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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探索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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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同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不能比肩并起，成为制约增强中国综合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掣肘，这个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毛泽东通过创造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斗志的通俗话语、发出

敢于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强音、主动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力促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重视通过影响

国际舆论，营造有利于我的话语氛围，扩大了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分量。这些有益探索，对

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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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

就要挨骂”，并强调，前两个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

“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挨骂问题，

就要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的

提升同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的发展不能比肩并起，成

为制约增强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掣肘，这个

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研究毛泽东提升中国国际话语

权的有益探索，对提升当今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

软实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创造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斗志的通俗

话语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进而赢得国际话语权，就要

以对国内外局势的科学研判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能赢得广泛理解并高度认

同的通俗话语。毛泽东曾提出过许多深刻而又朴素的

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斗志的通俗话语，对提升中

国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影响。
以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例，

此论断一经提出，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对于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正确认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

质帮助巨大，对于提升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意义巨大。
面对二战后美帝的强势，国民党的嚣张，以及党内外一

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必胜信念的动摇，毛泽东深刻而且

豪情地宣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指出:“原子

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

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

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

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

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

派，而是属于人民。”［1］60 －61“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

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1］299 不

仅如此，毛泽东还列举出俄国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
日本帝国主义的实例来说明包括当时的蒋介石及其支

持者美国反动派同样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

老虎”的话语内容虽然看似简单，实则蕴含深刻哲理，

正是话语内容的真理力量深入人心，才能取得革命斗

争的成功，甚至连反动派都承认我们的话语宣传、话语

鼓动工作存在奇迹，这是因为真理性话语深入人心，

“这个真理是无法回避的”［2］。“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相符合

的真理性话语，正因如此，这样的话语才能得到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的理解、认同、支持。毛泽东还指出:“现

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

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

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3］73毛泽东还

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即“它们

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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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处于上升时期时，“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

一段时间，……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纸老

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1］362 －363。
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的通俗话语，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
方法对这一话语进行深刻分析，话语通俗、内涵深刻、
传播广泛，对于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加强中国人

民乃至世界人民胜利的信心帮助巨大。毛泽东还提出

了“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打到帝国主义愿

意罢手为止”……等等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斗志

的话语，对于加强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

势力作斗争的信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有重要意义。
二、发出敢于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

强音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但要创造出鼓舞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斗志的通俗话语，还要发出敢于同帝国

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强音，并实际地同帝国主

义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二战以后，“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

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

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

服战争危险。”［1］55 －56对待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毛泽东

态度坚决，强调既“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又“不

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不可怕”。面对世界

大战可能打得起来的局势，毛泽东冷静分析、沉着准

备，鲜明表达我们对待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的态

度:“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

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1］284 之所以反

对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是因为和平的局面更加有

利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之所以不怕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是因为毛泽东深

刻地认识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人民的

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4］469。“优势是在民主力量

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

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

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

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5］因此，即使帝国主义和一

切反动势力暂时具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优势，他们也注

定会失败。正因为毛泽东深刻洞悉这一点，他才掷地

有声地发出敢于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中

国强音。毛泽东多次通过发表声明、谈话讲话、接受访

谈等多种方式发出中国声音，表示坚决支持世界上被

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鼓舞作

用巨大。毛泽东深刻洞悉话语力量的根本在于赢得人

心，适时发出“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不害怕帝

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不可怕”“打到帝国主义愿意

罢手为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破除迷信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打败帝国主义的任何挑

衅”“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等

等敢于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强音，极大

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
三、主动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力促国际统一战线的

建立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开展国际反帝反霸斗争，既

不能单打独斗，也不能画地为牢，而要主动设置关乎国

际整体局势的重大话语议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

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共同的敌对势力

作斗争。毛泽东通过主动设置关乎国际整体局势的重

大话语议题，力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国际统一

战线的建立，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
开展国际反帝反霸革命斗争，需要获得国际进步

力量的支持。“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

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3］62“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

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

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

争。”［6］那么，谁是可以团结的进步的力量? 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

话中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

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

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59。后来，毛泽东又具

体分析了“中间地带”，认为“中间地带”的国家都反对

美国的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是第一个中间地带; 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

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

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

对美国; 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

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

国赶走”［1］509。正是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广阔的中间

地带的国家是国际反帝反霸斗争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

量，并顺势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

重大话语议题，号召结成最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

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为赢得亚、非、拉广大经济

落后国家的支持提供了有力的话语依据。毛泽东还呼

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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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

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

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

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1］511后来，毛泽东还提出划

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

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

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

非洲 都 是 第 三 世 界，拉 丁 美 洲 也 是 第 三 世 界。”
［1］600 －601毛泽东主动设置关乎国际整体局势的重大话语

议题，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

想，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加强

同亚、非、拉等被压迫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的团结合

作，加强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进而调动一切

国际进步力量反帝反霸，提升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

的话语地位意义重大。
四、重视通过影响国际舆论，营造有利于中国的话

语氛围

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的力量和舆论宣传工作，并

深刻认识到通过影响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来扩大中国

话语的世界影响。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

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

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7］ 1939 年，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指出，德

意、英法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

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

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并深

刻揭露了战争的本质“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

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1］23。
打破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操纵和蒙蔽下的国际舆

论是毛泽东营造国际舆论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当国民

党方面利用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反动的新闻出版和检查

制度，遏制各种进步声音、妖魔化革命队伍时，毛泽东

意识到，必须打破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封锁，不能被帝国

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舆论绞杀，要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认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毛

泽东将战略眼光放得很远，他首先立足自身，通过我军

掌控的舆论工具对解放区民众进行宣传，同时他也十

分重视借助政治上中立以及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外媒介

将宣传范围扩大至国统区甚至国外，力求通过客观公

正的报道，使受反动宣传蒙蔽的民众认清我军的真实

面目。”［8］30这样，严密的舆论封锁被撕开口子，对反动

派的舆论垄断和舆论滥制有力回击，让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真实情

况，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营造了良好的话语氛围。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指出，中

国抗日战争的成绩包括“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

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

抵抗了”［4］375。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是毛泽东提升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深知，影响国际

舆论营造有利于我的话语氛围，就要主动发出自己的

声音，“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否则，“话语失

声”就会自觉或不自觉沦为西方强权国家实施“价值渗

透”、“价值干涉”的话语俘虏，更加谈不上中国话语的

世界影响。毛泽东针对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时的情

况指示说:“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

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

到我们的声音。”［10］“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进而熟识、理解乃至认同我们的话语，才能为社会主义

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

舆论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别有用心的舆论滥制滥用充

斥着各大舆论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牢牢掌握

舆论制造权，制造正确的国际舆论，有力动员国际舆

论，并同虚假错误舆论作斗争，引导国际舆论往正确方

向发展，营造有利于我的话语氛围，进而变舆论弱势为

舆论强势、变话语被动为话语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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