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志力的经久较量: 若干历史范例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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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四大历史事件提供了争端问题上国际经久较量的历史范例, 它们是: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

问题争斗;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的长期较量;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的多年争执; 中日之间关于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激烈对峙。对这些范例的透视和分析提供了饶有意义的启示,可予借鉴,以利中国

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业已历时约 30年的对美较量。特别重要和适切的启示在于:意志力较量是决定争端

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在对方对己方的根本态度已变得有利、或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意

志力的目的只在于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 使之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这一根本态度;就此而

言,与必须变更对方的根本态度相比,达到目的的信心可以大得多,倘若有相应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来自五个源泉: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对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的期望; 对总体环

境中争端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争端问题上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政治领导者或曰较量统帅的个人秉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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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彼此间会在种种不同情势下, 就一个重大

的、涵义丰富和复杂的争端问题进行经久较量。此

类国际较量的范例显著地可见于例如冷战史,并且

也富有启示地可见于例如晚近或当代的中美关系、

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

四大经典范例

几度以严重危机形态出现在美苏冷战史上的柏

林问题较量可谓一个经典范例。 1947年美国推出

马歇尔计划后,以很大的决心力图解决一个对大西

洋联盟体系的形成及其全球优势至关紧要的问题:

既将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服务于加强西方,又

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由于被西方 /包容0 (先是经济

上、然后是政治和军事上 )而唾弃其传统的极端民

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祸患。从复兴德国西

占区经济并将它与西欧经济彼此交织开始, 到紧锣

密鼓地筹备建立西德国家, 美国及其盟国的行为终

于激使斯大林实施 /柏林封锁 0,美苏两强第一次濒

临开战边缘。然而,美国政府报之以低烈度但坚毅

持久的西柏林空运,斯大林完全未能达到制止建立

西德国家的目的。¹ 随后, 东西两个德国的正式成

立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界限

最终落定,而柏林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苏两国间的

一个特别重大和经久的、实质性和象征性兼具的较

量场所和 /考验场地 0。

1958年 11月,踌躇满志、鲁莽冒失的赫鲁晓夫

发动冷战史上所称的第一次 /柏林危机 0, 力图在一

个对西方至关重要但又易受伤害的薄弱点上靠威吓

取得成功。他的估计并非没有道理: 英国首相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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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当斯大林未干预 (对西柏林的空运 )时,美国的政策便胜
利了。为创设一套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力量格局所必需的外交、经

济和政治行动的确激怒了克里姆林宫, 但美国的战争能力和原子弹
垄断投下的阴影使苏联人不敢升级到全面战争的门槛。0 M elvyn P.
Leffler, A P reponderan ce of P ow er: N ationa l S ecu rity, th e Trum an Ad2
m in istration, and th e C old War, Stan ford, Cal i.f : S tan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2, p. 504.



米伦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多少倾向于大致接受

他关于西柏林的要求, 因而与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法

国总统戴高乐的立场大相径庭。¹ 然而, 赫鲁晓夫

昧于西方同盟内幕,且不免外强中干,因而一再推迟

摊牌期限。

1961年 6月,再次踌躇满志的赫鲁晓夫又一次

鲁莽冒失, 发动第二次 /柏林危机 0, 美国新总统肯

尼迪则外表强硬,内心恐惧,倾向于必要时撇开西欧

盟国与苏联单独谈判, 并在事实上断然拒绝波恩政

府坚持的德国及柏林统一原则。º 赫鲁晓夫的赌博

一直持续到翌年 10月下旬, 其结局人所熟知:苏联

导弹之被迫撤离古巴不仅宣告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而且宣告柏林危机平息, 赫鲁晓夫差不多连续六年

(从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威胁对英法本土进行火箭

攻击算起 )的恐吓外交破产。随后开始的美苏缓和

逐渐发展到 1971年 9月苏美英法签订关于柏林的

四方协定,柏林分割照旧, 但从此再无关于该城的根

本争端或激烈较量,直至 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和其

后东德消亡。

可以说,美苏柏林问题争端以四方协定告终。

就此而言,这场经久的较量没有一个清晰的和决绝

的结果: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危机迭起的争执到头

来不分胜负,似曾解决亦未解决, 以致要待 18年后

由当时与柏林争端并无多大关系的东欧剧变给它画

上完全的句号。全非如此的是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

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经久较量, 还有中苏之

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前提条件 ( /三大障碍 0 )的

经久较量。

1949年 4月底紧随 /百万雄师过大江0之后,毛

泽东就向世界宣布, /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

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

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0。» 从

此到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在他和第二代领导核心

邓小平的先后领导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将美国

与台湾政权断交当作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坚定不

移和不可更改的根本前提条件, 1954年以后又添上

废除是年年底缔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包括在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宣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

已归还祖国; , ,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

须从台湾撤走 0¼。近 30年经久较量的结果, 是中

国近乎大获全胜:在 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 /美利

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0,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½与此同时,

美国宣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¾

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三大前提条件的经久较

量同样以中国全胜告终, 只不过它在苏联愈益深重

的内外交困形势中,所需岁月与中美之间的上述较

量相比短得多。¿ 1982年 3月下旬, 勃列日涅夫在

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建议

双方就此磋商。邓小平立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做出慎

重但积极的公开反应, 其中强调中国 /重视的是苏

联的实际行动0。是年盛夏, 邓小平在中央内部提

出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以苏联主动解决 /三大障

碍0为条件,那就是 /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

和国撤军; 从阿富汗撤军; 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

军0。按照这一坚定不移和从未更改的根本立场,

中国政府从当年 10月开始,与苏联政府经特使举行

数轮政治磋商, 其战略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关于 /同

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

会为苏所用0的指示。这是一场经久的较量, /双方

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 气氛有时很激烈 0。然而,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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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势难长久坚持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立场。 1985

年 7月底,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

讲话,显示在前两大障碍问题上苏方立场有重要的

积极变化。有鉴于此,邓小平一个多月后公开表示,

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

经过四年的持续较量, 1989年 5月中旬, 在中苏外

长 5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 6) ) ) 其

首要核心内容为驻柬越军应在 1989年 9月以前完

全撤出 ) ) ) 发表之后三个多月, 戈尔巴乔夫访华,中

苏关系终于像邓小平为会晤确定的主题那样, /结

束过去,开辟未来 0。

中日两国之间曾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激烈争执长达 5年, 其中后半期发展到近乎白热化

程度。这场争执提供了国际间就争端问题经久较量

的又一个经典范例。从 2001年 8月到 2006年 8

月,刚愎自用、顽固不羁和好玩 /民粹 0的小泉纯一

郎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决心以

此姿态,连同其他强硬的甚而挑衅性的行为,以图改

变在他看来的对华政治关系 /磕头 0模式, 同时激发

和推进他渴望振兴的日本 /新民族主义 0。¹ 虽然

2002年初冬往后约两年半时间里, 中国领导人几次

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缓解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主动表

示,但小泉不顾中国的反复劝说和再三强烈抗议,坚

持参拜靖国神社,同时碰撞特别敏感的台湾问题,并

在其他中日争端问题上力图以日本单方面立场为标

准改变现状。这些行为导致中国公众的反日情绪愈

益高涨,乃至多个大城市发生反日游行,中国政府遂

从 2005年 5月起改行以坚持不懈地对日强硬为根

本特征的 /新的0对日政策,直至近一年半后小泉下

台。º 由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中日关

系中的严重争端发展为中日之间近乎白热化较量的

头号演示场,中国政府明确宣告并坚持日本首相不

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会有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

的立场。» 这正如笔者后来总结的那样, 当时的中

日关系危机出自 /非常深刻的、富含权势动能的结

构性原因,连同严重的心理敌对;靖国神社作为意志

力较量的象征性战场, 如同美苏冷战高潮岁月里的

柏林。0¼中日间这场较量经步步升级而异常激烈,

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且变得坚定不移, 每一方都担心

自己的任何让步会被对方视为软弱, 每一方都指望

坚持下去将最终得胜,同时每一方似乎都因为内外

顾虑而相信别无选择。如此, 就形成了貌似彻底的

战略僵局。

这个战略僵局既是真实的,又是貌似的,因为在

国力持续增长、国势愈益增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为

时近一年半的坚定不移的对日强硬瓦解了小泉对华

态势的国内支持和国际同情。日本舆论乃至自民党

内的权势集团愈益忧虑对华严重交恶,从而愈益质

疑和抨击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与此同时日本在

历史问题和对华政策方面开始陷入颇为明显的国际

孤立。½ 2006年 9月末, 首相小泉 ) ) ) 被 5纽约时

报6盖棺评作 /将日本对华关系降至几十年最低点、

并且主持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兴起和日本在本区域的

外交孤立 0¾) ) ) 终于下台,日本对华政策变更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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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约 30年里,大凡中日两国间发生重要的政治或战略

争端,日本政府往往 (甚或大多 )最终选择先做实质性让步。然而,

尤其从 2004年初起,小泉立意变更这一对华行为模式,大致不再选

择先做实质性让步, 甚或无论先后大致不再做实质性让步。 /日本
政府形成了一大决心,那就是立即对中国表现为 , , -平等的 .政治
强国,无论, ,如此会制造出多少政治或战略争端,或者会怎样加剧

已有的争端。0时殷弘: / 2005中美中日: 构建平衡与步入僵局 0, 5中
国新闻周刊6, 2005年 12月 22日。又见 Jam es B rook e, / The D 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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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关于小泉和当时的自民党主流派之激发和推进日本 /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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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政权变更 0而被打开。尽管继任的首相安倍

晋三大概企图更起劲地推进日本的 /军事正常化 0

和民族主义政治文化 (这很快证明昧于国内心理形

势 ), 但他在对华政策方面显然忧惧多多, 教训多

多,急切地要大幅度软化对华姿态,而就此唯一的重

要关碍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做出不作为首相参拜靖

国神社的明确承诺。出于对日本对华态势转换趋向

的准确辨识和难能可贵的政治勇敢精神, 中国最高

领导坚决地做出了一个明智的 /战略实验 0决定:即

使安倍不明确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也接受他访华,

以恢复中断多年的中日最高级正式会谈, 造就两国

关系的 /破冰 0转机。

这一让 /中日关系问题专家大跌眼镜 0¹的决定

证明非常正确和成功, 中国事实上赢了中日彼此间

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经久的激烈较量:

从安倍上台至今,先后五位日本首相均未参拜靖国

神社; º与此同时, 中日关系固然困难犹存, 与小泉

当政时期相比却无疑大相径庭, 甚或可称恍若隔世。

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在这场较量中的胜出仍是含糊

的、并非决绝的: 不仅中国搁置了 (虽然是正确地搁

置了 )承诺不参拜才有最高级会晤这前提条件, 而

且仍有未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而再度掀起

中日就此问题激烈较量的可能性, 尽管可以说它已

经由于中国的胜出而大为减小。

意志力较量的凸显

在以上的每个历史范例中, 关于所涉的每个争

端问题的两国较量无不重大,关系到双方各自界定

或设想的自身紧要利益, 无论其为物质性的还是精

神性的,抑或 ) )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 ) ) 两者兼具,

因而它们为之经久争斗, 并且愿意承受或相信不能

不承受颇大的相应代价。这种较量是经久的,意味

着很长时间内其中任一方都无法迫使或诱使对方放

弃既有的根本立场而退下或败下阵来, 因而完全可

称是双方在所涉问题上的 /战略僵持 0。不仅如此,

这种较量之所以被双方视为重大和值得经久从事,

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丰富的、因而复

杂的涵义,其中既有就问题本身而言的直接利害关

系,又有就超越问题本身的大局甚或全局而言的广

泛利害关系。正是这设想中 (而且至少往往事实上

确实 )关乎大局甚或全局的广泛利害关系, 将象征

意义或连锁效应赋予一个特定争端问题的具体较

量,使之成了一个被认作众目睽睽之下的 /考验场

地0, 因而在其中进行的较量本身便是有广泛涵义

和影响的 /演示 0。»

在争端问题上较量什么? 较量实力; 较量战略

和外交素质;较量意志力。这里的实力首先是双方

在争端问题上各自可用的物质实力, 它总是受到相

关国家彼此关系的根本性质、争端问题的特征、国家

紧要利益或对外政策基本目标的多样性、国家所处

的总体国际环境等要素的限制, 因而总是比较有限

或相当有限的。然而另一方面, 可用物质实力的差

距对较量的进程或结果的确能够有重大影响。¼ 还

有一类实力是国家在争端问题上经久承受狭义和广

义较量成本的能力, 它是一种 /历史性0能力, 双方

就此能力而言的历史性此消彼长无疑是最基本因素

之一。这种 /历史性 0能力是导致上述前三项争端

较量的最终结局经及第四项较量的至今结果的一个

重要因素。½ 这种 /历史性 0能力实际上代表或反映

了一种大的历史趋势,它大概在终极意义上最为重

要。然而,在双方就争端作经久较量的很长甚至大

部分时间里,它只是潜在的或未定的,或者没有被至

少其中一方认识到,否则这争端很少可能经久。

再者,争端较量过程中, 双方各自从事较量的战

略和外交素质也至关紧要。例如, 在历时数年但终

以苏联败退结束的柏林危机当中, 赫鲁晓夫像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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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 /胡主席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05联合早报 6, 2006年
10月 6日; Sh ingo Ito, / Jap an. sN ew PM H eads to Ch ina on Fence-

m end ing V is it0, A gen ce F rance Presse, October 8, 2006.

其中三位即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对中国一向颇

为友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一向大致端正,因而不认可日本首相参拜

靖国神社。

这些论断毋需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或证明,因为每个比较

了解冷战史和当代中美、中苏、中日关系史的人想必都不会怀疑它

们。

例如,美苏两国在柏林争端中都始终决不诉诸热战,那是限
制双方可用物质实力的最重要一点:斯大林不敢击落任何向西柏林
空运物资的美国飞机,从而只能坐视他的柏林封锁失败,杜鲁门则不
敢派一兵一卒去冲击苏联对西柏林的陆上封锁, 从而只剩下柏林空
运这一项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较量途径。然而,当时可用物质实力
方面以空运能力代表的美国优势确实决定了柏林封锁的结局,尽管
它远远无法结束柏林争端。

对于了解冷战史和当代中美、中苏关系历程的人来说,这实
属不言自明。就中日之间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争端而言,
它已由上面的有关论述得到解说。



其他多个方面那样, 树立了战略和外交素质糟糕的

一种典型: 好大喜功, 钟爱表演, 鲁莽肇事, 惯常恫

吓;与此同时外强中干,拙于规划, 以致再三虎头蛇

尾,直至狼狈溃退。¹ 相反,无论是毛泽东和其后邓

小平就美台邦交与美国的 30年较量,还是邓小平在

就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与四任苏联领导人的

周旋,都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别卓越的战略家的伟大

战略素质,还有就周恩来和邓小平而言的杰出外交

家素质。º 还需强调的是, 战略和外交素质可以在

争端较量过程中显著优化, 早先的重要缺陷能否大

为消减甚或消除构成决定成败的一大要素。例如与

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期间战略一错到底完全相反,

中国领导人在为时约五年的中日关系严重紧张、包

括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争端较量期间,大致

实现了这种显著优化。»

然而,所有上述历史范例都清楚地表明,从事争

端经久较量并避免最终败阵、甚而实现最终胜出的

最重要最直接的前提是意志力 ) ) ) 足够强劲、足够

坚韧的意志力。就此而言可以说,实力不足和战略 /

外交素质欠佳之患虽大,但大不过意志力软弱之患。

不仅如此,关于国际关系史上若干经久的战略僵持

的战略史探究昭示, 足够强劲坚韧的意志力至少是

最终避败、得和甚或得胜的一大绝对不可或缺的先

决条件,是往往给战略史家留下最强烈印象的人类

/非结构性0力量。¼ 而且, 较量双方物质实力差距

越大,弱方若要避败、得和甚或得胜, 其意志力的强

劲坚韧就越重要。

在上述历史范例中, 意志力较量实际上是最突

出的较量, 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

美国以坚持柏林空运的意志力在柏林封锁中赢了苏

联;在柏林危机中,艾森豪威尔与其继任者肯尼迪的

意志力并非强劲坚韧, 但有阿登纳和戴高乐的意志

力予以支撑和弥补, 而且赫鲁晓夫的意志力证明更

弱于美国总统的意志力; 毛泽东及其后邓小平数十

年毫不动摇、毫无折扣地坚持美台必须断交,其意志

力简直无与伦比;接着,邓小平又再次以坚韧的意志

力,经久坚持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先行搬掉三大障

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下台,与中国领导人尤

其从 2004年往后在此问题上展示的特别强硬的立

场和意志力大有关系,而且这还使从安倍开始至今

没有任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还可以多少借鉴极富思想权威的克劳塞维

茨对最激烈的人类政治较量即战争的论说, 以帮助

我们理解意志力在国际争端经久较量方面的根本意

义。在5战争论 6第三篇 /战略总论 0论说 /战略诸要

素0时,克劳塞维茨首先分章谈论 /精神要素0、/首

要的精神要素 0、/军队的武德 0、/勇敢0和 /坚毅不

舍0, 先于包括数量优势、兵力集中和兵力节省等约

十项非精神的战略要素。他强调: /精神要素在战

争中跻身于最重要的要素之列。它们构成弥漫战争

总体的精神, ,与推动和引领整个大军的意志确立

一种紧密的联系,实际上与之合并为一,因为这意志

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素质。0他还形象地说, /物质要

素似乎几乎不过是木柄,而精神要素是纯钢,是真正

的武器, 精磨的锋刃 0。首要的精神要素和军队的

武德主要是爱国精神、英勇大胆、服从命令、严守纪

律和坚韧顽强。关于坚毅不舍, 他特别满怀理智和

激情地总结说: /由于人在压力之下倾向于屈从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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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其中大多数特征来说,他与出身完全相反的德皇威廉
二世相似乃尔,后者浮夸虚荣,极易激动,反复无常,粗俗肤浅,在对
外政策上骄横莽撞, 到处肇事, /每隔几年就以战争威胁另一个国
家,而不能确定一个有意义的目的 0。引语见 K issinger, D ip lomacy,

p. 197.

参见钱其琛著: 5外交十记 6第一章和李鹏著: 5和平 发展
合作:李鹏外事日记 6第一部分; L i J ie, / C h ina. s Dom estic Politics
and the Norm alization of S ino- U. S. Relat ion s, 1969- 19790 和 Gong
L,i / The D ifficu ltPath to D ip lom at ic Relat ion s: Ch ina. sU. S. Policy,
1972- 19780 ,均载 W illiam C. K irby, Robert S. Ross, and Gong L,i
eds. , N orma liza tion of U. S. - Ch ina R ela tion s: An In terna tionalH isto2
ry, Camb ridge. , Mass. , H arvardU n iversity As ia C en ter, 2005.

被大为消减甚或消除了的早先缺陷包括: 2005年 5月以前
的两年半时间里对日政策态势变化过多过频, 而且每次刚刚 /浅试
小试 0即告中止,因而战略尝试大致得不到确知其可有效果所需的

时间和深度;维持日本多数公众舆论的对华好感或至少 /困惑 0 (而

非恶感甚至敌意 )的决心过弱, 基本上由于国内舆论制约未作力度

和坚韧度尽可能大的引导和调控;不重视中国崛起和中国对日态度

使日本产生或加剧的忧惧,否则可以有较大的积极性去优化中国的

对日态势和行为;在对小泉对华态度的斗争中,不很注意如何争取国

际舆论同情中国,如何将这斗争与中国和平崛起和 /负责任国家 0的
对外政策纲领协调起来;中日关系中有些不同性质的问题未得到较

适当的区分,将它们过度地互相 /连结 0。
参见杰弗里# 帕克著,时殷弘、周桂银译: 5腓力二世的大战

略 6,商务印书馆, 2010年,第四章; W illiam J. Du iker, T he Comm unist

R oad to P ow er in Vietnam, 2 nd ed ition, Bou ld er, Co lo. , 1996, chap ters

7- 11; V ictor D avisH an son, A Wa r L ikeN o Oth er: H ow the A 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 t the P eloponn esianWar, New Y ork: Random H ouse,

2005, chap ters 5- 9.它们分别探究了 ( 1 )荷兰独立运动何以在它最

困难的 22年里挫败了国力巅峰时代的哈布斯堡帝国; ( 2 )越南劳动

党何以坚持总共 21年战争先后打败法国和美国; ( 3 )斯巴达何以最

终赢得历时 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质羸弱和思想缺陷, 因而只有意志的伟力才能带领

达到目标。坚定不移将赢得世人赞誉,后代称颂。0

对此,他在 /战略总论 0篇首所说的更是至理名言:

/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 为了贯彻计划, 为了不被数

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 就需要性格的伟力,

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0¹

意志力的行使目的

非常概括或比较抽象地说, 之所以要在国际争

端经久较量中行使意志力, 主要是为了达到以下一

个或另一个目的:改变对方的基本意图,或曰改变对

方在包括争端在内的更广大 (甚或广大到双方基本

关系 )问题上对己方的根本态度或政策;或者,在对

方的基本意图已经对己方有利、或者大方向已定地

趋于有利的情况下,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

或曰逼使或促使对方改变轻重缓急次序和政策自相

矛盾,使之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大体从属或符合上

述基本意图或其转换趋向。在前一类场合, 意志力

及其行使通常必须更为强劲,尤其是更为坚毅,因为

达到目的的难度大得多, 如果目的可以达到则所需

时间也往往长得多。相反,在后一类场合,前景通常

乐观得多,改变对方立场的信心可以或应当大得多,

而且所需时间也往往短得多,倘若有与达到这较易

目的相符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明了这样

的区别在实践中至关重要。

上述历史范例也说明了这番道理。斯大林和赫

鲁晓夫在柏林争端中要改变的实际上与美国在冷战

中的基本意图和紧要战略休戚相关, 亦即 (就斯大

林来说 )阻止西德国家建立和损坏马歇尔计划, (就

赫鲁晓夫来说 )显著加强东德政府的有效生存力、

逼使美国保证不让西德染指核武器和离间西德与美

英法的盟国关系, º还有 (就他俩来说 )在冷战核心

地区以苏联就西柏林的成功施威来打击美国在其各

盟国中间的可信性。然而, 斯大林当时的实力不济

(或许意志力也嫌不足 ) , 赫鲁晓夫在柏林争端中的

意志力更可谓微乎其微, 结果完全无法逼使西方在

争端中退败。相反, 面对很长时期里强大蛮横和强

烈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毛泽东经过异常坚毅的 22年

斗争,终于斗到了美国改换对华根本态度和政策,并

且因此和尼克松一起开启了美台断交的大方向。可

以说,这样的胜利结果首先来自他在这场大斗争中

贯穿始终的卓越非凡的意志力。» 无疑, 中日两国

之间在小泉执政时期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从事

的激烈较量也以改变对方的基本意图为各自的目

的,中国从 2005年 5月起历时一年半的坚持不懈、

毫不更改的对日强硬展示了最终导致中国胜出的意

志力。另一方面,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就美台断交

与美国的较量,还有他就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

大障碍与苏联的较量,都是在美苏各自对中国的根

本态度已变得对中国有利、或者大方向已定地趋于

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笼统地说在于促使对

方改变就争端问题本身持有的立场, 使之大体从属

或符合已经或正在改变的对华根本态度。就中国来

说,这两项较量与前面的那些范例相比较为容易,在

其间中国大可怀抱乐观期望和胜出信心。然而足够

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依然是胜出的必要条件, 这在

邓小平 ) ) ) 钢铁般的意志力为其一大秉性¼) ) ) 那

里理所当然,不成问题。

意志力的来源

作为在争端经久较量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根本因

素,意志力从何而来? 可以大略地说,它来自对争端

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 来自对它的潜能 ) ) ) 即

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 ) ) ) 的期望, 来自对总体

环境中争端经久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 来自

争端问题上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团结,来自政治领

导者或曰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争端所攸关的利害

关系不仅是争端问题直接关乎的那些, 而且是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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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von C lausew itz, On War, Book Three, ed ited and transla2
ted by M ichaelH ow ard and Peter Paret , Prin ceton, N. J. : Princeton U2
n ivers ity Press, 1976, pp. 178, 185, 186, 193.

参见时殷弘著: 5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从 16世纪到 20世纪

末 )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 240- 242页。

与他决不屈从任何外国强权的超级中国爱国主义、不畏万
难的超级刚毅性格和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0
的超级浪漫信心密切相连。

对于这位在个人性格和政治特质方面与之大为不同的国务

家,意志力卓越非凡的毛泽东在晚年赞曰: /钢铁公司 0 ( /你开了一
个钢铁公司! 好,我赞成! 0;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外面和气一点,

内部是钢铁公司。0 见 /叶剑英: -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
能 . 0, h ttp: / /www. fx120. net / scribb le /gnyw 4 /200601131657415096.

h tm (上网时间: 2010年 6月 28日 ) ; 李君如: 5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
当代中国 6,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二部分 /毛泽东论邓小平 0。



往被认为更重要 )就超越该问题本身的大局甚或全

局而言的广泛的利害关系。¹ 如前所述, 正是这后

一类利害关系将象征意义或连锁效应赋予一个特定

争端问题的具体较量, 使之成了一个考验场地和演

示场所。毋庸赘言, 这些断语对上面的所有历史范

例都是适用的,而适用程度之大莫过于柏林争端和

参拜靖国神社争端。就严肃认真、负责忠诚的国务

家而言,利害召唤意志,利害关系越大且所涉的困难

越大,所要求的意志力就越强。用马基雅维里政治

哲学的话语说, /必需 0是产生 /美德 0 (以意志力为

其根本的 /英勇 0 )的原因性压力, 存在越大的 /必

需 0,也就会有越多的 /美德 0。º

不仅如此, 在经久的较量中之所以有强劲坚毅

的意志力,往往还因为期望以此使对方、甚而还使其

余世界留有己方在核心利益上强劲坚毅、决不败退

的深刻印象,那将获益巨大,包括预防未来其他一些

重大较量的 /无形威慑 0效应。在上面的历史范例

中,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 与斯大林就柏林坚决和经

久对抗的杜鲁门 ) ) ) /密苏里最犟的骡子 0) ) ) 长

于此道。» 强劲坚毅的意志力还大大得益于对历史

趋向的预计和由此而来的长远信心: 毛泽东惯于史

诗式和哲理性地遥想未来趋向,大概从未怀疑美国

迟早不得不接受 /换了人间 0的中国; 邓小平在 1982

年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须以苏联消除三大障碍为前

提时,苏联已陷入的多种困境无疑助成他坚信坚持

下去必定胜利;杜鲁门在卸任前夕表述过他关于美

国与其体制和联盟势将赢得美苏冷战的真实信

心, ¼这大概是他从未考虑过在柏林封锁面前退让

的一个终极原因。强劲坚毅的意志力还以己方阵营

的内部统一团结为前提,这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

是智识意义上的, 亦即对基本形势和战略 (特别是

坚持经久较量 )有基本的共识, 否则就会削弱甚至

形不成必要的意志力。½

最后, 政治领导者或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极为

重要。这里毋需重复前面已经就此谈论或提到过的

东西,亦即毛泽东、邓小平、赫鲁晓夫以及杜鲁门的

有关的个人秉性,还有这种秉性与他们的意志力较

量表现以及较量结果的关系。在此, 需要提到著名

战略史家、5最高统帅6一书作者埃利奥特 #科恩从

几位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那里发现的大战略领导素

质。其中,属于本文谈论的意志力的包括:意志顽强

甚而顽固,决心坚定不屈不饶,勇敢面对胜负未卜的

最大挑战,并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心理准备。除了

自我节制,科恩在大战略领导素质当中最强调的是

勇气。勇气是使大战略统帅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

的根本素质。它 /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 或绝

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

福都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 不顾失望而坚

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

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或心怀敌意却

照样领导他们 0;这是 /一种比甘愿冒枪击炮轰之险

更罕见的勇气。没有它,其余一切全无用处 0。¾ 或

者,用科恩援引的卓越统帅温斯顿 #丘吉尔的话说:

/勇气被正确地视为头号人类素质, ,因为它保障

所有其他的素质。0¿

主要启示

作为现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 透视争端问题

上国际经久较量的上述历史范例当然不仅出于智识

兴趣,也出于对中国对外关系中尚存的争端经久较

量的现今关切。在这些尚存的争端较量中间, 最重

要、也几乎最经久的就是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争端,

从 1979年 1月中美正式建交和美国国会通过5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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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较量结果所攸关的,除了有国家利益和其他重大的公

共利益,当然还有较量统帅的政治声誉甚或政治命运在内的个人政

治利益,这历来非同小可,甚或往往头等重要。对此有一个事后反

证,那就是赫鲁晓夫和小泉的下台与他们在本文所述的较量中败退
密切相关。

[德 ]弗雷德里希# 迈内克著,时殷弘译: 5马基雅维里主
义 6,商务印书馆, 2008年,第 97页。

[美 ]克里斯 # 华莱士著,程克雄译: 5危机时刻的大国领
袖 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第十四章。

Leffler, A P repond erance of P ow er, p. 495.

基本共识的缺乏一般出于两个主要原因: ( 1 )政治领导者

较为软弱或缺乏足够的技能,未能将自己的定见转变为基本共识;或

者 ( 2)他或他们缺乏定见,就形势和战略内心困惑不明,从而无从产

生基本共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两次柏林危机期间
大致属于第二种状况。

E liot A. C ohen, Sup rem eC ommand: S old iers, S tatesm en, and

L ead ersh ip inWartim e, New York: An ch or Book s, 2003, pp. 211- 224,

218, 224. 科恩所说的自我节制包括政治节制和情感节制,亦即政治

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 不走极端, 灵活机动, 善于应变,

严于自律,懂得胜利时分应适可而止, 最黑暗时分应保持信心,曙光

初照时却预感忧患。

E liot A. C ohen, Sup rem eC ommand: S old iers, S tatesm en, and

L ead ersh ip inWa rtim e, p. 224.



关系法 6以来一直在进行。美国政府坚持违背 1982

年中美 /八#一七 0联合公报,坚持向台湾出售金额

巨大、质量先进的武器系统,其行为完全不符合它在

该公报中做出的表示和承诺, 即 /它不寻求执行一

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

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

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

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0¹

/八 #一七公报 0发表至今已 28年,中国依然

坚持公报的原则和规定,坚持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美

国则依然对台出售武器, 坚持对台湾问题的这一影

响重大和恶劣的干涉。这形成了一种经久的 /战略

僵持0。然而,在这僵持中, 中国的较量方式大抵是

发布抗议声明和反复暂停中美军事交流, 美国的较

量方式则是反复对台出售武器,外加间或的推迟出

售 (推迟的原因有时大致仅在于台湾岛内党争背景

下的美台争执 ) , 因而它显然是一种美国多少占有

实际优势的战略僵持。

2010年初, 中美两国就奥巴马政府对台出售 64

亿美元武器装备再次激烈争执,构成几个月里中美

关系多方面紧张的可谓最重要方面和最重要原因。

其后,中美关系迅速和非常显著地改善。对这轮几

乎是急剧起伏的争执, 美国政府作的评估或总结大

概有如一位著名的华盛顿智库成员作的评估: /此

乃格外灵巧地驾驭中国人, 此乃经过筹划的外交局

面 0; /美国官方认识到,中国已随时准备重新交好,

可是需要帮助,以便解脱他们自设的困境。0º也许,

中国对美国这轮对台军售的某些反应多少促成了这

么一种评估:中美军事交流只是局部暂停,而不像先

前数次那样全部暂停, 同时中国似乎没有落实 /中

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相关制裁 0的

宣告。» 这样的评估很快证明是局部的、虚妄的:美

国国防部长盖茨意欲 4月访华, 但遭中国拒绝; 中国

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美国看来接连对美 /呛声0,特

别是公开宣告非常反对以美国核动力航母为主力的

美韩黄海军演和在南海东海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活

动;在因 /天安舰事件 0而高度紧张的朝鲜问题上,

中国政府坚持与美国之间的巨大立场鸿沟。¼

然而, 这些并未减小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

经久较量的至今总格局的醒目程度,即如前所述,是

美国多少占有实际优势的战略僵持。为了争取朝对

中国有利的方向改变这样的格局, 需要从争端问题

上国际经久较量的上述历史范例获得的启示, 以供

借鉴。特别重要和适切的启示是: 意志力较量在其

中是最突出的较量,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

本因素;在对方对己方的根本态度已变得对己方有

利、或者大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意志

力的目的大致只在于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

场,使之大体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形成中的这一

根本态度;就此而言,前景通常比必须变更对方的根

本态度乐观得多, 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的

信心也可以或应当大得多, 倘若有与达到这较易目

的相符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来

自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 来自对它的潜

能 ) ) ) 即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 ) ) ) 的期望, 来

自对总体环境中争端经久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

心,来自争端问题上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团结,来自

政治领导者或曰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

在这最后一个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从事的中

美、中苏间基本争端之经久较量始终贯穿着他们卓

越非凡的意志力, 他们是当今和未来中国的伟大精

神榜样和意志楷模。o

(责任编辑: 何桂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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