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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致力于发展适用 

于平时与战时的心理战能力。 

中国战略 
心理战的 

(美)蒂莫西·L·托马斯 退休陆军少校 

李瑞青／编译 

中 裹 
与心理战的密切配合，以及大众传媒所起的日益重要的 

战略作用，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中国心理战的悠久历史 

中国心理战的历史可追溯到4000年以前，古代早 

期的心理战经验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争的实质是攻击敌人的谋略；战争的主要原则是争夺 

对民心士气的控制；战争的要旨在于关注敌方统帅的决 

策技能和个性特征。 

道教强调刚柔相济。也涉及了战争中的强弱两方 

面，它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心理战理论，也影响了中国 

古代的军事研究。《易经》强调阴阳相伴并可相互转化， 

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心理战理论的重要基础，至今仍影 

响着中国人的主观认知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推崇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心 

理战。秦朝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运用的是远交近攻的外 

交心理战术；汉朝则综合运用了心理战中的政治、经济 

和军事因素，将心理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三国、两晋时期，心理战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这两个朝代都认为攻心比攻城更有效，因此。 

比起军队的实战行动，他们更偏好于实施心理作战。 

明清时期，中国的心理战理论已变得停滞不前了。 

中国古代的心理战旨在达成战略欺骗，施展谋略， 

确保以谋略取胜，实现军事战略与心理攻势的有机结 

合。许多原则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对心理战魄认识 

中国学者有关心理战的论述中，对心理战的定义不 

尽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心理战就是采用各种措施影响 

敌人的观念、态度、意志和行为。，，牌 战的目标是不战 

而胜，或是以小战换取大胜 一只有确保在政治上和战争 

的性质上处于有利地位(师出有名)，才能从根本上获得 

心理优势。 

另一些学者认为，心理战是一种宣传行为，是以动 

用武力为基础的劝服。一个集团可以综合运用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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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军事、外交、或文化等力量改变对手的国家意志或 

是影响和改变其信仰、态度和敌对意识。力量和胁迫的 

运用是心理战的主要工具。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心理战理论是J 理学与战略战 

术研究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心理战理论既有心理学基 

础，也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后者取决于国家特性。前 

者则更为固定。心理战战略就是一国国家战略和军事战 

略取向在心理上的具体体现。 

此外，部分学者还把心理战定义为在战略、战役和 

战术层次上展开的多层次行动。他们认为，心理战的作 

战对象是国家意志、社会意识、文化传统、国家的经济 

脉搏、敌方的公众情绪、大众的意识倾向、军队士气以 

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等。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受到心理战影响的人数比以往要多得多。 

尽管对心理战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中国学者都强调 

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价值观体系是人们用以区分好与 

坏的一种心理倾向，也为人们认识正确的思维和行为方 

式奠定了基础。心理战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改变一 

国的基本社会意识和价值观而达成的。在这方面，西方 

运用其价值观体系(民主、自由、人权等)对社会主义 

国家发动了长期进攻。西方运用民主和人权观念颠覆了 

苏联，并企图运用同样的伎俩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的战 

略就是攻击目标国的政治、道德、社会和文化观念。中 

国学者喜欢引用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话来诠释 

美国的战略：“攻击思想意识是影响历史的钥匙 。 

心理安全观 

实施 理战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要了解对手战略领 

导层的心理特征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打击。为了突出 

东西方心理战的不同特点和规律，中国学者探讨了东西 

方思维的差异。他们认为，“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政治 

体制、经济实力、国防能力以及国家精神信仰的不同，导 

致不同的国家心理战的组织结构和运用原则、思想基 

础、主观认知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为中国 

的心理战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战 

略战术的论述成为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法宝 之一。 

尽管心理战以积极防御为特点，但中国则强调心理攻击 

与谋略的运用。特别是 “用问 。 

中国学者断定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 

基本战术，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中国人绝不 

能允许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毛泽东和邓小平已经制定 

了一套完整的对付西方战略的理论和战术。他们强调心 

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在心理战 

防御上要采取主动。信息和心理因素已成了政治和外交 

武器，其威力不容忽视。心理战所需的投入少。风险低。 

收效却很大。国民得到的信息量越大，心理战的施展空 

间就越广阔，信息传播所及的任何角落都可能变成心理 

战的战场。中国必须树立积极的心理战防御战略意识。 

积极的防御包括通过预防措施调节人们的思想：经过教 

育和引导，允许人们接触其他思想，让他们看到其他思 

想的错误之处，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免疫力，但是思想开 

放并不等于放任自流。 

中国学者预测心理战的主要样式是对民意的争夺。 

为掌握民意，中国必须发展独立自主的信息与媒体力 

量，引导民意，开展民意宣传。信息需求是一种普遍的 

心理需要，被动的J 理防御远远不够。中国只有主动进 

取，才能在民意上掌握战略主动权。宣传攻势必须梅 

准备，包括最初的宣传攻势受到反击后的应对措施。部 

分学者还强调了获取媒体优势及控制媒体负面效应的重 

要性。媒体控制是心理战的一个前沿阵地，新闻广播和 

计算机技术使人们能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看到一场战斗 

的进程。过去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一个事件，如今上百 

万人都能目睹，信息的这种传播途径会对公众的情绪和 

士气产生影响。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胁迫是用来影响民意和媒体的 

主要策略。事实上，心理战和胁迫就像孪生兄弟一样难 

以割裂开来，恫吓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手段。在当 

今时代，非暴力胁迫手段的运用日渐增多，包括结盟、操 

纵媒体、经济制裁、金融打击、信息孤立和网络攻击等。 

他们认为，美国就是以力量优势作为心理战的基础，通 

过炫耀武力、军售和军事演习等进行胁迫。对此，中国 

必须贯彻自己的胁迫式心理战计划，包括发展中国的威 

慑力量和机制、胁迫式心理战战路等。中国应当发展一 

支精干有效的军事胁迫力量，充分运用各种非军事胁迫 

手段；要建立以战略机动为核心的心理胁迫机制，组织 

和运用各种心理胁迫因素，力求收到最大的心理胁迫效 

果。胁迫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否则只是个空洞的稻草人。 

心理战战略观 

中国学者认为，谋略是基础，战略筹划是中国最传 

统的心理战特征。经过战略筹划后，才会依次击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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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敌军队，最后才是攻城。最好的谋略就是攻击敌方的 和经济生活陷入混乱，动摇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引发 

头脑，运用谋略造成心理错觉，使敌方疏于战备，而有 政治动荡。为了建立网络屏障，中国必须确立网络主权． 

备的一方则会不战而胜。从更狭义的角度讲，以假示真， 制订网络行为相关法律，建立信息保护力量。创建信息 

虚实相间，就是谋略运用的体现，可收到出其不意、攻 战和心理战部队有助于确保中国的信息安全和心理安全。 

其不备之效。 鉴于信息技术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出了发展 

中国学者认为，在战略出发点和心理战的定位上， 未来心理战装备的一些设想。他们指出，心理战装备已 

中国和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他们认为，战略出发点是指 增加了 “智能化”的成分，包括利用计算机引导无人驾 

心理战的性质、目标和致胜因素。中国将心理战视为传 驶飞机的运行系统和感知系统，使其能够识别目标。进 

播真理与正义的方式，是为了努力赢得人心，揭露敌人 行宣传广播和抛撤传单，将来还会出现视频、音频和语 

在精神领域对中国进行扰乱、腐蚀或渗透的阴谋；而西 音合成的传单，很像市场上出现的会说话的生日贺卡。 

方则把心理战视为推进其霸权战略的途径，企图在他国 在现代战争中，首要的攻击目标往往是那些具有心 

制造动乱和纠纷。 理价值的目标，如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其他通讯设施，摧 

一

些中国学者将心理战战略定位为进攻性和防御性 毁这些目标有助于造成心理上的被动、恐慌乃至心理上 

两种。战略定位因所起的作用、运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的失败。在1994—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车臣 

中国必须继续坚持以攻为守、攻防兼备的心理战战略。 人通过向电视台提供战地即时报道，对战争的进程和结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显示力量是实施心理战的基本 局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这些报道对公众的态度产生 

战略方式。中国古代已广泛运用了示形之术，中国著名 了很大的影响。海湾战争期间。电视报道也发挥了重要 

的《三十六计》对此有详细描述。示形就是利用虚实之 的心理作用，一方面向伊拉克领导层显示了联军武器的 

术发动进攻，以求对敌收到出其不意之效，所谓虚实相 杀伤力；另一方面。对伊拉克 “飞毛腿”导弹的报道也 

济，或以强示弱。或以弱示强。令敌真伪难辨。简言之。 使以色列和沙特居民陷入恐慌。 

示形是使敌我两军产生心理互动的一种方式。示形也是 

_种 慑手段·是 种心理战的范畴·它可增强已方 中国面瞄的心理战威胁 
力量的可信性。造成敌人的恐惧。 

一

些中国学者把中国面临的威胁分为 “硬战”(高 

信息技术与心理战 慧 ’ 。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将来有可能既是心理战的一项 下。心理战却大有可为，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打赢高技术 

战略资源。又是一种心理战战法。而且心理专家们正在 战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开发许多信息时代的技术。例如。未来的军事进攻会伴 鉴于心理战可以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产生最大的 

随着电子技术的攻击，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在敌方指挥 心理影响，同时又没有什么风险，因此美国正在利用心 

信息系统中植入虚假信息。在敌指挥官间制造误解；还 理战略(和平演变)强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化瓦解。作 

可利用黑客突入敌网络终端。实施全方位的心理攻击。 为该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凭借拥有先进武器的军事力 

中国学者认为，信息科学、心理学和其他科学的飞 量。在心理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暴力威胁。美国还利 

速发展。特别是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 用经济和贸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通过人员往来 

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涌现。为心理战提供了坚实的理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进行心理渗透，进而培养反对社会 

论基础和有现代化的手段。 主义的势力。美国的心理战颠覆了苏联，中国也面临着 

一 些学者认为网络是未来战争中技术较量的最重要 类似的威胁。美国的目的是从中国的消费市场上获利， 

的领域。网络心理战成了心理战防御的一个新课题。但 同时对中国保持长期的政治和心理压力。美国将通过打 

网络将成为未来心理战的主战场。全球化的网络为宣传 击中国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心，最终迫使中国屈服。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信息的获得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心理战方面面临的最大威胁 

制。几乎任何人都能秘密地把数据放在网络上。其身份 是民心士气被控制的威胁，因为这才是决定胜败的基 

往往又很难核实。网络攻击能使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 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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