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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In US Strategic Thinking 

美国战略思维下的心理战略特征 

口 许 嘉 

内容提要：在特定战略思维的作用下，美国的心理战略有 

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理想主义战略思维范式作指导， 

坚持意识形态原则，在间接战略思维下使用硬权力和软权力 

的手段 ，心理战略实现过程中对人的重视等方面。进攻型战 

略思维是美国心理战略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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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理战略，是指在可以想象的条件和环境下，在宏观筹划上运用各种手段 

“建构”和“运用”某种或多种心理倾向，以求达到平时和战时战略目标的艺术。它 

在和平时期支持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战争时期支持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 

心理战略处于国家战略(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之下，与军事战略、能源战略和 

经济战略等其他战略概念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一

、理想主义战略思维范式指导之下 的心理 战略 

美国的心理战略以理想主义战略思维范式为指导。理想主义的哲学起点和现 

实主义一样，都是从研究人性开始的。理想主义承认，人都追求权力，并导致战争 

不断发生。但它与现实主义战略思维范式不同，它否定宿命论，相信经济和科学技 

术的发展、对人的教育和改造，可以改变人的愚昧和无知，人类的进步将最终使人 

类放弃战争。这一思想来 自欧洲的康德和洛克等人，也与美国早期顺利发展的历 

史有关。就国家而言，理想主义相信经济的发展和对国家的民主化改造，可以实现 

国家之间利益的和谐与合作，国际社会可以通过集体安全的途径，而不是均势手 

段，实现世界和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维范式的指导之下，美国心理战略的重点一 

直放在如何从心理上影响其他国家民众，教化和改变他们乃至其国家的问题上。 

冷战时期，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就把和平演变政策和支持东欧民主改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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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 

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得到国内民众的支 

持。美国民众支持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不是为 

了石油，因为那毕竟是别国的石油，在美国这样 

重视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民众是反对这样做 

的；不是因为萨达姆与拉登有关联，因为美国政 

府自始至终没能找到萨达姆政权与恐怖主义联 

系的证据；也不是由于伊拉克人拥有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因为在战前，国内许多人就相信联合国 

调查团的结果。那么，布什政府怎样使美国民众 

有了支持它攻打伊拉克的心理倾向呢?在战争 

爆发前，美国媒体不断宣传萨达姆是暴君，伊拉 

克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他们正在用鲜花等待着美 

国人的拯救。这种宣传使具有“使命感”传统的 

美国民众，发自内心地觉得美国有责任帮助伊拉 

克人民推翻暴君统治，实现民主化。也正是利用 

了这种心理倾向，尽管在战后 ，美国在伊拉克深 

陷泥潭，布什在国内大选 中仍能获胜。“民主 

化”是普通美国人回答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时 

最多的解释。美国民众大都相信布什政府的宣 

传：如果对伊拉克的民主化改造获得成功，就可 

以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中东国 

家都完成了民主化改造，中东地区就将出现和 

平。这种理想主义思维范式指导之下的心理战 

略，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成功实施，在战后仍在 

继续推行，其实施对象不仅是美国民众，而且还 

对准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 

二 、坚持 意识 形 态 的战 略思 

维原 则是 心理战略的重要原 则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主体和客体之间在打交 

道时，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语言形式去认识 

和描述各种不同的客体。然而，语言不可能是空 

洞的形式，在内容上它以意识形态为导向。马克 

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使用了“观念的 

上层建筑”这一概念。在《路易 ·波拿巴政变 

记》中马克思写道，“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 

社会的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 

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 

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 

础上创造和构成一切。”①中国著名哲学家俞吾 

金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整个上层建 

筑，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观念的上 

层建筑’一样，显然是指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 

内容在这里也被具体化了，指的是各种情感、幻 

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②。美国心理战略的实 

施可以有各种内容，比如威慑、恐吓、引诱等，但 

最主要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上的引诱，即改变和影 

响对象的心理和意志。 

相比较而言，美国心理战略在和平时期更隐 

蔽、更持久。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心理战略 

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冷战当中，柏林曾 

经是美国在东欧展示西方生活方式的橱窗，曾引 

起了许多东欧人的幻想，许多人为能越过柏林墙 

而丧生。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 

垮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心理战略在意识形 

态上的胜利。冷战后，美国心理战略中的意识形 

态内容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宣传西方的生活方 

式，而是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民主自由。美国和平 

心理学家相信“邪恶的迂腐”理论。这一理论认 

为，社会力量和群体动力可以使一些神经正常的 

人去做一些可怕的和人们难以理解的事情。这 
一

理论从心理学上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 

意志民族为什么会屈服于一个专制法西斯统治 

的原因。同时，也提出了改造非民主社会的思 

想。冷战后，民主和平论甚嚣尘上。西方国家不 

断宣传民主国家不会有战争的观点。美国三届 

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提出了“推进和巩固 

民主价值观”的战略目标。其心理战略的重要原 

则就是要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培养热爱西方 

民主的政治倾向，从而引发政治变革的心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629页，人民出 

版社 ，1974。 

②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64页，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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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间接 战略思 维 下 的心理 

战略手段—— 软权 力和硬权 力 

当代心理学主要有 7种流派。生物学流派 

研究人的行为与大脑、基因和神经系统之间的关 

系；心理动力学流派把行为看作是由意识和无意 

识动机驱动的，试图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 

间的冲突；行为主义学派要求理解特定的环境刺 

激如何控制特定类型的行为；人本主义学派强调 

个体内在的实现和个人成长的能力；认知学派重 

视影响行为反应的心理过程，即一个人接受环境 

某一因素刺激时，就会产生知觉，而知觉可以是 

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进化论学派则把行为 

看作是在环境中生存而进化出的适应性；文化学 

派在文化背景中探索行为及其含义。① 这些流 

派的视角集中在人本身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 

心理学研究的是社会及文化外在因素对人心理 

作用的过程；心理战略则是要创造这种心理作用 

出现的条件。 

美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是间接战略思维， 

心理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讲，属于间接战略思维的 

范畴，因为，这种战略一般不采取直接攻击对方 

的方式，而是采取迂回影响的方式达到施动者的 

目的。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美国心理战略实施 

中需要选择的手段。硬权力，又称有形权力或物 

质权力，其要素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实力 

和军事实力。软权力，又称无形权力或精神权 

力，其要素包括：政府质量、士气、社会凝聚力、外 

交质量、意识形态和文化吸引力。在间接战略思 

维方式的指导下，美国利用硬权力对敌人造成心 

理上的恐惧并使其意志消沉，如在战争中，打击 

敌人的后方，使之人心动荡，士气低落，从而达到 

瓦解敌军的目的。在和平时期，克林顿政府和小 

布什政府的军事战略先后提出了“营造国际环 

境”的思想，包括：增进地区稳定、阻止和减少冲 

突与威胁、威慑侵略行为等 内容。而“营造”、 

“阻止”和“威慑”的实现均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 

量为后盾，美国要通过 自己强大的军事优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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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敌方心理上的恐惧，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 

的。在软权力方面，美国向来善于在战争中利用 

媒体宣传、欺诈、迷惑敌方和国际舆论。在和平 

时期，美国重视利用政治手段、文化手段、规制手 

段和生活方式手段从社会环境、文化和个人意志 

方面影响人的精神和心理，进而改变人的行为， 

直至国家的行为。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演变政 

策”和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都是间接 

战略思维下心理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合用。 

四、进 攻型 战 略思 维是 美 国 

心理战略的主要特征 

美国战略思维的核心特征是力量——进攻 

型战略思维，美国的心理战略和其他战略一样， 

具有很大的进攻性。美国心理战略的进攻性思 

维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试图改造其他国 

家的文明。冷战结束后，美国著名国际政治专家 

塞缪尔 ·亨廷顿就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该理 

论认为，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文明 

之间的冲突，焦点在佛教、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 

教文明之间。美国政府虽然至今没有公开接受 

该理论，但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组 

织了大规模的学术研究。美国心理学家认为，不 

同的文化对同一事物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攻 

击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价值 

和社会规范的限制。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略目 

标之一就是要改造伊拉克的文化和社会 ，在价值 

观念上使其西化，削弱伊拉克的极端宗教势力。 

第二，将本国的道德标准作为国际社会的道德标 

准。道德是关于人类行为正确与否的信念、价值 

和深层判断。至今为止，国际社会没有实现道德 

的社会契约定向、道德原则定向和普遍道德定 

向。因此，在道德问题上人类一直存在着“道德 

推理”问题，即在某种情形下，人们对“什么行为 

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做出判断的问 

① [美]李查德 ·格里格著，王垒译：《心理学与生 

活》，18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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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影响国际社会的道德推理 ，美国利用其强 

大的媒体工具，不断在全世界宣传美国的价值观 

和道德标准。美国可以把它所敌视和仇恨的国 

家描绘成集权国家和流氓国家；把自己对其他国 

家的侵略宣传为“无限正义”；把干涉其他国家 

主权宣传为人道主义。正是由于美国有明确的 

心理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媒体技术上的 

优势，国际社会出现了美国话语霸权的现象，即 

美国的道德标准似乎就是国际社会的道德标准 

和心理认同现象。 

五 、对 战略成 败 中决 定性 因 

素— — 人 的 重 视 

在美国战略思维中，人被看作战争胜利的决 

定性因素之一。美国心理战略十分重视对人的 

研究。这种研究包括对决策者心理活动的分析。 

美国国际政治新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主要 

利用心理学中的认知心理学观点，研究战略决策 

人。它得出的结论是：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不是 

由客观决定的，而是由人的认知决定的，这种认 

知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而如何能产 

生正确的认知，则是国际政治心理学 的重要任 

务。在和平时期，国家领导人如何能做出正确的 

外交决策、民众如何能形成支持政府的心理；在 

战争中，如何摧毁敌方首脑的意志、如何能瓦解 

敌军是美国心理战略专家研究的重点。这种心 

理战略研究不仅包括对敌方首脑人物的研究，而 

且也包括对己方决策人的研究；不仅包括对双方 

领导人的研究，也包括对双方民众和军队的研 

究。古巴导弹危机在美国被认为是危机决策中 

个人决策最成功的范例。伊拉克战争则是当代 

美军摧毁敌方领导人意志和军队士气的典型案 

例。美国心理战略重视对人的研究还表现在对 

其他国家精英人才长期、有计划、有目标、有系统 

的培养上，美国政府的“国际访问者项 目”就是 
一 例。这一项 目每年从世界各国挑选若干名年 

轻的精英，让他们到美国访问，享受最好的生活 

待遇，然后，带着深刻的美国印象，回到本国发挥 

影响。美国目前是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许多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曾在美国受过教育。这 

些都说明，美国心理战略是从个人到国家，从普 

通民众到精英人物的目标明确的，渐进、持续的 

实施过程。 

六 、结 论 

心理学虽然在 19世纪诞生于德国，但在 20 

世纪初以后，它的研究中心就移到了美国。目 

前，美国是世界上心理学最发达的国家，有 3000 

多所大学有心理学学位教育，全美每年授予博士 

学位人数最多的学科是心理学 ；书店里书籍最丰 

富的领域也是心理学。美国心理学的发达 自然 

也对战略领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的国 

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中清晰可见。虽然，时至 

今日，心理战略的名词还没有在美国出现，但心 

理战略的思想和设计早已有之，心理战略和国家 

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交叉应用，互相支撑，这是 

美国战略的重要特征。美国心理战略是美国战 

略思维的具体体现，理想主义的思维范式、坚持 

意识形态原则、间接战略思维的手段选择、进攻 

性战略思维和对个人在战略决胜中的重视，只是 

美国心理战略的部分特征。然而，这五点对于认 

识美国心理战略具有“纲举 目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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