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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丰富、意蕴深厚，蕴含着中华民

族的安全理念和战略考量。其中，“大一统”的战略追求、以

德安邦的战略眼光、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富国强兵的战略

根基、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等，尤能体现传统战略文化的内

核精髓，今天仍具历久弥新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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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体在利益的驱

使下，会用最小的成本追求利益最大

化。“成本”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诸领

域，军事领域也不例外。这就提醒指挥

员应注重培养“成本”意识，熟谙并用好

“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

思维理念，有效控制作战投入，不断提

升作战效益。

减少“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以

往发生的，但与当前决策无关的成本。

在许多社会活动中，经常由于之前投入

太多，决策时出现“不舍得放弃”的情

况 ，导 致 追 加 投 入 ，沉 没 成 本 越 来 越

多。此时，敢于放弃、及时止损往往是

最佳选择。当然，有时候面临不利战局

时选择放弃需要极高的胆识和魄力，如

果一味蛮干，只会增加沉没成本，带来

更大伤亡。未来作战中，一方面应建立

科学的决策体系，精准指挥、精确行动，

尽量避免作战决策失误带来沉没成本；

另一方面，战场态势瞬息万变，作战决

策失误产生沉没成本似乎又不可避免，

加之战场形势紧急，容易造成左右为难

的局面，此时，应力避“感情用事”，防止

一意孤行，盲目“添油”而导致更大失

败；冷静思考，果断决策，适时调整或放

弃原有作战计划，将损失降至最低，保

存实力择机再战。

算清“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称

选择成本，是指在取舍决策中，为得到

某种利益必须放弃其他利益。任何决

策都需要比较后择优，而一旦比较就离

不开机会成本，所以只要有决策就有机

会成本，是否会计算机会成本也是区分

决策优劣的重要标志。在一江山岛登

陆作战打响之前，有 3 个备选方案，仅

有少数人支持先打一江山岛。张爱萍

将军反复权衡，认为一江山岛是大陈岛

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一江山岛必

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

军。最后，作战进程的发展验证了这一

决策的正确。在未来作战中，要认识到

有决策就有机会成本，应始终着眼实现

作战目的，全面准确掌握战场信息，客

观分析敌情我情，准确判断作战进程，

既关注军事力量装备等显性成本，也不

能忽视政治、经济、外交等长期的隐性

机会成本。要善于制定多个作战方案，

合理分析方案价值，在多个方案中择优

选取。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应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进

行量化分析，准确计算作战方案的机会

成本。

用好“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每

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边际利润

为零，此时收益最大。打仗离不开火力

打击和兵力突击，火力打击盲目使用过

量的火力覆盖，效果不一定好，很容易

造成浪费。兵力突击一味追求“韩信点

兵，多多益善”，当兵力密度达到一定程

度后，增加投入也收效甚微。由此可

见，兵力火力等投入越多，未必收益高、

效果好。在未来作战中，指挥员应认清

各军兵种作战力量的特性，尤其是把握

新域新质力量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既不

过度使用，也不闲置浪费。要注重把握

战场容量和兵力火力密度，充分利用边

际成本特性，找准兵力火力运用的边际

成本和边际收益临界点，优化作战力

量，用好新质力量，精选精锐力量，合理

部署兵力，调整火力配系，实现现有作

战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提升整体作战

效益。

指挥员须有“成本”意识
■周 文 况 冬

不同时代的战争有不同的特点，而

与 之 相 伴 的“ 战 争 迷 雾 ”也 在 不 断 变

幻。往往当人们通过多方探索、感觉已

经基本看清其中的制胜之道时，下一场

战争又呈现出新的不确定性。叙利亚

战争、亚阿冲突等局部战争，从不同侧

面展示了现代战争的多面性、复杂性。

可以看到，传统火力战虽仍然在舞台之

中，但智能化特征已然显现；作战类型

虽仍为攻防争夺，但作战指导、环境条

件、具体打法已深刻变化。战争正加快

向智能化演进，战场空间由陆、海、空、

天、电、网向太空、极地、深海、认知等全

域对抗拓展，博弈比拼由军事对决向政

治、经济、科技、舆论等多维较量转变，

参与力量由交战双方向全球关注、多元

介入方向发展，信息智能由辅助支撑向

全面主导、全程贯穿、全域覆盖迈进，作

战单元由规模集优向小微精尖、形散能

聚演化，智能、混合成为基本趋势。面

对嬗变中的战争和新的不确定性，需要

敏锐知变、积极应变，于变中蓄势、变中

进取，实现领先超越、抢得制胜先机。

基于战争“泛变”增强超限混合

性。战 争 是 政 治 的 继 续 ，从 来 不 是 单

纯 的 军 事 对 抗 。 智 能 化 时 代 ，看 得 见

的 争 斗 和 看 不 见 的 斗 争 并 存 ，有 硝 烟

的 战 场 和 无 声 息 的 争 战 同 在 ，灰 色 地

带、混合战争、边缘冲突相伴而生。面

对 激 烈 复 杂 的 竞 争 博 弈 态 势 ，需 要 加

快 构 建 以 军 事 为 基 石 的 混 合 战 争 体

系 。 首 先 ，丰 富 战 略 选 项 。 紧 贴 时 代

特 点 ，加 强 非 军 事 抗 衡 特 点 规 律 探 究

和力量手段建设，实化相关准备，形成

综 合 优 势 。 其 次 ，提 升 隐 形 实 力 。 重

视做好地缘 、文化 、心理等方面研究，

通过智库交流 、学术推介 、文化交融 、

法律构建、媒介宣传等方式，形成有效

话 语 体 系 ，在 润 物 无 声 中 影 响 对 方 认

知 。 再 次 ，团 结 和 平 力 量 。 把 构 建 新

时代统一战线作为混合对抗的重要手

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国

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基于战场“智变”增强战法灵活

性。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冲突，囿于

地域维度、双方实力等因素，传统作战

痕迹仍较为明显，但智能化、无人化已

不可逆转地走向前台。可以预见，全面

智能化战争并不遥远，武器装备的延伸

范围将更远更广，对抗双方的交战视角

将更大更宽，物理域、网络域、认知域铰

链融合程度更深。深度“智变”的战场，

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念、战法，应当加

快推进智能化思维、智能化技术、智能

化网络聚合增能，形成快感知、快决策、

快判断、快行动、快反馈的弹性闭合链

路，基于“OODA”和杀伤链以快打慢、

以变制变。依托智能算力、智能算法，

平时超前设计战争、构建多种模型、创

新战法训法，战时即时研判战情、敏锐

捕捉战机、精准决策行动，运用“军事+

科技”“理论+试验”“算法+打法”，融合

谋略艺术与智能技术，实现奇正结合、

抢先快变、以智制胜。

基于单元“微变”增强力量可塑

性。大体系支撑精兵作战是现代战争

的重要特点之一，作战单元变得日益微

型化、集成化、模块化。要扭住作战单

元这一战斗力末端，锻造适应智能化战

争、小而精、微而强的“尖刀”“利刃”。

一方面，强化其融入体系、联通各方的

能力，依托泛在接入的信息网络，通过

灵活搭配、快速重组，实现分散作战、集

效聚能；另一方面，强化其自主决策、临

机应变能力，提高鲁棒性和自恢复性，

在 极 端 情 况 下 能 生 存 、能 应 急 、能 作

战。可探索组建“微单元”概念部队，实

行弹性编制，不固定员额、不限制领域，

超前试验论证先进作战理论、新式作战

编组、新型武器装备，为实现打击链条

末端云作战、云联合、云聚能、自组合运

用摸索路子。

基于威慑“衍变”增强战略保底

性。威慑与战争一样历史悠久。随着

智 能 化 技 术 和 武 器 装 备 的 深 入 运 用 ，

威慑的内涵外延、力量手段、形式效果

等都在发生变化。虽然传统的核威慑

仍 是 保 底 基 石 ，但 新 的 威 慑 能 力 已 在

悄然形成，对决心、实力、智慧、谋略等

要求更高。着眼发挥威慑平时阻敌于

无形、危时控势于关键、战时决胜于最

后 的 作 用 ，应 注 重 固 强 补 弱 、开 拓 新

域、长期经略，实现威慑战略价值最大

化。首先，坚持常规与非常规并重，加

快发展新型武器、新质力量，通过实战

化演训、实战化部署，辅以谋略意志表

达传递，达成预定威慑企图。其次，持

续研究新作战概念、新作战理论，通过

学术交流、智库碰撞和多轨多层对抗，

推动理论由“软”变“硬”，转化为现实

威 慑 力 。 再 次 ，加 快 科 技 向 军 事 领 域

转化进程，在云计算 、区块链 、量子科

技 等 方 面 加 大 研 究 力 度 ，努 力 形 成 对

对手的潜在威慑。

现代战争不确定性与制胜之道
■郭呈渊 赵中其

在 漫 漫 历 史 长 河 中 ，中 国 历 代 有

识 之 士 无 不 重 视 安 邦 定 国 ，在 处 理 国

家安全事务上不乏深邃思考和精辟论

述，形成了绚丽多彩、各擅胜场的战略

文化。这些文化从战略层面展现中华

民 族 的 人 文 精 神 、价 值 取 向 和 性 格 特

征，蕴含着追求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

闪 现 着 谋 胜 图 强 的 战 略 智 慧 ，对 新 时

代理解把握国家安全问题仍具启迪和

借鉴意义。

“大一统”的战略追求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在

于始终追求和坚持国家“大一统”，表现

为对国家统一的深层认同和持续努力，

并成为实现政治安定、人心归附乃至国

家崛起的强大杠杆。这一特征深深融

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历代王朝

制定安邦大略的思想基础。

《春秋公羊传》记载：“何言乎王正

月？大一统也”，首次提出“大一统”概

念；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认为如此

方能“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可见，“大

一统”发端于先秦，最初侧重政治上的

统一。随着统一文化的长期浸润，“大

一统”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拓

展延伸，成为传承中华文明、联结中国

历史的关键。所以董仲舒讲到，“《春

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也”。传承后世，“大一统”逐步从政治、

地 理 上 的 统 一 ，上 升 到 思 想 认 同 的 一

致，达到“人和”“壹民”的境界。今天看

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认知追求，

利于集中整合国家资源，便于形成长治

久安的政治局面。历史上公认的盛世，

多在国家统一之后实现，如文景之治在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开元盛世在讨灭

徐敬业后，康乾之治在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后，等等。正如《荀子》所言，

“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

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

使而安乐之”。放眼中国历史进程，尽

管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替出现，但统一

是主线，分裂或割据则是暂时现象。经

过数千年的文化交融、伦理教化、制度

实践，“大一统”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战

略追求，也成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观

念，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动力，极

大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意

识和性格特征。

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突破，在于

能够站在政治高度把握国家安全问题，较

早挣脱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束缚。映射到

安邦大略上，体现为重视安定国内民心、

安抚四夷人心，以此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早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管仲

率先提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战略

主张，以“尊王攘夷”号召聚拢诸侯，获

取了政治、军事双重胜利。此后，孔子

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

子提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

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发出

了以德安邦的文化先声。传至后世，这

一战略文化为历代明君良将所接受，西

汉名将赵充国在平定西羌之叛时，五次

上书朝廷建议政治安抚为主、军事打击

为辅，终获平叛全胜。纵观历史，中国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的根本因素不在山川险固，不在兵革锐

利，而在于采取的政治方略能否收获和

安抚人心。因此，古人深谙“得民心而

后天下安”的道理，注重政治清明、政策

开明求内外安全稳定。值得关注的是，

古代先哲强调以德安邦的同时，从未放

弃或排斥正义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

儒家，孔子对君主四处武力征伐明确持

反对态度，但当卫灵公询问可否征伐叛

乱的蒲地时，孔子表示同意；在齐襄公

是否应向纪国报九世之仇的问题上，孔

子表示赞成。这说明，先贤反对兼并征

伐和穷兵黩武，但并不反对以战止战，

并不反对伸张正义。可见，以德安邦的

核心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制定安全方略，

绝不意味着妥协和退让，为了维护国家

安宁和统一而诉诸的正义战争，也是以

德安邦的应有之义。

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

文和武是我国古人提出的一对重

要范畴，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从国

家安全角度看，文是指政治、文化、外交

等非军事手段，武则特指军事手段。古

人很早就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

段利于达成战略目标，主张通过文、武

两个方面共同发力。

《逸周书》有言“内事文而和，外事武

而义”，首次提出文武相对的概念；孔子

讲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

文备”，深入论证了文与武的辩证关系；

《吴子》记载“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

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

其社稷”，反映了一味崇尚文治或单纯倚

仗武功必然走向覆灭的历史规律。这些

古代著述，揭示了文武相资方能巩固国

家安全的道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响。汉高祖刘邦以武力夺取天下后，重

视武备而忽视文治，大臣陆贾劝谏：“居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

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

也。”刘邦听取了陆贾的建议，文治与武

备双管齐下，由此将国家发展引入正轨，

成为历代沿袭成规的安邦大略。诸葛亮

提出“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认

为文与武都不能单独存在，主张文武并

用、相辅相成。唐太宗总结治平经验，曾

说过：“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

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认为乱世

须用武力谋统一，承平须靠文治保周全，

深化了文武相资的认识。同时，古人特

别强调合理把握文武相互关系，既不重

文轻武、亦不重武轻文，避免出现穷兵黩

武或偃兵息武等极端情况，二者相得益

彰方能产出最佳效益。

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

中国古人很早就从战略高度理解

经济与军事的关系，认为经济实力是建

设强大国防的必要条件，国防强大才能

长久实现经济发展和民众安宁，从而形

成了富国强兵的战略文化。

春秋时，《国语·齐语》记载管仲作内

政而寄军令，其“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

胜，战胜者地广”的战略主张，为齐国争

霸奠定基础；战国时，《商君书》提出“兵

不强，不可以摧敌 ；国不富，不可以养

兵”，体现了古人对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

的辩证认识，反映了传统战略文化的不

断延续。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王朝立

足国家经济基础，通过“兵农合一”将富

国强兵落到实处，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与

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三国时期，面对

军粮匮乏、要靠采食桑椹和蛤蚌为食的

严峻困境，曹操采纳毛玠等谋士“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的建议，在建

安元年发布屯田令，通过民屯、军屯等途

径解决军队粮荒和百姓负担问题，实现

了“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应当注意的

是，形成这一战略文化的深层原因，还在

于民众富足不仅是强兵胜战的先决条

件，也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秦汉以

来，历代王朝均建立在以自耕农为主体

的农业社会之上，如果农民大量破产必

然带来流民大量滋生，必将严重危害社

会安定，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只有

保护、安顿好自耕农阶层，国家才能巩固

安宁。如唐代贞观时期，魏征主张通过

轻徭薄赋、劝农务本来获取国家安定，体

现了民安国安的战略智慧。

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

立足于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华民

族从生存发展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

较早地超越了战争视野的局限，把安国全

军作为国家安全的至臻追求和最高境界，

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传统战略文化。

战争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安国全

军的理念最早出现于血流漂杵、万骨枯朽

的先秦征伐年代，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战争

的深刻反思。儒家把战争与斋戒祭祀、疾

疫置于同等地位，强调“临事而惧，好谋而

成”；道家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兵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非危不战”，强

调“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等等。以上认

知，主流思想是重战、慎战和备战，其文化

内核为历代王朝所认同和接受。楚汉战

争中，韩信采用谋士李左车“先声后实”之

策，未动一兵一卒收复燕国，为楚汉争雄增

添有力砝码；东汉统一战争中，汉光武帝刘

秀先近后远、逐步进取，最终实现国家统

一；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注重训练军队、

制造战舰、筹措物资，经过 10余年准备最

终成功灭吴，反映了稳慎用兵、全国为上、

全军为上的战略理念。今天，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

临严峻挑战，更须以时代精神激发中国传

统战略文化的生命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

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

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核精髓
■张 欣 邱剑敏 李元鹏

语言对抗的传统样式，是斗争双方

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围绕特定议

题或者目标，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媒介的

博弈形式。在认知域作战背景下，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现代通信技术

的迅猛发展、新兴社交媒体的推陈出

新，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提高，再

加上人类在认知科学、语言学、传播学、

心理学等领域取得的新进步，人们对于

语言对抗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全新

的认识。

语言对抗日益精准化。话 语 的

叙 事 方 式 是 影 响 认 知 的 关 键 。 智 能

化时代的认知域作战，可以对受众开

展基于大数据的分析，通过大量文本

收集和数据挖掘，寻找以往因人工力

量 受 限 而 看 不 到 或 易 被 忽 略 的 各 种

观 点 、倾 向 、立 场 及 诉 求 。 运 用 好 认

知 计 算 ，可 以 更 好 地 选 择 语 言 种 类 、

语态模式、话语技巧、叙事设计，优化

叙 事 的 视 角 、主 题 、风 格 以 及 叙 事 所

蕴 含 的 个 人 情 感 、价 值 观 念 、意 识 形

态 、立 场 评 价 ，更 好 地 顾 及 不 同 语 言

文化传播模式的差异，从而实现最好

最 优 最 快 最 精 准 的 打 击 和 反 击 。 同

时 ，也 能 够 有 预 见 、有 针 对 性 地 做 好

认知防护。

语言文本设计定制化。认知域作

战 从 根 本 上 来 说 需 要 利 用 信 息 来 施

加影响，其信息文本所采用的独特性

话 语 是 认 知 影 响 的 主 要 依 托 。 针 对

特定国家、特定地域人群的认知域作

战，要娴熟运用对方语言文化中的话

语表达形式，深入研究用对方语言表

达 的 故 事 、神 话 、谚 语 、格 言 等 ，特 别

是对方社交媒体上流行的话题、人物

及其话语特点，善于运用跨文化认知

的地道而新颖的语言表达，营造富有

感 染 力 的 情 感 认 同 语 言 氛 围 。 在 此

基 础 上 ，努 力 做 好 创 新 表 达 ，充 分 把

握对方受众的不同认知和需求，组织

多 维 话 语 力 量 、设 计 多 种 语 言 文 本 ，

使 之 依 托 认 知 共 鸣 形 成 新 的 印 象 和

认知。

语言主体风格大众化。语言是认

知 域 作 战“ 射 向 思 想 的 炮 弹 ”。 富 有

创 意 、充 满 表 现 力 、符 合 现 代 传 播 规

律 的 语 言 运 用 ，可 以 覆 盖 广 泛 的 人

群 、争 取 更 多 的 受 众 。 因 此 ，实 现 语

言主体风格大众化，是决定认知域对

抗成效的中心环节，也是在认知域作

战 中 赢 得 认 可 、赢 得 人 心 的 关 键 因

素 。 青 年 人 是 未 来 战 争 中 最 活 跃 的

人 群 ，也 是 认 知 域 对 抗 的 主 体 力 量 。

青 年 人 喜 闻 乐 见 的 话 语 形 式 和 表 达

方式，是获得认知域语言对抗优势的

关键。

语言对抗效果模型化。认知域作

战的语言对抗要深入研究对手的主要

文化环境、主要认知叙事模式、主要认

知短板和弱点以及社交媒体的传播话

语特点，掌握其长期形成的认知模式、

文本表达的内在规律等。基于人工智

能，对语言对抗作用于不同人群产生

的认知效果进行建模分析，有助于及

时展开效果评估，准确把握潜在问题，

发现力量支点。比如，一般定性模糊

评估难以把握个人灵活机动的微小传

播作用以及单个“话语狙击手”的点射

作用，采用建模分析手段则可以提供

相对准确的结论。此外，建模分析还

可 以 为 语 言 对 抗 创 造 长 远 与 当 下 结

合、宏大主题与微观主题结合、议程设

置与随机传播结合、滴水穿石与大水

漫灌结合、包容隐忍与积极释放结合

的战略统筹手段，更好地发挥语言对

抗的战斗力。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

础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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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纵横

“ 认 知 域 作 战 ”纵 横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