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８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１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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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实现世界和平的主张，首先，应以和平为基础与全世界人民团结以打击美帝国主义；其

次，通过中国拥有原子弹而以军事力量的发展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第三，通过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制止和避

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后，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和

平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属于相对和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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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研究而言，学界往往

侧重于对毛泽东的国际战争与和平思想进行相关联研究［１］［２］［３］［４］［５］，或者对毛泽东的国际和国内和平

理论系统研究［６］［７］［８］［９］［１０］，亦或者对毛泽东某个和平观展开研究［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但对于毛泽东与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和平观进行比较研究至今学界尚无人问津，所以，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仍有待

于进一步深化。那么，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包括哪些内容？毛泽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和平观

进行比较究竟有哪些异同？又对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思想有何启示？这些都是学界亟待探讨的问题。

１　对世界战争根源的探讨
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分析和判断国际问题的唯物史观

方法，强调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的根源。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

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１７］３８０进而他继续解释道：“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基金立项课题（１２ＺＺ０３）
作者简介：韩锡玲（１９７４－），女，山东临沂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１７］３７９－３８０不难看出，毛泽东理解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但包含欧、美、

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也包括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内。而之所以会令毛泽东作出如此断言，是

因为他认为，恰是由于欧、美、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俄国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斗争才导致和酝酿着世

界战争。其实毛泽东的这种判断不难理解，因为在毛泽东所生活的时代，世界大战的挑唆者恰是西方帝

国主义国家和苏联。虽然在列宁时代，苏联对外没有称霸和大搞沙文主义，但是从斯大林时代后期开

始，苏联对外也逐渐走向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和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从而成为了与美国为

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起构成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怂恿者。由此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于国际局势和

国际战争分析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判断力。

对于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根源的论断，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更能找到佐证。与列宁相比，毛泽东对

战争根源为欧、美、日西方帝国主义和俄国帝国主义的见解是与列宁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一定区别

的。二者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了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的根源。列宁早就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了。”［１８］３２４不过二者也有不同之处，这在于：首先，列宁的战争

根源源于帝国主义，其实仅只对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不包括苏联在内。而毛泽东的战争根

源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则既包括欧美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也包括苏联在内。当然，这是两个社会主

义国家的国家立场不同和时代不同所致。其次，对于战争根源于帝国主义，列宁又做了进一步追究，强

调帝国主义挑起战争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其对于战争根源的认识又向前

推进了一步，其见解更加深刻。列宁指出：“铁路网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

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

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１９］３２６而与之相较，毛泽东则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追问。而当

与斯大林的战争根源论断进行比较时，也可看出，二者也都强调了战争根源于帝国主义。斯大林认为，

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周期式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２０］８６。更确切说，是由于“现代垄断资本

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２１］４４１当然，二者的不同认识也很明显，斯

大林的帝国主义仅只对欧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而言。

总之，通过对于毛泽东与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为战争根源论断的比较，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的

帝国主义为世界战争根源的论断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而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战争根源论又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正确揭示和反映了了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
纪中期的世界战争根源。

２　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分析
概而言之，毛泽东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如下：

首先，应以和平为基础与全世界人民团结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从而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认为：

“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

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２２］３４０但

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外交孤立和封锁下，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谈何容易？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酝酿出策略。他宣称：“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

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

斗。”［２２］３３５换句话说，就是建议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要结成反对

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２３］１０。而面

对美国极力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事件，毛泽东也不希望以战争方式解决，而是认为“无论中国是否参与

联合国，中国都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２４］２１７。这样，在毛泽东的正确策略指导下，中国终于成

功击溃了一幕幕美国所策划的外交阴谋事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和平外交政策，

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和封锁逐渐被打破。后来，也正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终于在

１９７１年成功加入联合国。事实再次证明，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和平策略是伟大而成功的。
其次，通过中国拥有原子弹而以军事力量的发展达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目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英展开疯狂的核军备竞赛，世界有可能爆发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危险，毛泽东号召，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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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中国要做好爆发世界大战的准备［２５］１４４。并进一步解释道：“氢弹、原子

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

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２６］４１２因此，为成功

应对第三次世界核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了中国一定要拥有核武器的理念。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
日，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国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中国过去用小米加步枪也打败了日本帝

国主义和蒋介石。中国要更强更大，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中国要不受大国

欺侮，就必须发展原子弹［２５］２７。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中国要研制核武器，并不是为了中国要

称霸世界，而是为了保卫中国，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从而以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达到维护中国安全和

世界和平的目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后来发明了原子弹和氢弹，才进一步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

全，从而也进一步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第三世界为国际和平作出了突出

贡献。

再次，通过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后初期，世界存在可能爆发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毛泽东声称“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险是充分存

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２７］３３３因为毛泽东预测到社会主义各国坚决反对世界大战的重大潜在

力量，他深刻懂得过去“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２６］３１６所

以，他宣称“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

对新的世界大战。”［２６］３１６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的民主力量迅速发展，使帝国

主义者也不敢轻易发动世界大战。如果这种民主力量能继续发展 １０－１５年，那么就可能制止战
争［２５］１３１－１３２。毛泽东坚信，“只要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

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２２］６７－６８而随着世界民主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并还在向前发展，

毛泽东更加看到了大战阻止的希望。因此，他再次发出了世界大战避免的宣言，声称“世界人民的民主

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

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２８］１１８４－１１８５最后，为了鼓舞士

气，毛泽东又一次发出伟大号召：“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

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

利。”［２８］１２６０总之，在二战后初期，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存在，毛泽东毫不畏惧，并对战后世界和平

民主力量高度评价，从而对世界和平民主力量最终战胜和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人心

的作用。

最后，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毛

泽东希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运用到所有国家中。在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中，他主张，应把五项原则

具体化和落实实现，而不应像英美那样只是空谈［２２］３７４。而在对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他再次提议

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让所有国家都受这种约束。但是有些如美国这样的大国却不受这种约束，

对此毛泽东作了谴责和批评［２２］３６２－３６３。他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封建王

国等都可以和平共处，只要双方愿意共处［２２］３３９。因此，最后毛泽东提出愿望，希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国家和平竞赛，各国内部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意愿解决，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２６］３１６。不难看出，

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但充分体现了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景，而且还进一步

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殷切期待。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国际上更是对西方强权

外交理念统治世界的一种强烈冲击，沉重打击了西方信奉的丛林法则外交理念，从而为中国和世界被压

迫的亚非拉各民族跻身世界政治舞台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垄断国际话语

权的两级霸权局面，也有利于世界政治朝着一种更加公正公平的方向发展。

统而言之，上述毛泽东实现世界和平的路径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站在第三世界立场上，不畏美苏大国

强权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毛泽东看来，只要爱好和平的世界民主力量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第三次世

界大战一定能够避免。而毛泽东必将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和平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么毛泽东与列宁、斯大林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进行比较，又有哪些异同点呢？

毛泽东和列宁实现世界和平的路径到底有哪些异同？大体而言，二者世界和平的路径相同之处在

于：首先，二者都主张本国应实行和平外交。比如毛泽东希望中国以和平为基础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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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团结和对外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列宁也主张苏联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指出，尽管帝国主义者施展各种诡计，而只要苏联继续执行和平政策，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政策就会

生效，而且使俄国与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２９］１３３。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毛泽东与列宁都有着共同的见解，

二者都把和平外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必要政策。不过，二者也有某些不同之处。毛泽东还

进一步提出了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新的外交理念并主张运用到所有国家，以打破帝国主义垄断国际

政治的强权外交理念，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中国传统和平外交理念的创新，既对维护世界和平

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对国际法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列宁不曾认真思考过的。

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世界和平路径进行比较，同样也不难发现，二者也表现出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

点。从相同点来看，首先，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主张本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比如毛泽东主张中国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开展和平外交，而斯大林也坚决主张苏联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如斯大林提出苏联

愿同所有国家和平交往，只要其他国家愿于苏联保持这种关系。当然如果苏联遭到侵略，斯大林则倡议

苏联进行坚决还击［３０］２１９。斯大林还称：“我们的政策是主张和平并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联系的政策。

……今后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继续执行这个和平政策。”［３１］２２７其次，二者都强调要以和平

为基础，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毛泽东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结成反对美蒋反动

派的统一战线，促进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增长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斯大林也建议苏联和各国人民

要维护和平，揭穿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斯大林称：“我们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保卫和平事业，表明自己

的和平意志，揭穿我们敌人的强盗意图，暴露他们是战争煽动者。”［３２］２９５－２９６斯大林还称：“如果各国人民

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２１］５６６再次，二者关于

核武器用于和平事业也都有过较深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有打原子战争的准备，而且为了阻止

核战争爆发，提出中国要很快研制出原子弹，以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从而保证核武器用于人类的和平

事业。而斯大林也认为，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不仅可能，而且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２１］４９７。他提出禁

止核武器首先要打破核垄断［２１］５６７－５６８。他还认为禁止核武器还需要建立国际管理机制［２１］５６８。所以在关

于核武器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都积极倡议核武器用于和平建设，反对用于战争。当然，二者也表

现出某些不同点，比如毛泽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建议推广到其他所有国家，而斯大林就没有认真

思考过，因此同样这是毛泽东的和平理念的重大创新之处。

３　评价
总之，毛泽东国际和平观是毛泽东对２０世纪初期至７０年代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战争问题而作出

的正确判断，它随着毛泽东国际和平实践而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对于指导中国和平建设发挥重大的

作用。而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之所以能够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思想传到中国，中国传统和平

文化和毛泽东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整体而论，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只是一种相对和平理论，而非绝对

和平理论。因为在他的和平理念中，和平与战争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和平是政治，

战争也是政治，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２６］３７４。所以，和平是毛泽东达到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

当然在实现国际和平时毛泽东强调的绝不仅仅只是运用和平手段，如果面临帝国主义的疯狂阻挠而无

力运用和平手段实现世界和平时，那么，毛泽东也会运用战争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思想史中，毛泽东国际和平观还是对列宁、斯大林国际和平观的继承和发

展。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正确和平理念。但是毛泽东又没有因循守旧，而

是又有超越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和平外交理念之处，提出了列宁和斯大林没有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等先进理念，这是毛泽东源于列宁、斯大林国际和平理念而又高于列宁、斯大林国际和平理念之处，

是一种继承、超越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观。

无疑，毛泽东的国际和平观对于我们当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创建仍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它启迪我们：第一，和平应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我们应争取一切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

的良好国际环境，只要能够运用和平手段解决，我们绝不动用武力。第二，我们应继续坚持和弘扬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和创新，不但过去而且

今天都应该继续继承和发扬。第三，弘扬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思想与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结合

国际局势进行创新的精神。毛泽东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平思想，而是在继承列宁、斯大林和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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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和平文化以及国际局势现实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国际和平理论方

面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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