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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江山多娇：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①

唐春元
（《新湘评论》杂志社，湖南 长沙４１１０１１）

摘　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不懈地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唤起和培养中国人民自

强自立的精神，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爱国信念与情怀，努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全部转化成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实际行动，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民族自信心、民族

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是毛泽东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毛泽东爱国主义信念和情怀的最显著

特征和特点，就在于能够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关键词：毛泽东；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５－０７

ＯｕｒＬａｎｄ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Ｂｅａｕｔｙ：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ｕａｎ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１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ｕｎｓｗｅｒｖ
ｉｎｇｌｙ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ａｄ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ｏ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ｄｉｇ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ａｄ
ｈｅ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ｈｉ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ｏｆ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ｏｗｈｉｃｈｈｅｄｅｖｏｔｅｄｈｉｓ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ｓａｌｌｈｉｓｌｉｆ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ｅｌｆ－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ｄｅ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ｆｅｅｌ
ｉｎｇ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ｈａ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ｂｒｏａｄ
ｍｉｎｄ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毛泽东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面临的最重大、最迫切的主题是独立、解放和如何自强于世

界民族之林。基于此，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懈地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

路，唤起和培养中国人民自强自立的精神，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他绝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列强

对中国的侵略，绝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和领土的挑衅，时刻警觉地维护着国家的安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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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爱国信念与情怀，努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部

转化成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实际行动，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

一　“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爱国理念，为毛泽东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所以说，毛泽东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的最初萌芽来自他那浓烈的忧患意识，即对民族兴亡的忧虑，对祖

国前途的担忧，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深深同情。

唤起毛泽东这种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感的，最初来说，应该是《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

这两本小册子。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书中批判了维护封建传统的顽固

派是“泥古不化”，斥责了洋务派学西方只求“船坚炮利”。郑观应认为，中国要想“张国势”、“御外侮”，

必须从政治入手，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经济。

《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则主要论述了中国落后挨打、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严酷现实。

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０８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他在韶山当地有名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介绍和指导下，读

了《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两本书。这两本用新闻记叙式语言写成的小册子，使毛泽东眼

前为之一亮，不仅知道了韶山以外的世界，而且了解了湘潭以外，乃至湖南以外的世界。所以，多年以

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这向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醒世良言》（即《盛世危言》，引者注）。该书的作者

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

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

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

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

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１］３１－３３

毛泽东走出乡关到湘乡东山小学读书后，开始接触大量的新知识、新观念，思想豁然开朗，他更加被

《盛世危言》中那些警世豪言所感染。当时，他挥笔写了一篇表达自己救国救民宏大抱负的作文《救国

图存论》，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的报国之志。一次，毛泽东读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后，被书中

的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等英雄人物所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在书上

画圈起来。看了这本书后，他对同窗好友肖子升说：“我们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

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而且我

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２］２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强国富民的爱国主义信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一直以民族的独立、祖国

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爱国的目标与主要内涵，并以此为己任。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又把为人

民谋求福祉、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爱国信念与情怀的具体目标。他不能容忍国家的贫穷

落后，不能容忍人民的贫穷困苦，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状况，建设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

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

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你有那么多人，你

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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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３］８９

基于此，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就立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克服一切困难努力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倦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由此培养

起全国人民自强自立的精神，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他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和领土的挑衅，也不能容忍任何敌人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政权重新

夺回去。所以，一切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富强，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这就是毛泽东毕生殚精竭虑

的全部目标，也是他爱国信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化目标。

二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信念，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他对自己家乡深深的眷恋，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深刻理解。

毛泽东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养育了他的中华民族。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贡献出了

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聪明才智。他对祖国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

赞美祖国的文字。在１９３９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这种对祖国的赞美和热爱表达

得尤为强烈。毛泽东说：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

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

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

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

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４］６２１

在这篇宏篇巨著中，毛泽东还饱含深情地讴歌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那酷爱自

由、敢于反抗、不屈服任何外来民族压迫的革命精神。毛泽东说：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

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

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

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

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

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

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４］６２２－６２３

毛泽东的这段精辟论述虽然已经过去７０多年了，而且这７０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现在读起来，我们仍然感到非常亲切，感受到毛泽东爱国信念是那样的坚定，爱国情怀是那么的浓

烈，使人不得不对伟大的祖国肃然起敬，同时也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爱国主义信念和情结，是他在从韶山走向长沙、从长沙走向北京、走向上海、走

向广州、走向井冈山、走向全中国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所以，这种爱国的信念和情感的形成，离不

开巍巍韶峰的抚爱、涛涛湘水的哺育和悠久的湖湘文化的培育。早在１９１５年，他面对湘江两岸的破破

烂烂和江中洋人军舰的横行霸道，就曾对他的好友蔡和森说：“明天的湘江是什么样子，应该更加美丽！

７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天下者，百姓之天下；江山者，人民之江山。”

可见，毛泽东的这种爱国信念和情怀，首先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长沙，热爱湖南，热爱祖

国的大好河山。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表达对三湘大地的热爱，就曾几度利用放假的时间游学山乡、农

村。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除了在北京处理

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外，大量的时间是到全国各地视察和考察，甚至连他主持的许多重要的会议，如政

治局会议、中央全会、中央扩大会议、省市委书记会议等，都不是在首都北京召开，而是在庐山、上海、广

州、武汉、成都、南宁、杭州、北戴河等地进行。特别是“一江飞峙大江边”的庐山和“东临碣石有遗篇”的

北戴河，党和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那里作出的。人们常说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这话一点也不

假。他到过祖国的北部边疆哈尔滨，也视察过长春、沈阳、大连等地；他多次到祖国的南部海疆广东，视

察过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等地，当时除西藏和新疆外，毛泽东几乎每个省都到了；他

登过泰山、黄山、庐山、井冈山；他游过珠江、湘江、长江。他巡视全国各地，不仅是调查研究、指导地方工

作，而且还借此机会去领略祖国的美好河山，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为诗人，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用诗词来赞美、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爱。“北国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

公试比高……”毛泽东用一首《泌园春·雪》，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妖娆，抒发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

义豪情。“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一首《七律·送瘟神》，毛泽东既尽情地讴歌了

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又赞美了伟大祖国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浪淘沙·北戴河》发出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赞叹！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时填的两首词中，赞美了祖国大地“到处莺歌

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旧貌变新颜”，等等。这种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词，在毛泽东建国后写的每首

诗词中几乎都可以见到。

毛泽东这种爱国主义的信念和情怀，还体现在他对祖国的未来，永远充满希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

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

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５］１４６７

三　“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
毛泽东爱国主义信念和情怀的最显著特征和特点，就在于能够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

来，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毛泽东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信念不是狭隘的，而是放到国

际主义的视野去考量和检验。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他始终认

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争取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质上就是在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完

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要求我们把自己国家的革命和建

设事业搞好，同时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决不能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损害世界被压迫人民的

革命斗争。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民族，应该援助正

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

江边，对中国的独立和安全构成了最现实、最严重的威胁。为了保卫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安全和人民来

８１



第１７卷 唐春元：江山多娇：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

之不易的安宁和幸福，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幸福，毛泽东基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博大胸

怀，断然做出一个大胆而又惊人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是，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与世界头号

帝国主义强国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当时，美国操纵了联合国安理会，强行通过了干涉朝鲜内政事务、

参加侵略朝鲜战争的决议。针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行径，毛泽东针锋相对地从两个方面开展了斗争：一方

面利用联合国的合法讲坛，在坚决谴责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要求联合国本着公平合理的精神解决

朝鲜问题。另一方面，作好战争的准备，即在严重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下，坚决出兵予以还击。

１９５０年８月，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新中

国的国防问题，并初步形成了调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到东北边境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等五项决议。８

月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

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６］１０９－１１０。

１０月１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李承晚伪军越过三八线，剑锋直指朝鲜民主共和国首都平壤。１０月４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

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

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他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

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我们中国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

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６］１１８－１２０

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

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６］１１８－１２０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国帝国主义

侵略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边境安全。这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四　“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信念、智慧和情怀，在面对强敌侵略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体现得最

为突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７］１６１这种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是毛泽东爱国主义信

念与情怀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中，在社会主义的曲折历史发展

中，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正是以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为其精神支柱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坚守自己的爱国信念，毛泽东立足民族大义，抛开个人、家庭的恩怨，抛开

一党的私利，在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带领他所代表的党、军队和人民，和曾经的敌人携手合作，共

同抗击更大、更凶残的外敌———日本帝国主义，以捍卫民族的尊严，保卫祖国的疆土不受外敌践踏和蹂

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政治“围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民族

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非常自信而乐观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一直主张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即便是在

与当时还是“老大哥”的苏联党和国家的交往中，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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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掌舵人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慢慢变

冷，并最终演变成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毛泽东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作过一些让步，但

对原则问题丝毫没有松动。特别当苏联“老大哥”提出要与中国共建“长波台”和“共同舰队”这一事关

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那种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表现得更为强烈。

１９５８年，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美国军队侵占黎巴嫩，英国进攻约旦，中东局势陡然紧张；美国支持盘

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也叫嚷反攻大陆，并经常派飞机窜扰大陆；美国命令其驻日本、南朝鲜的军队进

入战斗准备状态，制造远东地区的紧张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以为可乘之机到了，便打着共同对付美国的幌子，向中国提出了一些有损

中国主权的做法，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１９５８年４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

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作在中国华南地区共建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台，所需费用，苏联出大

部分，中国出小部分，建成后使用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实质上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对此，毛泽东高度

重视。他仔细审阅了有关资料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

担，中国责无旁贷。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

而苏联国防部却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国要拥有长波台的全部所有权的原则立

场不予重视，所以，在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然坚持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

长波台作为中苏共有。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他在修改意见中明确指出：电台由中国负责建

设，主权是中国的，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自行解决的，向苏联订货；技术方面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建

成后两国共同使用。毛泽东坚定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在建长波电台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还提出了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问题。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求见毛泽东，转达了苏联领导人希望同中国建立一支潜艇舰队的想法，其中提出了“所有权各半”

的问题。听了尤金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话，毛泽东十分严肃地断然拒绝：“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

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

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

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３］３９１

尤金立即把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的意见传回国内。赫鲁晓夫急了，立即从莫斯科飞到北京，同毛泽东

谈中苏军事合作、台湾海峡等问题。赫鲁晓夫一行到北京后未作任何休息，就直奔中南海而去。宾主坐

定后，赫鲁晓夫转弯抹角地提出了建立“共同舰队”一事，毛泽东听后，毫不留情地给拦了回去，并旗帜

鲜明地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

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８］１６５

后来，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中苏双方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３日正式签订了关于长波电台的协定。协定

规定：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所需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建成后，中苏双方共同使

用，使用方法，另行商订。但是，随着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疯狂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不断对中国

施加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压力，使建立长波台的事情进展很慢，特别是１９６０年７月以后，他们又背

信弃义，突然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合同和协议。至此，中苏关于长波电台的协

议也被扔进了废纸篓里。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为了警告美蒋反动派，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而苏联害怕中国

的这一举动会影响“苏美合作”，所以公开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

同时，苏联还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要求中国考虑这一事情再继续下去的后果。一贯具有高度爱

国主义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在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予以严正拒绝，并说：中国炮轰金门、马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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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１９６７年后，苏联对中国的挑衅越来越公开化，最严重的一次是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苏联公开挑战中国

的主权，竟出动装甲车等，冲撞我在七里沁岛上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公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

民４人。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但苏联政府却以为中国不敢怎么样，其野心越来越大。到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苏军又出动装甲车登上我国领土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巡逻

队员。

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依此

划分岛屿的归属。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无可

争议地属于中国的领土，并历来在中国的管辖之下，而且在１９６４中苏举行边界谈判时，苏方也曾承认这

些岛屿属于中国。然而，这时的苏联却说珍宝岛是他们的领土，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国人民挑衅。面

对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忍不可忍，毛泽东更是怒不可遏，要求我边防军予以坚决还击。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当苏联武装人员再次进入我国领土珍宝岛时，中国边防战士被迫自卫还击，数

次打退了苏军的进攻，保卫了中国的领土。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再次体现了毛泽东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和爱国主义信念。

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信念与情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动人的感染力和非凡的号召力，已经而且必将

继续激励我们直至遥远的后代。现在，我们学习和实践毛泽东的爱国主义信念和情怀，就要结合当今时

代的要求，将爱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将爱国主义与实现强国梦、中国梦结合起来，将自己

的爱国信念与情怀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图和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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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Ｍ］．北京：台海出版社，２０１２．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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