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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陈 万 松

内容摘要 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在关于战争指导

思想和战咯战术的论述中,无不对存在于其中的矛盾给予了辩证地思考和处理,使之

达到了对立统一的和谐,产 生出巨大的军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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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用兵谋略既循于常规,但又不囿于常理,处处

体现出一位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哲学家的辩证思维。他认为 :“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

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

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1]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

了胜利。本文拟从军事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思想两方面,对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

以就教于同行。

- 军事指导思想中的辩证法

战争是一种综合较量,能否在指导思想上宏观地把握全局,确立指导全局的战争思想,这是

任何一种战争能否取胜的前提,也是保证。毛泽东正是在对战争的规律性、客观与主观、战与非

战的认识上,表现出了高屋建瓴的辩证思想。

1.关于战争的规律性。1937年 8月 ,毛泽东发表了继《实践论》之后的又一哲学名篇《矛盾

论》,系统阐述和发挥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他指出 :“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

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
他同时亦指出:“各种物

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
”“

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

本质。
”[2]毛 泽东要求不但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共性),更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因为

“
这

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

法
”[3]。 毛泽东正是以这一辩证思想去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问题的。他强调

“
不

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

的规律
”[|]。 毛泽东把战争规律创造性地划分为一般战争规律、萆命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

规律三种,目 的既在强调要重视战争的一般规律,即共性;更在强调要重视战争的特殊规律,即个

性。因为掌握了个性,就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本质特征,就能够蠃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中

国革命战争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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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情况,分析得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 :中 国是一个政

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又经过了 19z+-19夕 年的革命 ;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弱小 ;

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根据中国革命的独有特点,在遵循
“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
的一般战

争规律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

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5]结 论,也 由此得出了

“
围剿

”
和反

“
围剿

”
是中

国内战主要形式的结论,确立了对战争基本形态、战争进程、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关系战争胜负的

指导思想。以
“
速胜

”
和

“
持久

”
为例。

“
兵贵神速

”
、
“
战贵神速

”
是古今中外一致公认的战争规律。

毛泽东承认、推崇
“
速胜

”
,但不机械地、盲目地追求

“
速胜

”
,排斥

“
持久

”
。不管是国内革命战争还

是抗 日民族战争,毛泽东都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和抗 日战争中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

特点,辩证地看待战略和战役的
“
速胜

”
与
“
持久

”
问题,提 出了

“
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

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
”[61的 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体现出了在敌强我弱情

况下避敌锋芒、防止硬拼以有效保存力量的一股战争规律,也体现出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以战略

的持久和战役的速胜来消耗敌人,以时间换空间来取得最后胜利的特殊规律和辩证思想。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辩证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既克服了右倾投降主义又克服

了
“
左

”
倾冒险主义 ;指导中国人民在抗 日战争中既批判了

“
速胜论

”
又批判了

“
亡国论

”
,作好了中

国革命须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思想准各,使 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没有对中

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清醒认识,革命战争是难以取胜的。

2.关于客观与主观。战争是敌我双方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综合性较量,准确地说,就是人

如何去利用、调度客观条件来达到主观的目的t如 《孙子兵法·形篇》所说 :“ 昔之善战者,先 为不

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 胜在敌c∵ 意即善于作战之人,先要创造使 自己立于不败之

地的条件,以等待和寻找可能战胜敌人的机会c使 自己不被战胜的主动权在自己,敌 人能被战胜

是因为敌人有可被战胜之机。孙子这段话说明了一个战争的基本道理 :客观条件重要,主观因素

也重要。毛泽东承认客观条件的重要性,认为
“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

治、经济、自然诸条件
”
。但亦指出 :“ 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7]他 尤

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能有效地利用客观条件,改变

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如关于战争力量的强弱对比,毛泽东认为强与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不

能绝对地决定战争胜负的天秤。因为
“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 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

化,关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
”
。在此,毛泽东表明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观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状况能改变强弱的对比和战争的结局。他为此强调指出 :“ 战争是

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 打胜仗,少犯错

误,是决定的因素。
”
::]毛 泽东强涸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 人的

主观能动性去赢得主动,改变被动和劣势。他多次告诫全党要重视敌强我弱这个现实,在抗 日战

争中也反复强调中日双方敌强我弱的特点,但他从未因此而丧失胜利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建立的

基础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强弱优劣的转化。

毛泽东关于主观客观的军事辩证思想也体现在他对战争中武器和人的认识上。古今中外的

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武器的作用,有 的甚至将其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而产生了
“
唯武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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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毛泽东对此的基本观点有二 :一是

“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
;二是

“
决

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9]。 前者毛泽东强调了武器这一客观条件的重要性,显示出对客观的重

视 ;后者则表明了人的主观对客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体现出战争中武器和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重视战争中人的主观作用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他认为 :“ 革命战争是群

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 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101武 器固然是力量的标

志,是取胜的重要条件,但真正的力量和取胜的因素还不在于此,“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1]。 因为客观与主观相比,武器与人相比,前者是死的、被

动的,后者是活的、能动的,客观只有被主观所利用,武器只有被人所掌握,才能发挥出客观的优

势和武器的威力。人民军队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打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飞机大炮,就是毛

泽东关于客观与主观、武器与人军事辩证思想的最好洌证。

毛泽东反对
“
唯武器论

”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但毛泽东也不绝对化。他明确提出 :

“
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 =”

七̄2J新
中国成立后也指出 :“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

有系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3]毛 泽东还强调武

器与人的结合,与各种因素的结合,认为
“
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

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14)。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

东既反对
“
唯武器论

”
,又反对

“
唯意志论

”
;既重视主客观因素,更重视二者有机结合、主观能动地

作用于客观的辩证军事思想。

3.关于战与非战。《孙子兵法·谋攻》说 :“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

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孙

子兵法》专述用兵作战之道,但又主张用谋而不用武取胜,把不战而胜视为用兵谋略中的上上策 ,

体现出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对战与非战的辩证思想。毛泽东坚持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主张通

过革命战争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对革命方式在宏观上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战役上,毛泽东也

十分重视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我军历来注重推行的优待俘虏、政策攻`b、 政治攻势、分化瓦解等就

是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的具体举措。如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一方

面指挥人民解放军坚决应战,另一方面也继续开展政治攻势。他提醒大家应
“
从国民党内部去准

各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

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
。

“
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

子
”

[⊥ 5]。
他分析军事形势、两军实力、士兵情绪等现实情况,告诫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认清

形势,体惜
“
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

”
,敦促他们

“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

抗
”[“ ]。

他根据国民党残军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北平、绥远、天津三种解决方式,对 负隅顽抗

者,坚决以武力消灭(天津式),其余则可采用和平起义(北平式)和改编(绥远式)的方式
“
不战而

屈人之兵
”
。历史证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将战与非战演绎、发挥得恰到好处,从中再次体现

出
“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
的战争根本规律。

二 战略战术思想中的辩证法

战略与战术体现着战争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局部要服从全局,囚 为
“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

会真∶1投 下一着好棋子的
”
。但全局也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因 为

“
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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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 毛泽东关于战略与战术这种全局与局部的军事辩证思想十分明显,在进攻与防御、集中

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等方面尤为突出。

1,关于进攻与防御c攻与守是存在于任何战争中的一对矛盾,军事家都强调攻,因 为攻是

主动,先发可制人 ;守是被动,后发则制于人。毛泽东也认为
“
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

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 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
”[1:]。 毛泽东

强调进攻,把进攻视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战争根本规律的基本之点,但他并不机械地套用

进攻原则,而是根据战争的具体情况,辩证地看待攻与守的主辅关系,灵活地把握攻与守的转换

关系。如在革命战争的宏观进程上,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 19zT年 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作 出了中

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正确判断。他把革命的进攻与退却有机地结合起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井冈山时期,他也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明 确规定
“
对统治势力比较

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
”[19],灵活地运用了攻守策略。之后的相

当长时期,中 国革命虽有进攻,但总体上是取守势,直到 1947年 6月 ,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才命

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其实也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即使这

样,整 个解放战争战场也不尽相同,“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
的方针即说明南方以守为主,北方以攻

为主,形成攻守并存的局面c

对于防守和退却中的得失,毛泽东自有其辩证的看法。他坚信
“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

‘
将欲取之,必 先与之

’
的原则

”
。认为战略防守和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囚为

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 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lzO]。 他

反对消极的防守,认为
“
基本的原则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
。主张把防与攻有机地结合起

来,“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 了前进而后退
”[21]。 毛泽东积极防御、守中有攻的思想实际上是以静制

动、后发制人,这在战略战术上有充分的体现。如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守是总

态势,但攻从未放弃。正是局部的进攻巩固了全局的防御,使之防得稳,防得活,一旦时机成熟 ,

能由防转攻。

2.关于集中与分散。毛泽东指出 :“ 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

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
”“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

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
”[22]。 毛泽东强调集中和分散兵力的重要,但他认为二者之中

“
集中兵力 ,

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23]。 因为

“
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

”[24),“ 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

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25]。 毛泽东分析了集中兵力对于改变敌我形势的必要性 :一可以改

变进退的形势,由 敌进我退到敌退我进 ;二可以改变攻守的形势,由 敌攻我守到敌守我攻 ;三可以

改变内外线的形势,由 敌对我之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到我对敌之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毛泽东由此

得出结论 :“ 我们的战略是
‘
以一当十

’
,我们的战术是

‘
以十当一

`这
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

之一。
”[26]这 一军事法则被毛泽东明确规定为

“
集中优势兵力,各 个歼灭敌人

”
,要求在具体的战

役上
“
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

或大部的炮兵
”[27],取得必胜的战果。这一战术运用的正确性被抗 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和解放

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等著名战例所证明。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
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一大闪光点,它辩证地看待和处理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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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双方在全局和局部中强弱的对比关系,使在全局上尚处弱势的革命武装力量在局部上,即每

一具体的战役~L处于绝对的优势,从而保证了每一战役的胜利,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

的。正如毛泽东所说 :“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

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2:]

毛泽东强调集中,但并不否认分散。19sO年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中批评了反对

分兵的观点,把
“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 中以应付敌人

”
作为游击战的基本战术之一。1936年 ,他又

再次批评了
“
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 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

’”
的错误主张,指 出 :

“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

”⒁]他认为在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

强我弱的形势下,游击战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种主要的形式,而
“
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 以

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月~在许多任务,例如扎乱、箝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 以分散兵力为原

则[3° ]。 毛泽东认为,只要具各了
“
好一点的环境

”
和

“
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

”
这两个条件,“ 那就无

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31]。 这说明,毛泽东的集中不是绝对

的,分散也是有条件的。

毛泽东对集中和分散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也同时对二者的关系和运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 日战争时期,敌人处于绝对的优势,但规定应以分散真力扌1·游击战为主,集

中真力打运动战为辅 ;在解放战争时期,山 于敌J虽 我弱已处于 +目 对态势之下,则 应以集中兵力打

运动战为主,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时 在丨∵t争 ji挥 上乜指出应
¨
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

r寸 叉反对绝对的分散t义ΙⅠ讠百乏炭终圭:箕 甲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32]。

在具体地运用

∷地也指出 :¨ 一勹突≡兵tJ全韦集叮I为 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
·二·△乏分散ε:~— 厂~叉

'、

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
‘
求心退却

’
。⋯⋯·这种求心退却,能够

f乏 全扌红Ξ主力 t全集中起来。
”[33]

=△
亡j△散是军事上一对颇难驾驭的矛盾,毛泽东以战争形势变化为依据,集而不死、散而

下乱。集中当中有分散、分散当中有集中,适时进行二者的转换,显示出毛泽东处理这对矛盾的辩

证思想,这也是利用好这对矛盾的关键之所在。

3.关于正规战与游击战。就一般战争而言,正规战与游击战的主辅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毛

泽东不否认这点,但也不受制于这点。他对于二者主辅地位的认识,尤其是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

位的论述,是其军事辩证法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关于主辅地位,毛泽东指出 :“ 国内战争的过

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 ;在后期,主 要的是正规战争。
”

¨
在抗 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

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 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

争。
”[34]毛 泽东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来规定正规战和游击战的主辅地位,既反映

了战争的—般规律,也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对于正规战,他 明确指出国内战争的正

觇战是
“
中国型

”
的,“ 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

哇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
。抗战后期的

二规战也有自身的特点,是一种
“
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 ,

∴大减少其游击性
”[351的 正规战。对于游击战,毛泽东更有其独创的见解。国民革命失败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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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根据
“
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昕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作战线

”
,

明确指出红军只能采用游击战,红军的
“
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

敌人的工具
”[36】 。抗战时、他又根据大而弱的中国被小而强的日本所侵略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

“
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 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

察
”[37],将游击战从战术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毛泽东提升游击战的地位,给游击战以高度的重

视,因 为他认为虽然游击战不能担负
“
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

”
,但正规战如

“
没有游击战的

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
”[3:1。 “

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

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
”[39〕 。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既合常规又违常规。合常规在于游击战能审时度势,以
“
敌进我

退、敌驻我扰、敌疲我⒒、敌退我追
”
的灵活原则,有效地实现消灭敌人、保存 自己的战争要求 ;违

常规则在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游击战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并将其从战术上升

到战略的高度。而正是这有违常规之处,才反映和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表现出毛泽东

在处理正规战与游击战、共性与个性这对矛盾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博大精深,其最根本之处就是任何战争指导思想的制定,任何战略

战术的运用都不应拘泥于教条,都应达到
“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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