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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现象学视角下《论持久战》的

创新性价值①

魏忠明，邓兴华
（湖北工业大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８）

摘　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自问世以来，就被视为指导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纲领文件，然而
近年来却出现“抄袭说”等不同声音。“抄袭说”主观上想通过贬低《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以拔高蒋百里、陈诚之作的历

史地位，然而客观上却走向历史的虚无化。为了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双重危害，就必须对相关的文本进行一种历史唯物

主义的文本现象学还原，进而在反驳“抄袭说”的同时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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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６日～６
月３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公开发表的演讲
稿，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因其对战争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战争态

势的精确揭示和对战略战术的正确区别而成为中

华民族“指导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①，然而近

来出现了一股否认其创新性价值的 “抄袭

说”———认为《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陈诚等

人之作②。学术界做了一些积极的反驳———对

《论持久战》与《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的具体内容、历史影响进行了具体而仔细的考

辨③，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抄袭说”的不良影响。

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对毛泽东《论

持久战》的“抄袭说”之反驳，目前还是只散见于

有限的几篇文章，尚不能对其进行一种较为彻底

而系统地反驳，从而导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

“抄袭说”的不良影响还没彻底消除。

是否“抄袭”的争论焦点在于，究竟是谁第一

个提出“持久战”？在持“抄袭说”的论者们看来，

由于《论持久战》（１９３８年）的公开发表在时间上要
晚于《国防论》（１９３７年）、《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１９３７年），因此是毛泽东“抄袭”了蒋百里、陈诚
“持久抗战”的观点，并编造“毛泽东自诩为提倡持

久战的第一人”的说法。毛泽东从未自诩是“首倡

第一人”，并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当时有“很

多人都说持久战”，而自己则是力图搞清楚和解决

好“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

么会有最后的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④“抄袭

说”之所以出现，表面上看是论者们想通过大力

肯定、全面抬高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的“首创性

作用”来极力贬低乃至彻底否定毛泽东《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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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芒，周玉文：《质疑与释疑：关于〈论持久战〉影响力之辩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代表性观点如《蒋百里：比毛泽东更早提出完备抗日持久战计划》，ｈｔｔｐ：／／ｐｈｔｖ．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ｚｇｊｙ／２００９０６／０６２９＿５３３４＿

１２２４３１６．ｓｈｔｍｌ；《毛泽东〈论持久战〉抄袭于蒋百里〈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等》，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０１２９／２０／
１４５５９８３７＿３４８７９８５１６．ｓｈｔｍｌ等等。

例如，孙定宇《陈诚持久抗战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比较》，《传承》２０１３年第 ７期；李佑新、陈龙《〈论持久战〉有抄袭之
嫌？———重估〈论持久战〉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第８版；陈龙《驳〈论持久战〉抄袭论》，《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李永春、岳梅《毛泽东〈论持久战〉抄袭说驳议》，《毛泽东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唐正芒、周玉文《质疑
与释疑：关于〈论持久战〉影响力之辩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等等。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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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历史性地位，但实质上却是对“历史”的双

重虚无化：一方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性

价值因极度被贬低而不能得到全面理解，最终滑

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蒋百里、陈诚等人

之作的历史性地位因过分地被拔高而与历史事实

不相符，从而也不能得到恰如其分地评价，最终走

上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归路。

２０１８年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８０周
年，为了更好地消解历史虚无化的双重恶果，并给

予“抄袭说”一个有力的回击，我们要对《国防论》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和《论持久战》进行一种

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现象学探究，在反驳“抄袭

说”的同时基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努力清

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层层面纱，最终还原历史的本

真性存在。本文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

作用”的基本原理，运用文本现象学的方法———

即回到《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和《论持

久战》的“事物本身”，来对“抄袭说”所涉及的

“文本”进行一种“现象学还原”，力图客观公正地

评价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的历史地位、全面准确

地探析毛泽东《论持久战》理论来源，同时也将两

者进行一种对比性分析，从而在彻底地反驳“抄

袭说”，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性

价值，更公正地评价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的历史

性意义，最终在有效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双重危害

的同时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的具体内容及历史地位

（一）《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具

体内容

《国防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蒋百里最为知

名的著作。蒋百里（１８８２－１９３８）是民国时期的军
事理论家，清末先后在日本、德国学习军事，辛亥

革命后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吴佩孚军总

参谋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等职。他一生致力于

军事理论的研究，并试图在融贯中西军事思想的

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军事观点。其主要著作有《孙

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其代表作是《国防论》。

《国防论》当年版本的扉页题词是：“万语千

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这

句话鼓舞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国防

论》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第二，不

畏鲸吞、全面抗战；第三，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

攻势、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的“持久抗战”观

点，在陶菊隐所著的《蒋百里先生传》中有其具体

记载，１９２８年前后蒋百里就对他的学生龚浩说
过，“将来中日战争我们应以三阳为根据地”，主

战场“在平汉路线以西”①；以及“中国有地大人众

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

‘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

而后已”②。这些观点表现出了蒋百里已经基本

意识到了中日之间将会有一战，并且将是一场持

久的鏖战。

然而从《国防论》的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来

看，第一篇：国防经济学；第二篇：最近世界之国防

趋势；第三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

则；第四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第五篇：十五年前

之国防论；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附录：欧洲

大陆英雄之覆辙等③。实际上与中华民族具体的

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孙定宇的考证，《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出版于战时生活社，其时淞沪
会战刚刚结束，在一定程度上此文的出版则是淞

沪会战的一个产物：陈诚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精

神作用以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等做了较为客观

的论述，字里行间所洋溢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斗志，

对于提升当时政府军队的士气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④。然而就其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而言，《陈诚

将军持久抗战论》的 １～２０页约６０００字，录自陈
诚发表在《救亡日报》上的宣传文章，文章虽然提

出持久战与消耗战，但缺乏理论和实战相结合的

论证和阐述，属于一种较为典型的官方宣传材料；

第２１～２６页是郭沫若的文章；第２７～３１页是《民
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工作纲要（草案）》；第

３２～５０页是张闻天的文章；第５１～５６页是中共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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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１９页。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３７页。
蒋百里：《国防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目录页。
孙定宇：《陈诚持久抗战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比较》，《传承》２０１３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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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十大纲领；第 ５７～６４页是外国人文章的翻译；
第６５～６８页是史良的文章（在这６８页的文章中，
中共的抗战主张等占三分之二）①实际上和毛泽

东《论持久战》所论证的持久抗战的指导原则、实

施策略和战争愿景不能相提并论。

（二）《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历

史地位

通过对《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具

体内容的分析，我们要肯定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

的历史价值。蒋百里也好，陈诚也罢，他们作为国

民政府及其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是对国防事务

的思考，还是对抗日战争的应对，在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历史关口，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表达

中国正面战场“持久抗战”的观点，确实难能可

贵。毕竟“持久抗战”是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反

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根本立场，唯有“持久

抗战”，才能真正地消解极度悲观主义“亡国论”

与盲目乐观主义“速胜论”的恶劣影响，在根本上

激励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士

气和斗志。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客观评介蒋百里、陈诚等

人之作的阶级局限性。“持久抗战”绝非一个简

单的个人想法、一个孤立的个别观点、一个脱离实

际的单个理念，它还需要经过复杂的检验、系统的

提升和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复杂体系、一个理念与行动相统一的

系统方案、一个理性与感性相呼应的总体部署。

然而由于蒋百里、陈诚的个人成长经历、把握时局

立场、思考问题角度等诸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制

约，他们在持有正确的理念与主张之同时，却缺乏

相应理论与行动的支撑，毕竟中华民族的抗日战

争是一种全民性的抗日战争，缺少人民群众的积

极参与，对日作战只会沦为一种片面的抗战。

二　毛泽东《论持久战》８本参考文献
的考证

根据翟作军（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９年４月期
间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的回

忆，毛泽东用了八九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地写出了

《论持久战》②。然而，《论持久战》的应运而生，

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在八九天中闭门写作的个

体性文章，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自１９３７年全面
抗战以来十个月抗战经验的集体性结晶；不仅仅

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苦心孤诣、冥思苦想，而且还是

人类战争战役理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融汇

贯通、活学活用。

对于写作《论持久战》所参考的文献数量，毛

泽东曾经于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
人员谈话时说：“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

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

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

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

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

战争的经验。”③而《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则更为

详细：“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

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

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

事情做，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有

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

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

《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

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既然

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

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

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哑口无言。原来他也

根本没看过。”④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

战》时阅读过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８本书。
那么这８本书到底是指哪８本呢？目前虽然

难以找到一个完整的书单，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

查阅，这８本书可以推断为《孙子兵法》《战争论》
《论战略》《战斗纲要》《联合兵种》《战斗条例》

《战役问题》和《论内外线作战》。

（一）《孙子兵法》《战争论》与《论战略》的

考证

根据毛泽东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同部分亲属和
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能确定的是毛泽东读了《孙

子兵法》和苏联的《论战略》，大体能推断的有克劳

８

①

②

③

④

陈诚：《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战时生活社１９３７年版。
孟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写作情状》，《文史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０４页。



第２１卷 魏忠明，等：文本现象学视角下《论持久战》的创新性价值

塞维茨的《战争论》。关于《孙子兵法》，１９３６年１０
月２２日，他在给叶剑英、刘鼎的致电中请他们“买
一部《孙子兵法》和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

的军事书籍”①，这也从侧面给出一个论据。

毛泽东阅读《战争论》的相关情况，根据毛泽

东延安日记记载，他曾在 １９３８年 ３月 １８日至 ４
月１日，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 １８日，
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包括目录、第一章在内的总

共５５页，１９日没看，２０日看完５７～９１页，２１日看
完９２～１０２页，２３日看完１０３～１１１页，２８日看完
１１２～１２２页，３１日看完 １２３～１６７页，４月 １日看
到１６８页以后②。关于这次阅读的版本，据有人
考证，“很可能是由柳若水根据马

!

健之助的日

译本转译横排白话文本，该书由上海辛垦书店

１９３４年５月出版”③。后来为了进一步研究战略
问题，毛泽东还专门成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研究会”专门研究《战争论》。郭化若也回忆道：

“１９３８年９月间，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
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

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

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

茨的‘战略学’内容。”④

（二）《战斗纲要》《联合兵种》《战斗条例》与

《战役问题》的考证

根据夏征难老师在《毛泽东阅读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新诠》一文中相关论述：“在 １９５９年 ４
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曾

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

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

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

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

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

军事。”⑤由此可知，对《战斗纲要》《联合兵种》与

《战斗条例》的阅读，激发了毛泽东进行军事研究

的热情，并为《论持久战》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来源。

《战斗条例》又牵出来一条线索，那就是《战

役问题》，这两本书都是毛泽东从萧劲光那里

“借”来的。萧劲光曾回忆道：“记得有一次，贺子

珍同志到我家玩，看到我保存了几本军事书籍，就

回去告诉了毛主席。一天，毛主席踱着方步来到

了我的窑洞，对我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

我看看怎么样？我一时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

么？当他说出是我的《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

两本军事书时，我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他的。

这两本书是我在中央苏区时收集的。长征那样艰

苦，过封锁线、爬雪山、过草地，几次轻装都没舍得

丢掉，一直背到延安。在建立留守兵团期间，延安

的军事书籍极缺，这两本书变成了我得‘家珍’。

毛主席看着我那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又说，他借去

看看，看完后一定还给我。这两本书就这样‘借’

给了毛主席，以后毛主席也没‘还’我。”⑥萧劲光

回忆录中所提到的《战斗条令》也就是上文所列

举的《战斗条例》，它们是同一本书，而《战役问

题》则是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第七本参考

文献。

（三）《论内外线作战》的考证

莫文桦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２日在《解放军报》发
表《缅怀老战友郭化若同志》一文中的披露，可以

成为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第 ８本参考文献的
佐证：“那时，毛主席正继续研究战略问题。有一

天，我到他那里汇报工作时，顺便说，我有一本日

本人写的《论内外线作战》的小册子，看了，觉得

还好。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即插话说：‘借我看

看’。我说，我回去后即送给主席。当我的书还

未送到时，他便给郭化若同志去信说‘你写战略，

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

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

塞维茨的《战争论》……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

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

题弄出个头绪来’。”⑦而毛泽东写给郭化若的这

封信在陈晋老师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００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３２页。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３４页。
夏征难：《毛泽东阅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新诠〉》，《党的文献》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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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记载，全文如下：“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

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

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

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失的《全体性战争论》，蒋

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

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

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

（商借）来看。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

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

头绪来。”①

综上所述，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至少研

习了《孙子兵法》《战争论》《论战略》《战斗纲要》

《联合兵种》《战斗条例》《战役问题》和《论内外

线作战》这８本参考文献，并且在《论持久战》的
很多段落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它们的“影子”，这

充分地表明，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是有其丰

富的理论来源，再加上与鲜活的实践活动所进行

的有机结合，最终才促成了《论持久战》的横空

出世。

三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性价值
通过对《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以

及《论持久战》撰写时８个参考文献的考证，我们
可以得知，蒋百里、陈诚虽然明确表达出“持久抗

战”的主张，并在一定范围内也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

性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相脱节、理念与行动的相

脱节、理性与感性的相脱节等诸多问题的产生，并

且这些问题就它们所产生的阶级根源而言，则是

难以解决和不可克服的。而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念与行动相统

一、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产物，从而最终实现了民

族性内容与世界性格局的高度结合。毛泽东《论

持久战》首次指出：战争的正义与否，在根本上决

定交战双方最终结局的胜利与否；交战双方诸因

素及其变化，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会产生或正面或

负面的影响；战争的伟力来源于广大民众，兵民是

胜利之本；在尊重战争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官兵一

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

三大原则。总而言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站

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通

过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抗日战争是中

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主张动员一切

积极力量在敌我实力此消彼长的“防御－相持－反
攻”进程中迎接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

中华民族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一方面为毛

泽东提供了写作《论持久战》的目的与动力，另一

方面也为毛泽东准备了写作《论持久战》的素材

与内容。如果离开了对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

义这一伟大斗争之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

那么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针对性、时效性、政策

性也会大大地逊色不少。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

人类古今中外关于战争战役问题的相关著作进行

了深入而系统地研习，从而确保了毛泽东《论持

久战》所论述的民族性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

得世界性意义上的系统性、科学性、理论性的

提升。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在其延安时期完成

的，而延安时期也正是毛泽东极其难得的黄金读

书时期。在延安的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读（据

郭化若回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曾反复

研读多达十次），还专门组织读书会进行讨论研

读（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研究战略问

题、组织哲学研究会研究唯物论和辩证法）。也

正是在延安的时期，毛泽东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

大量的理论研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写下了包括

《论持久战》在内的众多不朽的理论篇章，实现了

其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解释权的中国式转化，并

最终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

到理论权威的伟大跨越：“《论持久战》的发表，使

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

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

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论持久战》

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

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

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十多年曲折斗争

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

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

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②

０１

①

②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３１－５３２页。
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第２１卷 魏忠明，等：文本现象学视角下《论持久战》的创新性价值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理论上继承了古今

中外关于战争战役问题的优秀成果，在实践中指

导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

大斗争；在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在

党外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流砥柱形象；在国

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在国外有助于反

法西斯同盟的协调行动。而所有的这一切，则与

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所参考、学习和借鉴的

８本文献是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这 ８本文献
也在根本上成为反驳所谓“抄袭说”的一个非常

有力的重要证据：对这８本参考文献的考证，表明

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不是“关在书斋里”的“闭

门造车”，而是“取百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

因此，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理论来源是

极其丰富的，而《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则仅仅只是这些丰富理论来源中“沧海一粟”而

已。但与此同时，蒋百里、陈诚等人之作的历史地

位，也不能被忽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将

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贯彻到底，确实有效地消

解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种种

干扰。

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ｒ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ｅｘ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Ｅ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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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ｈａｒｍ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ｗｅｍｕｓｔ
ｃａｒｒｙｏｎ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Ｂｙｄｏｉｎｇｓｏ，ｗｅ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ｒｗｈｉｌｅｒｅｆ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ｎｔｉ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Ｗａｒ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ｇ；ｔｅｘ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责任校对　廖和平，蒋云霞）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