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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最怕毛泽东说过的三个字
《这也是美军：美军的50个弱点》选载之二

“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

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

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

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

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

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

这样一来，它伤亡多，就受不

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

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这是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

争时期说的，针对的是美国。

美国打完二战挟大胜余

威，到处干涉别人家事，不料在

朝鲜碰壁。山姆大叔不甘心，又

跑去越南耀武扬威，结果再次

失败。这两仗让美军很受伤。之

后，美军痛定思痛，闭关修炼十

多 年 ，总 算 打 了 一 场 翻 身 仗

——1991年海湾战争。

越战之后，美军的作战理

论层出不穷，但核心离不开三

个字——速决战。所以，美军在

海湾战争中及时打完收工，陆

军只是象征性把脚踩到伊拉克

的土地上，很快就拔了出来。美

国老百姓不理解，问海湾战争

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

夫：“为什么我们不一路打到巴

格达，把任务‘彻底完成’？”施

氏表示：“设若我们真的占领全

部伊拉克，我们就会像陷入柏

油坑里的恐龙一样，到现在还

困在那里。”至于科索沃战争，

陆军作壁上观，干脆没有登台

表演。换句话说，那两场战争，

陆军参与程度很低。

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美军就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了。美国要是陷入一场持久战，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三十六计

走为上”。当年的朝鲜战争如

此，后来的越南战争如此，现在

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

是如此。抗日战争中，日本企图

速战速决，通过几次大战消灭

中国的军事力量，迫使中国屈

服。但中国的游击战让日军有

劲儿没处使，反而陷入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而今，美国在阿富

汗和伊拉克也面临类似窘境。

“双优势”下还要增兵
“自保”

珍珠港事件后几十年美苏

争霸中，强大如苏联也没敢对

美国本土发动袭击。苏联解体

后，美国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可

以高枕无忧，不料被几架飞机

炸醒了迷梦。“9·11”事件让美

国人极度意外、惊慌、震怒。美

国马上把恐怖分子列为新的最

大敌人，不到一个月就把阿富

汗锁定为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企图彻底

端掉恐怖分子的窝点。两年后，

美国担心恐怖分子从伊拉克搞

到“大杀器”，又发动了伊拉克

战争。表面上，美军的速决战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很成功，小

布 什 曾 得 意 地 宣 布“game
over”（游戏结束）。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与之前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

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军

派出了大量地面部队，而且待

得很久。以阿富汗为例，美军兵

力最高时达10万，加上“美协

军”20万，一共30万人，而对手

只有区区2.5万，双方兵力对比

为 12 ：1 。在巨大的装备和兵

力“双优势”下，美军居然清剿

不了塔利班，还要继续增兵，而

目的竟然是为了“自保”，不受

塔利班游击队威胁。

美国当年打败日本后，把

这个国家改造得还算成功，以

为可以把“日本模式”搬到阿富

汗和伊拉克，再造两个小弟，不

料事与愿违。美国人忘了，日本

人只服强者，为了变成对方可

以完全否定自己，但阿富汗和

伊拉克人的想法不同。美国人

可能觉得委屈：我帮你们摆平

了萨达姆，还帮你们建立民主

国家，你们不仅不领情，还用枪

炮炸弹赶我们走……没错，伊

拉克人不喜欢萨达姆，但同样

也不喜欢“外人”入主。

向《论持久战》取经

美国对自己的“持久战”短

板当然清楚，2006年出台的《四

年防务评估报告》开篇一句就

是：“美国是一个正在打持久战

的国家。”如果美军陷入持久

战，意味着把陆军扔进海外战

场的泥潭了。美国陆军有一个

很 牛 的 部 门 叫“能 力 整 合 中

心”，其负责人是一个叫韦斯利

的中将，他表示：陆军必须“避

免陷入一场持久的冲突”。

为了克服“持久战”的短

板，美军也在想招，其中一招就

是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取

经。中国《环球时报》记者曾对

驻阿富汗美军进行随军采访，

一个叫巴伯科克的中尉告诉

他：“我还真要叫你们中国人师

父哩，因为部署到阿富汗的美

国军官至少要读12本书，其中

有关于伊斯兰教内容的，有普

什图民族特点的，有阿富汗历

史与传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

一起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人民战争理论以及他写的

其他游击战理论。”

而且，美国还将“持久战”

纳入军事演习的范畴，可谓高

度重视。2005年5至6月，美国陆

军战争学院、国防部、中央情报

局、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及部分

伙伴国的高级军官举行了代号

为“统一寻求2005”的特殊军事

演习。演习以“持久战”为主题，

但结果令人失望，用演习组织

者的话来说：尽管我们已经摒

弃了“战争可以迅速、无痛地获

得胜利”的理念，但最终还是难

以忍受战争的“旷日持久和代

价高昂”。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

今已经20多年，美国没有再发

动类似战争，是不是因为没找

到“持久战”的解药呢？

现在，美国似乎准备放弃

遥遥无期的反恐战争，把矛头

转向中国和俄罗斯。美国连对

阿富汗和伊拉克这种小个子的

“治安战”都打不赢，居然对摆

平中俄这样的大块头很有信心

的样子，哪来的自信？

许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阿富汗战场随处可见的嗅弹犬阿富汗战场随处可见的嗅弹犬

留日生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爱上北外滩·睁眼看世界”之《赴日》选载之二

熊月之主编 翟海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

版社2024年2月出版

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

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在第

121-124册中连载了英国传教

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共同翻译

的《大同学》，文中有“以百工领

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讲

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

马客偲”等字句，虽多舛误之

处，却是“马克思”三字首见于

中文报端。

“革命思想殆如朝曦东升”

留日运动兴起后，一批又

一批的青年学子和革命志士负

笈东瀛，将“欧美日本‘学理’最

新之书……汇辑成编，饷遗海

内”。由此，工团主义、无政府主

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社

会主义学说纷呈于报章。在此

过程中，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引起了马

君武、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

等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关

注。其中，马君武是介绍马克思

主义最具热情的一位。

马 君 武（1881- 1940），原

名道凝，又名同，字厚山，后改

名和，号君武，祖籍湖北蒲圻

（今湖北赤壁），出生于广西桂

林。1897年考入唐景崧主持的

广西体用学堂，专攻西学，旁涉

经史。1900年至广州法国教会

所办丕崇学院学习法语。同年7
月，远赴新加坡，拜谒康有为，

受命返桂举义，事败后莅沪求

学。1901年，入震旦学院，法文

造诣益深，“初译《法兰西革命

史》，其革命思想殆如朝曦东

升”。同年冬，马君武在友人资

助下赴日留学，不久以广西公

费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

学。他关心政治、经济问题，逐

渐为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

书汇编》第11号发表了《社会主

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比较分

析了社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

异同。为便于读者研读社会主

义思想，马君武还在该文末尾

附录了“社会党巨子”26部著作

书名，包括圣西门六部、傅立叶

一部、路易·勃朗一部、蒲鲁东

三部、拉萨尔10部，马克思五

部。列于马克思名下的五部著

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

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

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是

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将《共产党

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

介绍到中国。

“北蔡南马”

马君武在日留学先后四

年，广泛的阅读使其眼界大开。

1901年冬，马君武结识了梁启

超和日本志士宫崎民藏、宫崎

寅藏兄弟，并开始为《新民丛

报》撰稿。翌年，在宫崎民藏引

荐下，于横滨拜见了孙中山。受

孙中山感召，马君武思想为之

一变，对革命真谛彻悟，认为

“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

则未来人物也”。自是，马君武

开始追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

革命的道路。1905年8月，孙中

山在东京组建同盟会，马君武

为首批会员，任广西主盟人，参

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并成为《民

报》撰稿人之一。

1906年，马君武因不满日

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

生规则》，弃学归国，在虹口参

与创建中国公学，任教务长兼

理化教授。1907年，因参与反清

革命活动被通缉，马君武被迫

流亡欧洲，入德国柏林工业大

学冶金专业，1911年毕业并获

工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留德

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一人。

武昌起义后，返回国内，历任孙

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国会议员、

司法部部长、教育总长、广西省

省长等职。1923年后，投身教

育，出任上海大夏大学首任校

长，还曾担任过北京工业大学、

广西大学、中国公学校长，时与

蔡元培并称“北蔡南马”。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

信亦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极

为突出的代表。留学日本法政

大学期间，朱执信相继在《民

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

列传》《英国新总选举劳动党之

进步》等文，对《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均有介绍。

湖南人赵必振，1900年“自

立军”起事失败后赴日，1902年

回到上海，1903年其翻译的《近

世社会主义》出版，较系统地介

绍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

宋教仁译自日文的《一千

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万国

社会党大会略史》，分别详细介

绍了俄国1905年革命和第二国

际的发展历史。

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廖仲

恺写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无

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虚无党

小史》，虽以介绍欧美社会主义

思想流派为主，但亦有不少内

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

总体而言，早期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

多是片断的、零星的，仅是将其

作为政治经济学说的一个流派

进行介绍，大多亦只停留在只

言片语和段落章节的摘抄、翻

译上，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

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

有巨大的开创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和

斗争性得到了充分展现，部分

留日生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开始探

索以其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实践

的可能性。在他们的努力下，中

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被推向了更加深入的层面。

19051905年年，，马君武马君武（（右右））与与

孙中山在东京合影孙中山在东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