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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核武器价值的深刻思考, 是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核伦理思想主要是围绕核武器价值相关问题而展开, 其基本

内容是在战略上藐视核武器的军事作用,在战术上更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价值, 核心本质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

了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些思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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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的产生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1933

年, 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发现, 通过原子核链式反应释放

巨大能量, 可以运用在军事武器制造上。为了防止法西斯德

国提前研制出这种原子武器, 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 1936

年 8月, 西拉德与爱因斯坦联名写信给美国罗斯福总统, 请

他重视这一情况, 同时也促成了美国实施研制原子弹的 /曼

哈顿计划0。这一特殊工程由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

他们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 于 1945年 7月成功试爆了第一

颗原子弹。

中国共产党对核武器的了解是在美国原子弹成功试爆

之前。一份颇有权威的外国杂志5国际防务评论6刊登的一

篇论文写道: /早在 1944年,延安的情报部门已经了解到美

国在发展原子弹, ,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很清楚,这些新技术

将对他们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使新

中国有这种能力开发这些新技术以保证其安全与独立

, , 0可见,虽然在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更急需的是普通步

枪和大炮, 但是核武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脑海里也决不是一

片空白。

1945年 8月,美国对日本使用了核武器, 其威力震惊了

世界。由于人们对这种神秘武器了解很少, 由此产生了 /核

武器决定论0。这就使核讹诈、核威胁成为可能。事实也是

如此。随着时局的变化, 美国对原子弹的使用逐渐违背了制

造时的初衷, 原子弹成为其达到政治野心的一种手段。新中

国成立后, 就曾多次面临美国的严重核威胁。例如在朝鲜战

争期间,美军为了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曾多次准备并扬

言要使用原子弹;又如在 1955年的金门马祖危机期间, 解放

军解放江山岛,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逃大陈岛等岛屿, 美国认

为中国共产党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对此, 美国又一次发

出了核威胁;再就是 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

会议的战争计划,提出通过对 /共产党中国 0进行核攻击,来

防卫金门和马祖, 核子攻击的范围包括人口非常密集的上

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区的军事目标。总之, 美国为了它

的扩张野心一再对中国发出核威胁。这使得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深刻感受到, 要使中国免受核威慑、

核攻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也拥有核武器。毛泽东核伦

理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

体、坚定人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同时也承认

核武器作为一种特殊的非常规的武器, 拥有巨大的威慑力,

能够对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核

武器的基本观点有二: 一是在战略上藐视它, 二是在战术上

重视它。同时,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而不是一两

件新式武器。这一点在其对核武器价值的论述上表现得尤

为突出。

(一 )在战略上藐视核武器的军事作用

美国在掌握原子弹技术并使用原子弹后, 就借势到处进

行侵略扩张。毛泽东深知要对付核讹诈、核威胁, 首要就是

应该在心理上战胜敌人, 使中国人不怕原子弹。正是基于此



原因, 他提出了 /原子弹是纸老虎0的著名论断, 这充分体现

了他在战略上对原子弹所采取的藐视的态度。但这种藐视

并不是盲目、毫无根据的,而是毛泽东以历史、辩证的思维方

式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1、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

效应。毛泽东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认为不应该盲目夸

大核武器的杀伤效应。毛泽东说 : /我不相信核武器能毁灭

全人类。即使核战争爆发, 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的

全部生命。而且, 如果人类真的被毁灭了 ,那也没什么了不

起, 根据进化论的观点, 人类又会再次产生出来。0 [ 1] /即使

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 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

炸毁了, 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来

说, 也算不了什么。0 [ 2] 136- 137毛泽东多次谈到, 核战争虽然可

能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 但是, 其结果并不会阻止社会历史

进步, 也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他把常规战争与美国扔原子弹

所造成的伤亡进行了比较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从最终结果

看, 核武器并不一定比常规武器的杀伤规模大。从而反对盲

目的害怕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效应。

2、明确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这是毛泽东对于

包括人与武器在内的诸多因素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和作用

的深入思考, 其实质归结为究竟是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的

能动性, 还是忽视人、偏重物 (武器 )? 对此, 毛泽东的看法

是既要改良装备, 更要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 提出了 /兵民是

胜利之本0的论断。1945年美国首次在日本使用核武器, 造

成 20多万人死亡,使得原子弹决定论盛行一时。然而, 毛泽

东却以其超凡的智慧提出: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 不能。

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 原

子弹是空的。0 [3] 1133 1946年, 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

斯# 斯特朗的采访时更深刻指出: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

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

民,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0 [ 3] 1192- 1195这就是著名的 /原子

弹是纸老虎0论断。同时, 毛泽东认为 /力量的对比不但是

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 ,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

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0 [ 4] 469因此,可以看出, 在战争中毛泽

东更注重的是人 (人民 )、人心的向背。

3、科学判断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军事作用。毛泽东认为,

由于核武器拥有超强的杀伤力 ,使用它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

来巨大灾难, 因此,世界各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使用它, 这就

形成了一股世界的舆论压力, 使得核武器在战争中使用的可

能性不大。 1947年 1月, 毛泽东在与安娜# 路易斯 # 斯特

朗谈论原子弹时指出 : /愚蠢的人仍在奢谈什么原子弹,可它

永远不会再使用的。在日本的大爆炸也毁灭了它本身。因

为全世界人民群起而攻之。原子能会交在人民手中,可原子

弹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0 [ 5] 258此外, 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国共产党认为, 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效应使得核武器不

适于战场使用。在中苏论战中 ,中国共产党曾指出: /在政治

上, 如果美帝国主义使用这种武器,就会使它自己处于极端

孤立的地位; 在军事上, 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限制它的使

用。0 [ 6]事实也在不断的证明, 毛泽东对核武器在战争中的

军事作用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二 )在战术上更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价值

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是 /纸老虎 0, 是要求我们从整个大

局的高度去藐视敌人, 从心理上去战胜敌人, 但这并不意味

着毛泽东就完全轻视核武器的价值。他曾经说过 /光说纸老

虎是不行的, 我们不强大起来, 他就真是老虎了。0 [ 7]因此,

毛泽东在对核武器的战术运用上是非常重视核武器的价值

的,特别是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价值。

1、辩证地看待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毛泽东是以历史、辩

证的方法看待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的。他认为核武器具有强

大的威慑作用,这种威慑作用既可被超级大国用来进行核讹

诈和核威胁,也可被中国用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提高

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抵消核讹

诈和核威胁。毛泽东认为,原子弹大规模的杀伤力使得它本

身具有威慑作用,尤其是在核武器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以后,

任何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不得不考虑核武器的作用,任

何国家想使用核武器时,都不得不考虑其后果。因此, 发展

核武器打破核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慑止战争的爆发。毛

泽东进一步指出,要想不被人欺负,要想维护和平, 就必须打

破美苏的核垄断,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使中国具有阻止核

战争、核讹诈的威慑力。1955年 1月 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

全体会议讨论5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

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6时指出: /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要使

广大人民了解原子能,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和认真工作。从消

极方面说,的确有可能制造一种力量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因为现在美国和苏联都掌握了原子武器, ,你用我用, 战争

就无法进行了, 所以, 现在也有可能禁止使用原子武

器。0 [ 5] 265在我国原子弹即将试爆的前夕, 毛泽东在同周恩

来、刘少奇研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时机选择问题时

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 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 就早

响。0 [ 8]中国发展核武器只是为了实现 /你有我也有, 你要毁

灭我,你自己也要受到报复0的威慑态势。中国的核威慑是

防御性威慑,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当中国遭到核攻

击时,中国人民将全力反击。/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

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

可以信赖的。0 [ 9]

2、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破除核威慑。现实

中,由于诸多原因, 核武器是不可能被轻易使用的。但是二

战后,美国等拥有核武器国家却以核武器为后盾, 动不动就

以发动核打击来进行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敏锐地感受到:在核时代, 核战略力量就是国家威力的象征

与奠定国际战略地位的实力基础。因此, 为了防备帝国主义

发动核战争,我们应该发展我们自己的核战略武器, 巩固国

防,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 1964年 12月, 周恩来曾明

确指出: 我们发展核武器, /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核讹诈。

, ,如果搞得好,能够制止战争,最后消灭核武器。0 [10] 292他

深刻地论述了发展核武器与防止使用核武器的辩证关系。

指出 /尖端要有, 有了导弹核武器, 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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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如果我们没有导弹, 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0 [ 10] 292这

就是说, 只有我们掌握了核武器, 才有资格提出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 而且才有能力主动建议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

器。

3、发展核武器可以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提高中国

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威

胁, 尤其是在军事和外交问题上深受压迫,这对于提高中华

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严重阻

碍。 1956年,毛泽东在5论十大关系6的讲话中明确表示, 要

发展核武器, 要恢复中华民族业已丧失的自豪感。他说, 我

们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

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

西。0 [2] 271帝国主义 /看不起我们, 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

只有手榴弹0,因此中国 /应该有自己的原子弹, 并尽快发展

氢弹。0 [11]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以与自己大国地位相称的身

份, 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事实也证明, 我国原子弹的

爆炸成功, 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为新中国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国际地位基础。

4、发展核武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毛泽东指

出: /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

危险也就越大。他们有, 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 ,一旦反对

他们的人有了, 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 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

策就不那么灵了 0 [ 9]。他认为, 在咄咄逼人的核威胁面前,

如果中国人自己手里没有原子弹,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没有可

靠的保障。如果我们有了核武器, 就能打破核垄断, 破除核

讹诈, 中国才有安全感。因此, 必须要发展尖端技术。 1964

年 10月, 当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爆炸了第一颗

原子弹时, 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指出: /保护

自己, 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0 [ 10] 292 /保卫世

界和平, 是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职责。0 [ 10] 292表明中国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坚定地维护世界和

平。并明确表示: /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

标未实现以前,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

路, 加强国防,保卫祖国, 保卫世界和平。0 [ 10] 292

三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特征, 尽管

有部分理论需要与时俱进, 但是其许多科学性的内容对于今

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社会主义核伦理道德建设, 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人民利益至上 ) ) ) 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毛

泽东在核武器问题上始终坚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思考和

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

位, 其核伦理思想的核心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其实质就是人民利益至上,以人为本。表现为,中国发

展核武器是因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我国发展核武器是为

了破除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从而维护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受侵害, 为人民群

众的幸福生活创造一个安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的

一项重大任务,和谐社会本身内涵丰富, 其核心理念就是以

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并付诸实施, 其目的就是

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履行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的庄严承诺,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人民谋利益,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社

会环境。

(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理念。为了打破超级

大国的核垄断,破除核讹诈, 毛泽东从国际战略斗争的全局

出发,把核武器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上,作出了自力更生,自

己发展核战略武器的决策。几十年来, 我国在发展核武器的

道路上,始终坚持了这一方针。由于坚持了这一正确方针,

所以在苏联外援突然断绝后, 我们仍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

迅速掌握核技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攻克重重技术难关,

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不能仅依

靠外力,更主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艰苦奋斗。这一基本

精神必须要贯穿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始终,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三 )重视和发展尖端技术, 和平利用核能。 1960年正

当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关键时刻, 苏联断绝了援助, 撤走

了全部专家,使我国核技术的发展事业面临着巨大困难。毛

泽东审时度势,慎重决策 ,主张坚决把核武器的发展搞下去。

1960年 7月 18日,毛泽东再一次明确指出: /要下决心搞尖

端技术。0 [ 12] 36在这里 /尖端0一词其实指的就是 /两弹0。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不久,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原子弹要有, 氢弹也要快。0 [12] 59即使在十年 /文革 0中, 毛

泽东在发展尖端技术问题上, 仍紧紧抓住不放。他认为, 尖

端技术是国家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

标志,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任何人都不得干扰。由此可见,科

学技术在毛泽东心中的重视程度。在当今时代, 科学技术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 /第一生产力0的科学技术不

仅承载着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更是和谐社会系统运行的核

心动力。核技术作为一种尖端技术, 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

用途。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核技术的应用已经广泛的渗透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核能的和平利用, 如大力发

展核电等,已经成为我国核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将

在我国建设 /两型 0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

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四 )保卫世界和平, 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政府在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 就郑重向全世界做了庄严承诺: 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提出 /中

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维护核不扩散, 不在外国部署核武

器,不以核武器相威胁0的 /四不0政策。并从核武器发展的

规模和结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关系、核武器的精度等各

个方面提出了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0的具体要求, 同时主张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所具有的

崇高政治责任感和道义感。这是站在战争道义的制高点来

制约别人首先使用核武器, 最终达到消灭核武器, 从而实现

世界和平。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核武器是慑止核战争的手

19第 5期          刘  毅, 刘镇江 :论毛泽东核伦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段, 而不是打赢核战争的工具。从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现今及未来复杂的时局中, 毛泽东的核

伦理思想以及中国的核政策仍将有效地发挥着维护核安全、

慑止核战争的重要作用,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驾护

航, 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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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 ao Zedong 'sNuclear E thicalThought and its EpochalValue

LIU Y ,i LIU Zhen- 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M ao Zedong. s Nuc lea rE thical Thought is the profound re flection of h is theo ry about va lue o f nuc learw eapons. It is

the w isdom fru ition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leaders o f Comm un ist Party of China w ith M ao Zedong as the core. M ao Zedong. s Nuclear

Eth ica lThough t cente rs on som e issues re lated to va lue of nuc learw eapons. Its basic con tent is the starateg ic defiance of the m ilitary

ro le of nuc lear w eapons, pay ingm ore attention to the po litical va lue of nuc lear w eapons in tactics, and its essence is to safeguard the

fundam enta l interests o f the ma jo rity of the peop le, defe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 in tain wo rld s' peace. It has has im po rtant pract-i

ca l sign ificance to summ ar ize and study these ideas deep ly for bu ild ing a soc ialist harm on ious so ciety and ha rmon ious wo rld.

K ey words:  M ao Zedong;  Nuc lear Eth ica lThough t;  Va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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