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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类自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以来 ，各种观念的形成所仰仗的社

会环境无非是两种 ，即战争与和平 。总的说来 ，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战

争环境短于和平环境 ，但战争所促成的社会剧变 ，给人类思想造成的

直接撞击和潜在影响 ，又是和平环境所无法比拟的 。

当今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不会改变 ，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依然存在 ，民族矛盾 、宗教对立 、领土争端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 ，局部战

争 、恐怖主义愈演愈烈 ，这些都在警告世人 ，国无防不立 ，民无兵不安 。

世界军事变革迅猛发展 ，战场向陆 、海 、空 、天 、网络多维空间扩

展 ，质量建军 、科技建军已成为各国军事领域竞争的主要战场 。大学

生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层 ，强化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 ，已

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共同选择 。如美国依据枟国防教

育法枠和枟普遍军训与兵役法枠 ，在 ３５０所高等院校和 ６５０多所高级中

学开设了后备役军官训练团 ，由国防部统筹和领导 。

大学生是最新科学技术的承载者 ，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 、先进文

化的传承者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

接班人 。在大学生中深入 、持久地开展国防教育 ，对于激发国防意识 、

振奋民族精神 、提升国民素质 、造就祖国栋梁之才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大学生军训是枟宪法枠 、枟兵役法枠和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

法枠所规定的必修课 ，是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的一种方式 。浙江

大学作为 １９８５ 年全国首批 １１所试点高校之一 ，始终把大学生军事

训练和理论教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在军事训练和军事教学方面已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浙江大学等一批地方高校的军训试点工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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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全国各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全面开展学生军训工作发

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

大学生军训意义重大 ，除了使广大知识青年掌握基本的国防知

识与军事技能外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树立起国

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强化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 。同时 ，军训也有利

于加强大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 ，增强身心素质 ，提高适应艰苦环境的

能力 。通过了解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防发展趋势 ，还可以增强科

技强军的紧迫感 ，主动思考专业知识与国防科技相结合的可能性 ，强

化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意识 。

枟大学生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教程枠一书是浙江大学从事军训组

织工作和军事理论教学工作的教师们集体探索的成果 。该书先从当

今世界大势和中国战略文化发展轮廓说起 ，在分析了中国国防体制

与力量建设的基础上 ，从全球视野的高度分析了大学生军训的重要

战略地位 。同时该书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军人的法律法规 、军姿军

容 、轻武器射击 、火线穿越 、军事地形学 、野外生存 、应急反应等军事

常识科目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

枟大学生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教程枠突破了传统军训教材的结

构 ，体系上有创新 ，内容上有突破 。宏观上大气磅礴 ，微观上深入细

致 ，全书既实际生动 ，又思想性昭显突出 ，是一部品位较高的军事训

练教科书 。

作为一名从戎半个世纪的老兵 ，借此机会谨向该书的编写者们

致以祝贺和谢忱 。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前会长
少将

２０１２年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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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背后的真相

　 　美国参议院 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２７日 ，一致通过了旨在“强烈反对中国

军舰在南海争端中使用武力”的决议 ，并敦促“通过多边和平程序解

决南海争端” 。为什么会有如此有针对性和强硬的表态 ，而无视中国

一再强调与越南 、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就争端进行一对一商谈 ？

第一节 　霸权主义的阴霾 ———从拉登之死谈起

２０１１年 ，拉登的死为美国十年反恐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表面上

来看 ，拉登的死跟中国毫无关系可言 ，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时间回

到 １９９９年的 ５月 ８日午夜 ，北约之首的美国 B ２隐形轰炸机悄悄

飞抵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空 ，投射 ５ 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中国

大使馆 ，造成 ３人死亡 、２０多人受伤的惨剧 。

虽然美国极力狡辩这次袭击是“误炸” ，但每个见到使馆断壁残

垣的人都会知道美国的高科技炸弹是多么的“精确” ———每枚炸弹都

刚好投在了建筑物的关键位置 ，毫无疑问 ，这明显又是一次日军

“９ · １８”式的挑衅行为 。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在霸权主义道路上的绊

脚石 ，企图打压中国 ，牵制中国的发展 。 “炸馆”事件之后 ，中美两国

间关系立刻变得十分紧张 。就在美国将战略中心全面东移亚太地区

的时候 ，“９ · １１”事件爆发了 ，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把战略重心

转移到了中东地区 ，美国信奉“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

从而中美双方的经贸合作又立马“红火”地开展了起来 ，中国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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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珍贵的 １０年发展期 。

可是 １０年之后 ，萨达姆死了 ，本 ·拉登也死了 ，美国的反恐战略

可以告个段落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金一南

教授指出 ，就在美国纪念“９ · １１”事件 １０周年的典礼上 ，一位美国高

级将领说 ：“我们又回来了 ，你们的好日子即将结束了 。”这句话针对

谁 ，显而易见 。从那之后法国开始取代美国接手北约对利比亚的战

争 ，南海纷争开始浮出水面 。随着美国国防部长出访中国周边国家 ，

东南亚那些国家就开始公然叫嚣所谓的“海上主权”了 。这种种迹

象 ，都预示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中国的和平发展必将要受到霸权主

义国家的一定阻挠 。

中国一再承诺 ，保障南海自由航行权 ，但是美国军事战略重返亚

太之际 ，各种刺激表述 ，到底是来“劝架” 、“打架”还是“拉偏架”的 ？

战争离我们有多远 ？战争归根结底是如何发生的 ？

战争的根源问题 ，是马列主义战争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列宁提

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论断 。毛泽东提出了当代世界战

争根源主要来自霸权主义争夺的观点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 ，通过对世界形势的进一步透视 ，对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

主要根源的思想 ，作出了全面的科学论述 。他指出 ：“霸权主义是战

争根源 。”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 。

邓小平关于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的思想 ，具有

丰富的内涵 ，是对马列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发展 。现代战争的

发生机制已不能仅仅从社会制度或阶级属性中去寻找 ，更多要直接

地取决于各国的对外政策 。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推行霸权主

义 ，都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 。霸权主义 ，既有世界霸权主义（大霸） ，

又有地区霸权主义（小霸） ，两者侵略扩张的本质相同 ，仅是“胃口”大

小有别 。地区霸权主义也是引发现代战争的重要根源 。 原苏联解

体 、两霸争夺的局面消失 ，绝不意味着霸权主义的消失 。美国暂时一

霸独存 ，不仅证明了霸权主义的存在 ，而且 ，由于产生霸权主义的温

床没有铲除 ，仍然可以产生新的霸权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 ，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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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事务中的“强权政治” 。因此 ，老的霸权主义国家以及新的或

将要产生的霸权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 ，都是当代世界战争的主要

根源 。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的综合国力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苏两国出于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的

需要 ，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布局 ，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两极战略格局 。

１９８９年年底 ，美苏首脑在马耳他宣布冷战结束 ，特别是华约解

散 、苏联解体之后 ，世界主要大国开始了对军事领域前所未有的调

整 ，各种政治力量重新进行分化组合 ，“一超多强”（一超指美国 ，多强

是指俄罗斯 、欧盟 、日本 、中国 、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军事格局

框架已初步形成 。

一 、冷战会重来吗 ？

虽然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 ，但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却仍在继续 。 这正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之一 。

两德统一时 ，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德国总理科尔曾向苏联保证绝

不搞北约东扩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 ，按实力分配势力范围是

“铁的法则” 。在这个“铁的法则”下任何有威信的领导人的信誓旦旦

都是靠不住的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 ，原来不搞东扩的

诺言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 １９９９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

一战 ，不仅进一步肢解了南斯拉夫 ，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在前南

地区以至整个东欧的影响 。紧接着在美国的推动下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北约先后搞了两轮东扩 ，把东欧多个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都纳入

了北约 。然而美国还不满足 ：策动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实施“颜色革

命” ，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策划在波兰 、捷克建立反导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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