来授予粟裕大将军
衔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紧
邻粟裕站着的是黄克诚大将；还有
另外一张授衔典礼现场的照片，授
衔典礼上依次站立的大将有粟裕、
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在
这些当时留下来的照片中，大将的
站位都与命令状顺序吻合。

从命令状公布的大将、上将等
顺序来看，排序是按照编制序列和
任职情况确定的，徐海东、张云逸
两位大将因当时没有职务，所以排
在了后面。据此可以看出，大将的
人选和排序，在研究确定的过程
中，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的是将军们

“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
的贡献”，而在正式颁发命令状和
下发电报时，最终是按照编制序列
和任职而排定的。

大将排名，历史存疑
时至今日，距我军首次授衔已过去60

余年，而10位大将的排名问题却莫衷一
是。10位大将的排名曾出现过两种版本：

第一种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
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
声、许光达。这一排名是现今大多数出
版物中的名单顺序，如 1993 年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
书》军事卷，以及2008 年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的《高级将领传》等；

第二种为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

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
东、张云逸。这一排序曾出现在 1994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系列丛书之《当代中
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卷中。

两种排序除了粟裕大将不存在争
议外，其余大将顺序均不尽相同，特别
是徐海东大将的位置，一个第二，一个
第九，竟相差七位。大将排名的确定究
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大将排名顺序
到底哪一个更准确？尘封已久的历史
档案为我们解开谜团。

大将名单，屡经修改
翻阅建国后我军档案，回顾大将评

衔过程，名单的产生与确定可谓历经反
复。早在1952年4月11日，总干部部制
定《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工作的草案》，规
定军衔等级为6等18级，其中将官军衔
设置了少将、中将、准上将、上将 4 个级
别，此时将官的分级尚没有“大将”一级。

直到 1953 年 3 月，参考苏联、朝鲜
等国军队的军衔设置，结合我军实际，
总干部部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
军衔条例（草案）》，明确将官分为少将、
中将、上将和大将4级。

其中，大将的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的
基本标准为“一级军区司令员及相当于
该职务者”。这是我军当时的文件中首
次出现“大将”一衔。

大 将 人 选 的 确 定 也 历 经 变 化 。
1955 年 1 月，总干部部下发《评定军衔
的工作计划》，用于指导全军军衔评定
工作，其中强调“中将以上军衔，由中央
及军委于1955年1、2月间先行确定，以
便全军依此标准向下排队，逐级评定”。

同时指出，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为
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以及在
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
献。从实际酝酿情况看，大将的人选在
考虑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的
基础上，更强调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
革命事业的贡献。

1955 年 1 月 14、15 日，军委召开有
关军衔座谈会讨论军衔设置问题，同时
研究提出了元帅、大将、上将人选，并于
1 月 16 日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总干
部部罗荣桓部长联名上报毛泽东主席
关于元帅、大将、上将的预授名单。

从上报的名单看，大将初定人选提
交了 2 种方案：第 1 种方案为 15 人，这

15 人中除后来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等
10 人外，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肖克、王
震、周纯全；第2种方案为22人，在上述
15人之外，还增加了许世友、刘亚楼、邓
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等7
人。此后，经中央反复研究后，授予大将
数量及人员最终确定为粟裕等10人。

1955年9月15日，国防部部长彭德
怀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呈报《将级军衔
名册》，这份档案现存于解放军档案馆，
从审阅情况看，《名册》经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陈云、邓小平相继圈阅后呈报周
恩来总理。

此件中大将名单按粟裕、徐海东、
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
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的顺序排序。同
时，总干部部于9月20日上报的《元帅、
将官名单》中也沿用了此顺序。

9 月 23日，在授衔典礼召开前4天，
总干部部呈报周恩来总理关于《授勋、授
衔典礼上所用的授予勋章命令、授予军
衔命令和发给将官个人的授予军衔命令
样式》，其授予军衔命令样式稿中大将的
排序依然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
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
许光达，而且除徐海东、张云逸外，其他
人均注明了当时所担任职务。

对此，该报告给予了解释“徐海东、
张云逸二同志因身体不好，现在未担任
军队职务”。

据此来看，一直到正式授予军衔
前，国防部、总干部部等向国务院呈报
的大将名单中，均采用“粟裕、徐海东、
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
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这一排序方式，
这些呈报文件也成为目前市面上大多
数书籍中大将名单顺序的原始依据。

最终改定，有章可循

为何这一正式授衔排序一直鲜
为人知？这还要从当时将官授衔
命令下发范围与名单的公布方式
说起。

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向各
军区、志愿军、各军种、各学院、总
高级步校及各总部颁发的《授予大
将授衔命令》电令，电令最后特别
强调“此电令发至上述各大单位不
再下达”。而关于将帅授衔活动的
报道，中央也提前进行了部署。

1955年9月20日，总政治部就
授予军衔及勋章、奖章报道问题，
专门致电各军区、志愿军、各军兵
种，指出“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国务
院总理授予将军军衔仪式发表消
息，在消息中只公布元帅姓名，将
官的姓名及人数不公布。并全文
公布主席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
授衔授勋仪式“人民日报发表社
论，次日由新华社转播”。

因此，在授衔仪式举行后的第

2 天 ，也 就 是 1955 年 9 月 28 日 ，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头版新
闻中只公布了元帅名单和照片，

《人民日报》第 2 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
的典礼”报道中写道：“周恩来总理
分别把授予大将、中将、少将军衔
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将
官。”报道并没有提到具体将官名
单，授衔顺序也并没有正式对外公
布，这才引起后人在大将排名问题
上的分歧。

将之道，御千万之师，立万载
大业。无论排名先后，历经战争洗
礼的开国大将，其不朽功勋终将彪
炳史册。开国将帅千锤百炼、浴血
沙场的经历续写了中国荡气回肠
的战争史，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
前的气魄开创了中国改天换地的
新面貌，他们顶天立地、坚韧不拔
的精神铸就了中华儿女昂首挺立
的民族脊梁！

正式授衔排序为何鲜为人知？

大将徐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