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当元帅？ 哪些人能
做将军？ 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
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 毕竟，

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
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
次的“ 论功行赏” 是否公平、公
正 、公开 ，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
人利益 ， 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
定， 谈何容易！ 连毛泽东都说：

“ 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
不好搞的工作。 ”

邓小平曾指出 ：“ 我军队历
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
中起来的。 过去，有三个方面军，

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
合起来的 ，这就自然地 、不同程
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 ”这些“ 山
头”， 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
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
在， 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

关系仍很复杂。 按当时中央的有
关规定 ：元帅是行政三级 ，享受
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
级 ，享受副总理待遇 ，自大将以
上可算做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
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
待遇 ；中将是行政六级 ，享受部
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
领 ，可配备警卫 、秘书和保健医
生、厨师、勤务员；少将是行政七
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不同
级别之间 ，待遇 、权力地位的确
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

政治品质 、业务能力 、在部队的
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
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 ， 还有一
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
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
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
忆说 ，当时 ，少将以上军衔由军
委直接掌握， 所以工作量最大、

难度最大的“ 平衡 、排队 ”的任
务，就落到了解放军总干部部头
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从
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
了相当大的作用。

朱德 、彭德怀 ，因为战功卓
著， 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

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
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
堪称第一，是十大元帅中除朱德
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
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
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
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 新四军、

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

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
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
的“ 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
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

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
剑英一直是“ 中共军方在政坛上
的代表 ”，除他之外 ，党内 、军内
再无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
合考虑了“ 山头平衡 ”的因素和
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
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
谋长 ； 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
表 ， 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
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
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
野战军的代表 ，虽然战绩 、资历
并非最优，但总参谋长兼军委秘
书长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
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
代表； 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

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样，与
“ 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
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
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
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
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
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
又一代表，曾参加过护国讨袁战
争； 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

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
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重要时期的表现，

也是参考因素

除了“ 山头平衡”、 时任职
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这些将
领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
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他们的授
衔结果有所影响。

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
的萧克， 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

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
持了沉默，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
焘一边 。 用萧克自己的话说是

“ 站错了队”。 这成为毛泽东认为
其“ 在历史上不正派 ”的主要原

因之一，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
军衔的因素之一。

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
林彪。 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
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
第三位 ，除了基于战功 ，他因为
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
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
之一。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
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
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1955

年
9

月初，天津的一家
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

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
构成，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
色的五角星， 看上去威武庄严。

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
制的， 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

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 大元帅”

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
桓：“ 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
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
啊！ 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
方便啊！ 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

都不评军衔为好。 ”

毛泽东表态后， 刘少奇、周
恩来、 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

不参加评定军衔。 那时候，刘少
奇 、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 、政务
工作，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
解，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
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然而，

在他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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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央军委委
员中 ，除毛泽东之外 ，另一个没
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同一些干部的
闲谈中多次透露 ：“ 我并不需要
这个牌牌， 也够不上什么元帅，

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
么‘ 将’是合适的。 但这不是个人
问题 ，倘不评一些元帅 ，就会使
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 ”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
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
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封

“ 降衔申请书”。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
极了。 在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
信，走到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
委领导人面前说 ：“ 这是一面明
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彭德
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
写了三次。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

越说越激动， 起身离开座位说：

“ 不简单啊。 金钱、地位和荣誉最
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他
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
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
语调低吟 ：“ 五百年前 ， 大将徐
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
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
名天下扬。 ”虽然在正式授衔时，

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
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
见后 ， 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
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
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 请求降衔、不
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总干
部部副部长徐立清， 按条件，他
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
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

“ 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 ，不
能‘ 近水楼台先得月 ’”为由 ，申
请降为中将。 彭德怀几次找他谈

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
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
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
部长孙毅 ，历来淡泊名利 ，心胸
豁达。 他对人说：“ 我只有从劳之
苦 ，而乏建树之功 ，在评衔时要
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 ”但组
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
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 ， 红军时期就是师
长。 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
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 有什么
好争的？ 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
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
牲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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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我们命大活下
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
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
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 。 授衔那
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 他的周
围， 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

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
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
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
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 有同事小
声说：“ 老段， 你该站前边去，向
前走两排。 ”他却淡淡一笑：“ 组
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授衔时”

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
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
示认可， 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对
结果并不满意。 有的人虽然嘴上
不说 ，心里却不很舒服 ；有的人
眼泪长流 ，两三天不吃饭 ；还有
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
苦功高， 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
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
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
公开地说 ：“ 我要把那牌子挂到
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听到这些
事 ，很不高兴 ，讽刺道 ：“ 男儿有
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

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
帅军衔评定从

1950

年开始筹划，

在经历了
5

年的动态变化过程
后，直到

1954

年
9

月
28

日，才出
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

1955

年
9

月
27

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
礼。 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
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
过程。 而

1955

年的将帅授衔，也
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
状态 ， 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

“ 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
河中。

（据《环球人物》）

1955 年新中国首次将帅授衔典礼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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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首次

将帅授衔始末
1955 年 9 月

27 日下午 5时，中

南海怀仁堂举行

了授予大元帅军

衔典礼，这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

次实行军衔制。与

他们同一批授衔

的， 还有 10 名大

将、55 名上将、175

名中将和 800 余

名少将。

朱德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叶剑英

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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