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战争是一个充满着正义精神和力量的政治

词语。人民战争是我们民族自强自立的法宝。依靠人

民战争，中华民族赢得了近百年来程度最高的国家

主权独立。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不断延展，人们似乎

早已忘记了人民战争是什么了。面对一个趋向市场

化的“社会分层日趋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人们更多

地关注自身的那块奶酪。忘记战争，同时也忘记了人

民战争。不久前偶尔听到有人说要打一场禁毒的人

民战争。为什么要使用人民战争这个概念呢？为什么

会想起人民战争这种方式？我们曾经看到 “去人民

化”的现象，因为废除“人民公社”的关系，有人提出

将带有人民两个字的名称尽可能地去掉。这不禁让

我们开始思考人民战争这个概念的意味。

人民战争尽管是一个政治概念，但也的确是一

种存在过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与社会中的每

一个人都相关。我们想探讨一下其中内含的伦理观

念，也即人民战争得以进行的伦理前提。以期加深对

人民战争的认识并讨教于大方之家。

一

人民战争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从人民与战争

这两个概念来看。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

基本成员[1]。战争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

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

的武装斗争。[2]从字面上看，人民战争肯定是以人民

为主体而进行的战争。而实际上人民同什么样的敌

人进行战争呢？这是一个问题。

人民是一个群体最为宽泛的概念，人民和人民

不可能进行战争。人民自身也难以自发地进行战争，

人民只有形成某种集团并因追求集团的利益发生冲

突才会进行战争。这种集团一般而言是共同利益维

系的集团。集团形成本身就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人民这个概念和战争联系起来，人民就具有比较

强的集团色彩，换句话说，是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

谁属于人民，要看是否属于同样的利益集团。共同利

益集团内的人们互相以人民相待。现代社会往往以

国家为单位。但就人民而言，他国的人民也是人民。

他国的人民过着正常的生活，似乎没有理由同我国

的人民进行战争。但战争毕竟是存在的。这说明，人

民这个概念并不抽象，人民意味着某个利益集团的

基本成员。中国文化中人民和国家的概念不是很清

晰。“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3]。人与民是两个

概念。民是百姓，人是官宰。但国与家却是一个概念。

国就是家，家天下。中国文化中除了君权、神权、族

权，还有夫权。我们的社会组织是单一化的：家国一

体。人民两个字形成一个词，应是近现代的事情。人

民，意味着人与民是平等的，是一个利益相关的结合

体。尽管是个抽象的集合名词，人民寓意则包含着结

合体中人际关系的丰富内容。人民之间不再存在君

权神权族权和夫权了。人民连在一起，从一定的意义

上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既是世

界发展潮流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看作社会本身寻

求发展出路的一种选择：民智的确是到了得到承认

的时候了。从资产阶级建立共和国开始，世界就算进

入到了开掘民智和充分利用民智的时期。这可以从

马克思描述资本家发展社会物质生产的盛况得以证

明。人民战争可以从政治集团开掘和利用民智的角

度来理解。人民战争就是人民智慧的闪耀。

人民战争的特点从人民的视角而言，是注重战

略的，人民理解战争并参与战争需要一个过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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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可能速战速决。人民战争是防御性的，人民没

有侵略他人的理由。人民战争也是战争的弱势一方，

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来进行。

二

人民战争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种理解就是现政府代表人民而进行的战争。

几乎没有政府会说自己不代表人民。政府是民意的

执行机构，政府所需要进行的战争似乎理所当然地

是人民战争。像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

府尽管是以天皇的名义，其实和以人民的民义似乎

没有多大区别。日本也几乎全民皆兵，连未成年的儿

童也参军作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大概也自称是人民

战争。但我们认为，仅仅是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集团的

目的而发动的战争并不能称之为人民战争。人民战

争是否名副其实不应当由当事者自我证明，应该由

历史事实来做结论。就日本而言，日本国内部反战的

势力的存在以及民众因被欺骗而参战的情形。再者

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行的战争完全是在别国

的领土上进行的，不可能得到其全体民众的直接支

持。迄今没有听说或见到日本政府自称人民战争的。

历史上民族之间、利益集团、国家之间的很多战

争称之为人民战争的并不多见。这恐怕也说明战争

的双方自己也明白战争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人

民，或者至少主观目的不是为了人民。民族之间、政

府或者政权之间的战争大多数也还是为了利益集团

的政治利益，民众尽管也参与其中，但不是主动而是

被动地投身进去。那么，这样的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其

实是肤浅的甚至是不符合人民战争这个概念的真实

含意的。我们不认同这样的理解，这样的理解不是本

文所探讨的人民战争的内涵。

另一种理解，政治集团代表本集团的人民组织

并进行战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必须是防御性

的，在本土，既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也得到民族生存

地域条件的支撑。这种理解重要的是分析战争过程

中就人民群众参与的程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尤其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所统

领的军队所进行的那次战争堪称人民战争的典范。

人民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工农红军为主体 （此主

体意味着战争主要工具，下同），抗日战争时期以国

民革命军为主体 （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政府军即

国民革命军），解放战争时期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

仅仅是军队参与的战争，肯定不能说是人民战争。就

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所发动的对亚

洲国家包括中国的战争，尽管动员了日本的广大民

众，但也不能称之为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所进行的战争，分为几个阶段，但在各个阶段除

了阶段的特点之外，还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

点不仅局限于领导者成员或者说战争指挥者，还有

更加重要的是战争的宗旨，进行战争的目的和战争

手段差不多是相同或相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

领导的战争时间长度达 22 年，范围达至全部大陆和

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之外的全部岛屿。这 22 年的战

争尽管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走向胜利。

这样的长度和这样的规模的战争取得这样举世

瞩目的胜利，其中得失所在，人们的总结很多，不乏

精辟之作。但有一个共同之处：肯定人民战争的性

质。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那么，人民为什么会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呢？

小车可以推出一个战略决战的胜利，其中其实蕴含

着民智民理民力，是民智民力的胜利。

三

人民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亲切而充满正

义的字眼！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

苦难，战火兵燹连绵不绝，是人民战争赢得了中华民

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 毛泽东这个名字也是随

着人民战争的进行而在中国人乃至世界被压迫人民

心中响亮起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也被概括为人民

战争思想。毛泽东《论持久战》[4]等著作中对于人民战

争的确做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论持久战》发表之

初，正值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之际，毛泽东给当时

的中国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以人民战争战胜民族的

敌人，赢得自身的解放！研究人民战争的论著很多，

研究《论持久战》的著述汗牛充栋。历史延续到了 21

世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 60 多年！世界也

已经进入到高新技术时代，新的军事变革 （或者革

命）正在进行！人民战争思想对于高新技术条件下的

战争方式是否适宜，是面临战争威胁的每个民族都

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居安思危而必需

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课题。

人民战争曾经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相

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面

临战争威胁更多一些。所以，人民战争研究对于发展

中的国家民族更有意义。

自从 2001 年“911 事件”以来，发达国家也面临

战争威胁。只不过，这种战争被冠之以恐怖事件。其

实，美国人研究人民战争的著述也很多。

人民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人民战争的定义如何

确立？人民战争，顾名思义是指人民参与的战争。但

是这个定义是提供信息不完整的定义。事实上，任何

一次战争都是有人民来参与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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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骨”不是指人民么？

四

当我们看到军事武器的飞跃性发展的同时，我

们还应当看到，人民战争的对方往往都是持有先进

武器的。而武器的改进和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武器的

改进和创新是靠人来进行的。武器的使用同样必须

由人来掌握。士兵的重要性即体现如此（但不仅仅如

此）。强调武器无疑是战争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

战争的目的毕竟是由人来决定的。战争进行到什么

程度也要由人决定。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

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所以，

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看起来似乎简

单而明了，无需论证的真理。高科技条件下战争中的

人依然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武器不是决定性因素。高

科技武器的出现改变战争的形式，提供加速结束战

争的条件，也是制止战争的条件。人民伦理观是支配

高科技的前提条件。

人，战争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是兽性的

吗？当人们看到波兰的犹太人集中营、中国南京的大

屠杀，人们有理由认定，战争中的人，至少有一部份

即那些随意杀害平民的人是兽性的。兽性的人既然

只是一部分，那么探讨战争中的人的伦理观念就是

极其有价值的事。事实上，探讨战争伦理的著述非常

丰富。笔者认为，相当多的著述是以抽象的人为前提

进行探讨。这样的探讨尽管富丽堂皇，但并无实际意

义。人，作为个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经典

名言）。就人民战争而言，个人在人民战争中非敌即

友，不会出现中立。敌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

的条件下，敌人可以转化为盟友。敌人何以达到转

化，取决于什么样的条件，是人民战争所应该具备的

前提。敌我关系问题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人民战

争亦如是。敌我关系问题又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尤其

是对于人民战争而言。实际生活中处理敌我关系问

题可以形成许多细则、条例，但这些细则、条例是在

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基础上来实行的。理解这些

细则、条例应该出于某种目的、某种角度、某种原则。

涉及人类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

系的问题历经人们不断地思考、反思，逐步形成一些

基本的共识：伦理观。伦理观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

基本原则的内在前提。

人们记忆着波兰犹太人集中营（电影《辛德勒的

名单》），记忆着南京大屠杀。人们保持着这些记忆，

还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以加深这些记忆，警

钟长鸣，甚至还要不断地告诫那些没有战争经历的

人也要记住这些苦难的事件。在记住这些悲剧性的

苦难的同时，人们实际上还在不断地进行反思、探

索、寻求，希翼找到永久避免这些类似悲剧的重演。

“911 事件”之后，美国人连续每年举办纪念活动。每

次纪念活动中都要诵念死者的姓名，不厌其烦！面对

这种不厌其烦的诵念，旁人却没有不动容的！而这种

动容本身可能意味着人类反思战争的不竭动力，人

类反对战争的基本的理由（厌恶杀戮和死亡？）。完全

不对等的冲突、赤裸裸的杀戮，直接给与人们唇亡齿

寒、兔死狐悲的印象。所以人们追求人际之间、群体

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某种公平或平衡，竭力避免

不平等和冲突。

可是，战争在这个地球上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同时，人们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同样没有停止。对实

现公平与平等的方式方法的实践也在持续的进行。

五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矛盾

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

目标，需要具备内外的相关条件，当这些条件可以通

过强力威胁从另外的政治集团得到的时候，战争是

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结束的 （也可能仅仅是

暂时的）；一旦强力威胁失效，战争政治集团的双方

接着就是直接诉诸杀戮的血腥的战争。政治集团追

求的肯定不是自我毁灭，因此，战争肯定不会没有结

局。结局就是政治利益的实现。（现在伊拉克战争已

然似乎结束了，而美国大兵却在出现增兵伊拉克的

趋势或呼吁。这种现象说明美国政府发动的这场伊

拉克战争只是暂时取得部分政治利益，并未获得全

胜。）政治利益应当以公平和平等作为诉求。

政治集团以公平和平等的诉求来追求实现自身

的集团利益，进而诉诸战争。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

一贯如此。部落战争，民族战争，国家战争，国家集团

战争，一部人类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战争史。（大决

战淮海战役之后毛泽东感慨：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我

们应该可以找到不流血的方式。后面的平津方式、绥

远方式、湖南方式、新疆方式等等，三大战役后大陆

政权更替象忽然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

政权的诞生和另一个政权的崩盘似乎如此轻易，有

些令人瞠目结舌。）战争史就是追求公平和平等的历

史，不同的政治集团力争将自己对公平和平等的理

解强加于所征服的对象群体。公平和平等即是正义。

政治是追求正义的艺术。政治集团的组建本身

就是为了追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当初，人类为了生

存而结成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也是为了人类

利益（生存利益、安全利益等）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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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成一个切实保障自身利益的集团，组建集团

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故而有政治是追求正义

的艺术之说。

所谓正义，尽管也是众说纷纭，但正义满足大多

数人的基本权益当是不争的现实 （公平和平等的底

线）。正义本身的内涵应该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

深入而日趋复杂丰富(公平和平等的底线不断升高)。

僵化的现实不存在，僵化的概念自然也不会存在。尽

管概念的变化可能在现实变化的后面。正义，在什么

时候，恐怕都得满足基本群体的基本权益吧。没有基

本的公平和平等，矛盾就会激化，战争就会出现。换

言之，正义应该符合人民的基本要求。

战争只有追求正义并坚持正义才能得到胜利。

正义既然必须满足人民的基本权益，任何战争都必

须追求正义。实际上任何战争的方面都是自视为正

义的一方，没有哪个政治集团自认为非正义。正义与

否是否以赢得战争与否做结论呢？胜者王侯败者寇，

胜利者是不被追究的。迄今为止，这个观念在强权者

的视野中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

日本军国政府当年就曾经认为它在解放亚洲。

现在的美国布什政府就以为它在为中东创造民主的

幸福生活。日本军国政府失败并经过了远东军事法

庭的审判。日本的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日本政府是

非正义的。日本现在有一部分人要否认这个历史结

论甚至事实 （支撑的理由其实是日本国力的强盛）。

就历史长河而言，在强权政治依然盛行的世界，正义

与否是否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味呢？美国

政府出兵为中东创建民主的事情远未结束，正义与

否似乎就更难做结论了。丛林里弱肉强食的原则依

然盛行。

但这个世界不会永远由丛林原则主宰。强者毕

竟是少数，世界不是由强者独享的。随着时间空间的

转换，强者也有变为弱者的可能。人之所以不同于别

的物种，即是因为人不是生活在丛林里，丛林原则不

能作为人际之间正义原则。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公平

的秩序的表征。正义的事业即追求公平和平等的事

业是必将得到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事业。正义是人

类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正义意味着公平，正当，正

确而恰当。正义意味着人群乃至人类的绝大多数，正

义的就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人群乃至人类的大多

数都能理解这种对于公众而言作为利益的正义，才

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实现。正义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正义会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得到充实和

丰富。

人民战争以弱胜强。这是人民战争的一个显著

特点。人民之间没有产生战争的必然原因。人民战争

的对象就必然是非人民战争的政治集团。人民战争

即正义战争。人民战争的伦理观简言之即人民伦理

观。人民伦理即是公平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原则。进行

人民战争必定是防御性的战争。人民战争不仅得到

本集团人民的支持，甚至得到敌方人民的支持。列宁

领导的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战争、朝鲜战争

等现代历史上规模大、影响深远的战争莫不如此。其

以弱胜强的原由即在于此。

概念是思维的纽结。这个纽结既然是思维之网

的某个节点，其相关性的事实和该纽结联系紧密是

没有疑问的。人民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人民存在

于一个集体中，人民是平等互助的合作关系。是家人

的关系吗？不是。家人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附带着

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人民之间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

公平和平等，同时体现合作与互助。

官兵平等、兵民一致、瓦解敌军是人民战争中的

基本政策。而这种政策正是基于人际平等的正义原

则。人民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组织和指挥战

争的人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没有特殊的利益，他

不自绝于人民，不自高于人民，自特殊于人民。兵民

一致是内涵于人民战争这个概念中的。官兵平等也

是包含在人民战争这个概念本身之中了的。人民之

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在人民战争中的指挥人员也

是人民的一部份，官兵也是互相平等的。“同志们跟

我冲”“弟兄们给我上”这两个典型的战地用语形象

地道出了人民战争与非人民战争中官兵关系到不

同。敌方参与战争的士兵，甚至官长，并不是天外来

客，也是人类的一分子，（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的

下场就是被枪毙，没有其他余地。我们可不是白

军。[5]）波兰士兵亦为波兰及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

他们本人也是不得已才被迫充当工具[6]。人民战争中

的基本政策的伦理前提简言之即人民。没有组织起

来的人民是盲目而虚弱的，组织起来的人民则是无

往而不胜的。组织人民必须有一个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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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Report is one of the main modes for the Blogger report. Compared with the retail- style report, this paper

discusses bo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blogger - personal style with the on - spot report and the its limits in multi - perspective and

progress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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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Mar tial Ethics of the Contemporary War
with Demos- par 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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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ommanding Institute of PLA Logistics, Beijing 100858)

Abstract: The practical objects of a war with demos- participation aims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the community’s daily life

from any attack or damage.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war is due to the commo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accorda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blocs’ policies with the common people’s benefits consists the

premise of such a war. The determinants for a contemporary high- tech war still the man instead of the weapon. Thus, the

demon martial ethics is the premise that dominates the contemporary high- tech wars.

Key words: a war with demos- participation；ethics；high- technology=high-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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