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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发展

■胡为雄 王胜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世界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新的发

展。这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 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补充、发展和修正; 敢于以弱

制强，号召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孤立美国、苏联

两个超级大国; 加强中国军队现代化与国防建设，以人民战争防止敌人突袭; 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不

怕战争，准备战争，更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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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疑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他指挥弱

小之军抗击强大的敌人——— 日本侵略军、美国扶持下的

蒋介石军队，最后战而胜之; 后又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

朝作战，打败了以美国军队为主体的联合国军队，不仅保

卫了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也保卫了世界和平。
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史就是一部现代

中国军事思想史。从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

军事思想就开始产生和发展。在 20 余年的革命战争中，

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断丰富并达到成熟。从最初红军作战

的“十六字诀”，到解放战争时期总结的著名的“十大军

事原则”，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纪录。毛泽东

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战争观、战争形式和战争主体、战争

指导者及其战略战术等几个方面。从战争观看，毛泽东

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从战争形式和

战争主体看，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其

主体是人民军队; 从战争的实行来看，毛泽东要求战争

指导者能驾驭战争规律，能制定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这三个主要方面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骨骼，贯

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也规定了毛泽东军

事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

局，也改变了东西方的力量均衡。但由于它所处的环境

仍不能避免战争，这使得指挥战争构成毛泽东治国理政

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国内战场上，他要指挥中国人民解

放军追歼残敌、解放全中国; 在国外战场上，他要指挥抗

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等。毛泽东在指挥国内、国外

战争的过程中，对战略战术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对国际

政治、军事战略的深谋远虑，充分显示了这位东方大国

领袖的睿智。毛泽东在世界政治、军事活动舞台上扮演

的重要角色，也令其军事思想的发展带有新的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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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具有许多新的内容。
概括地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

军事思想新的发展主要有如下方面: 灵活运用十大军事

原则，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补充、发展和修正; 敢于

以弱制强，号召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孤立美国、苏

联两个超级大国; 加强中国军队近代化与国防建设，以

人民战争防止敌人突袭; 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不怕战争，准备战争，更要和平，等等。
一、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

断补充、发展和修正

无论是在解放全中国、追歼残敌的国内战场上，还

是在抗法援越、抗美援朝等国外战场上，毛泽东指挥战

争所运用的仍然还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
在解放战争时期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主要是采用歼灭

战、运动战等方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政权虽然逃到台

湾，但它在大陆仍有相当多的残余兵力。在追歼残敌、解
放全中国的战争中，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主要

是打歼灭战和运动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

解放军在歼灭敌人时往往采取大包抄的方式。从指挥作

战的许多电报中可知，毛泽东及其众多指挥员对这种作

战方式的运用已经十分娴熟。例如，1949年10月7日，毛

泽东在给中南地区指挥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等人的电报中，强调对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长官白崇禧部的“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1 ] ( P13 ) 。

11月24日，毛泽东又电林彪，可抓住时机歼灭白崇禧部

十六个师。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

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是否能吸引更多

的胡宗南部到重庆“而后聚歼之”[ 1 ] ( P88 )。毛泽东在提醒部

下不要轻敌的同时，更要看到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

倒，人民解放军作战势同摧枯拉朽，故他更多地采用大

迂回抄断敌军退路以歼灭之的方略。
在援越抗法的战场上，十大军事原则也尽显威力。

1950 年 10 月 6 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

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 ( 当时奉派越南，以中

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

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的电报中指出:“先集

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形围歼高

平南逃之敌。”[ 1 ] ( P233 )边界战役是越南人民军同法国殖民

统治者的军队打的一场歼灭战，此役于 1950 年 10 月 12
日结束，共歼法军 9 个营 8000 人。随后，经过奠边府战

役，法国在越南的统治也就结束。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更是

大显神威，不仅运动战和歼灭战打得成功，也体现了毛

泽东一贯慎重初战、先打弱敌的思想。1950 年 10 月 21
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

怀的电报中指出: “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

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

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1 ] ( P268 ) 25 日，毛泽东根据战

场的新情报和自己的判断再次电示彭德怀、邓华:“据说

美军战斗力比伪军为弱，但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

宜。”[ 1 ] ( P294 )毛泽东坐镇北京，并不越俎代庖，他对志愿军

前方部队的指挥，他所提出打歼灭战的作战构想是随着

朝鲜战场的形势而变的。由于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有苏

联的军事装备特别是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斗志旺盛，毛

泽东更想歼灭以美军为主力的敌人，并要志愿军做好充

分准备。除了打歼灭战，毛泽东还根据战场的形势及时

提出围敌打援的计划。

1950 年 12 月初，志愿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后平

壤解放，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拟停战和谈。此时，毛泽

东并不因为胜利而轻视对手，而是想消灭更多的敌人。

12 月 24 日，他电告彭德怀:“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

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

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 1 ] ( P369 )

从以上指挥作战的电报看，毛泽东把国内解放战争

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运用于朝鲜战场，彭德怀则

直接指挥志愿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然而，美国军队毕竟是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世

界一流军队，要对它实施大规模的歼灭性打击很不容

易。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故他不断调整作战方式，

并且把在解放战争初期打击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

民党王牌军队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1951 年 5 月 26
日，他致电彭德怀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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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

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每次作战野心不要

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
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如果这样

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

宜。”[ 1 ] ( P490 )毛泽东把这种小规模歼灭战比喻为国内解放

战争时期曾经采用的零敲牛皮糖的战法。
经过朝鲜战争后，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了反思，对十大军事原则做出了新的解释。1958 年 6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

讲话时，强调十大军事原则要发展。他说:“十大军事原

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

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

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 当然

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

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

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

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2 ] ( P389 )

显然，经过新的战争实践之后，毛泽东善于总结新

的经验，不断丰富自己的军事理论，并把新的经验又运

用于战争。不过，毛泽东认为十大军事原则中的基本战

法总是管用的。
积极探索新的军事理论在毛泽东对越南战争经验

的重视和总结中也明显可以看出来。1966 年 2 月，毛泽

东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汇报时，对战略战术作了

如下反思:“诱敌深入，过去灵，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

越南不灵了。敌人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

不深入怎么办?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诱敌深入第一阶段

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 3 ]
( P334 ) 毛泽东更多地看到了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会出现

许多不能预见的情况，他设想用各种战略战术来保卫中

国的安全。到了 1969 年，毛泽东更注意立体战争。不过，

他认为战争形式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会出现立体

战，但利用运动战、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总是作

战的关键。

二、敢于以弱制强，号召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

国帝国主义

1950 年以后，因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插手台湾海峡，

后又发起越南战争，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干涉别国事务。
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战略上思考最多的是怎样结

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对付美国。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在与国际友人

的谈话中，多次谈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全世界许多

国家都受其侵略，主张全世界人民起来打倒美国帝国主

义。毛泽东立足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1957 年曾

做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的判断: 帝国主义的

力量在衰落。
毛泽东还从哲学上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思考。1958 年

12 月 1 日，他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

真老虎的问题》。文章主要是从事物发展的二重性来看

帝国主义，这也是毛泽东联系实际观察军事形势的方

法。毛泽东更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共同反对美国的帝国

主义政策。1960 年 5 月，毛泽东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及

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

时，在谈话中提倡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他鼓励

非洲友人: 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取得胜利。
从总的战略上看，毛泽东是藐视美帝国主义的，他认

为弱小国家团结起来能战胜帝国主义。1970年，毛泽东在

支援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

争所发表的著名的“5·20”声明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

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说，目前，在世界

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
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因此，美帝

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毛泽东指

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

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

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

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3 ] (P365 )

三、争取中间地带，团结“第三世界”，孤立美国、苏

联

在设想团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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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基础上，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又提出

了中间地带理论，这个中间地带既包括广大被殖民压迫

的国家，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
毛泽东认为，美国想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国家。1954

年 8 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时指出: 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

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

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

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

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

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

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毛泽东想把英国等这

些中间地带国家争取过来，脱离美国的影响。故他对英

国访华代表表明自己的立场，强调和平共处与合作。

1962 年 1 月，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

会理事长安井郁时，也谈论了中间地带理论及其范围。
他说: 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以外，“都算中间地带”。

到了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

上又提出了两个“第三世界”的理论。随着世界形势的发

展，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的破裂，中国共产党

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 70 年代前期，毛

泽东对“三个世界”的规定有新变化，并且更加清楚简明

了。1974 年 2 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除了

表示“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外，更从政治和军事上作

了这样的划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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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P391 － 392 )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论点，其战略目

标很明确，在 50 年代以后就是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起来反对美国，在 60 年代后期则是既反对美国亦反对

苏联，并且重点是反对苏联。
从 1968 年开始，毛泽东将苏联与美国相提并论，列

为反对目标。在 1969 年中苏边境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毛

泽东的战略防御重点转向了苏联。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

联，他采取联美抗苏的战略，并在 1972 年欢迎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华，接着又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作为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愿

意看到世界由美国和苏联来主宰。1970 年 7 月，他在会

见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安德列·贝当古率

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国际的事

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美国、苏联“两个大国来决

定”[3 ] ( P367 － 368 )。
四、加强军队现代化与国防建设，以人民战争防止

敌人突袭

毛泽东非常注重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力主加

强国防建设，发展尖端武器及核武器，同时实行民兵制

度，搞好三线建设，并加强民防。
在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渴望拥有自己制造的

飞机、坦克的同时，毛泽东更想拥有核武器。1958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要研

制核威慑武器。他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2 ] ( P387 ) 为此，毛泽东主

张抓紧经济建设和武器装备建设。他提出，全党团结起

来，全军团结起来，为实现强军这个目标而奋斗。1965 年

1 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国

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余秋里汇报制定国民经济发

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时说: “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

过国际水平。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

要超过。”[ 3 ] ( P290 ) 此前，中国已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

弹。毛泽东的话表明了他对拥有更强大的核武器的决

心。
不过，毛泽东认为，与任何武器相比，人是决定的因

素。因此，在实行军队正规化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实行

全民皆兵。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多年来一

直实行民兵制度，这为加强国防起到了良好作用。搞好

三线建设则是毛泽东加强国防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

这也是着眼于准备打仗。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余秋里汇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时

说:“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
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3 ] (P290 )毛泽东

提议:“各省都要注意搞三线建设。”[3 ] ( P291 )与此同时，毛泽

东还想到让全国人民都有国防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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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的思想

具有突出的地位。毛泽东在推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同

时，抓紧抓好三线建设，以做好战备工作。他在新的时代

仍然注重人民战争，就是落实革命时代曾经盛行的民兵

制度，加强民防，以做好实战准备，随时消灭外来侵略

者。
五、不怕战争，准备战争，更要和平

中国有句古话: 自古知兵非好战。这种军事伦理在

毛泽东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尽管毛泽东谈战争，谈准备

打仗，谈战争引起革命，但他更需要和平并努力争取和

平。他对战争的本质认识得很清楚，强调和平与战争是

一对不可分离的社会现象。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

的建设上，他希望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借助社会主

义阵营的团结来保证和平。他强调: 要在国际上执行团

结的方针，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

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因为大家都要

和平，都要搞建设、做生意。不过，鉴于美国的侵略行径，

毛泽东对之非常警惕。因此，毛泽东关于防止战争、争取

和平的号召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的。
毛泽东争取国际和平环境，是为了中国更好地进行

和平建设，而中国强大了更容易制止战争。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军事代表团时说:“我们需要争取

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不

仅能打游击，而且可以进行正规战了，也许那时候帝国

主义就很难打了。”[2 ] ( P352 )毛泽东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在变

好，但是他同时指出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

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陷入动荡不安中，中国的生

存环境更加恶劣。作为乐观主义者，毛泽东即使在困难

的时候也看到光明，并争取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
但是，在整个 60 年代，毛泽东处置国际事务的重点仍放

在防止战争上。1961 年 8 月，毛泽东在会见巴西共产党

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时这样说，按照社会主义阵营

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

见，是不要战争的，并且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

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就准

备好。“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 3 ] ( P126 )

毛泽东根据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强调准备战争、
保卫和平，认为战争会引起革命，但他并不是唯战争论

者和唯革命论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曾设

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革命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取得

政权。
毛泽东还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进行了哲学阐释。

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指

出，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里说: 像战争与和平“等等

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

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

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

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

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

相转化。”[ 2 ] ( P338 )毛泽东这里把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性质说

清楚了。显然，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

续，作为军事家更希望和平的政治。
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发展，使我

们能够更完整地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使我们能够更

灵活地应对我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即在与邻国解决领

土主权之争时，学会合理地使用武力来捍卫和平、维护

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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