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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正义: 毛泽东战争观的辩证意蕴及当代意义
*

杜利娜 胡雅悦

［摘 要］ 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战争观揭示了战争根源、本质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国化的

创新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战争观凝结着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战争与和平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等辩证思

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从抗战救国到独立自主再到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的背

景下，毛泽东关于和平与正义及战争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解决战争问题提供了正确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具有深刻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战争观 和平 正义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战争观，引领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缔造了新中国，书写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史诗华章，为维

护中国与世界和平正义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战争观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揭示了战争与和平

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以战止战、以正义战争反抗非正义战争等根本问题。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是一部反抗外国殖民侵略、捍卫

世界和平正义的奋斗史。历史昭示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能战方能止战。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①，并以新的形式和状态对世界和平构

成巨大威胁。从毛泽东战争观中汲取智慧，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处理国际社会此起

彼伏的矛盾冲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具有重要

意义。

一、毛泽东战争观的实践逻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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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探索历程与独创性贡献研究” ( 21CKS056 ) 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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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备受欺凌、山河破碎的历史遭遇，深陷战争危局的中国人民展开了数

次反对侵略压迫的革命战争，却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空前劫

难，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用新的科学的理论武器引领救亡运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

导，客观全面地剖析战争问题，廓清了战争的根源、性质及目的等问题，拨开了弥散在战争中的

思想迷雾，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与侵华列强展开殊死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和平独立提供了

科学的实践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阐明了私有制与阶级利益冲突构成战争根源的问题，为考察

近现代战争根源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战争与和平已然是西方哲学孜

孜探索的重要议题，极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主要有 “社会契约论”“永久和平论”等。但在马克

思看来，这些理论深陷唯心主义窠臼，不能实现 “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在深入无产阶级解

放斗争实践中，恩格斯明确指出， “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

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①。资产阶级自产生以来便在利益驱动下奔走于全世界，在开

启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侵略、殖民行径，强行把落后民族、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意

图使之成为附属国、殖民地，以实现牟取利益的目的。马克思曾将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战争界

定为“悲歌”，“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

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

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民族、国家的殖

民和侵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谋求剩余价值无限增殖的本性使然。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

本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拓展发展空间，不惜通过血腥的殖民活动侵略、盘剥其他

民族、国家，妄图迫使其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旦民族国家开始反抗、抵制，暴力的革命

战争史诗必将上演。资本主义从不会主动停止以强凌弱的侵略步伐，革命战争因而无可避免。近

代中国悲惨的历史遭遇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具有深层关联。

在战争肆虐的历史语境中，认清战争的根源及本质，是凝聚革命力量、坚定战争决心的重要

前提。依据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根源的科学阐述，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系统阐述了对战争根源、

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提出战争始自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 “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

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

式”③。这一论述深刻揭露了私有制和阶级是引发战争的总根源，当阶级利益出现分歧、阶级矛

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决定了战争形式、规模

等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改变。战争的根源揭示着战争的本质——— “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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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①。毛泽东在阐明战争根本属性的同时，

又突出强调了战争的特殊性，即战争作为“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极端手

段，是“流血的政治”②。毛泽东对战争之政治本质的科学概括，为人们透过战争表象把握战争

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对战争根源、本质及规律的剖析对指引革命实践，实现克敌制胜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一方

面，只有把握战争伴随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能作

出科学的战略决策。从认清战争双方是从哪一阶级立场出发，代表哪个阶级利益而战，可以明确

判定其进步或反动性质，从而有助于增强击退反动的敌对势力的信心与斗志。资本主义列强往往

编造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对外侵略战争的真实意图。日本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就竭

力鼓吹“共荣”“防共”等口号，妄图用所谓实现 “远东和平”等论调来遮掩凶残行径和滔天

罪行。毛泽东揭穿了日本意欲侵略、吞并中国的实质，明确指出 “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

‘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③。这一论

断撕碎了日本伪装的侵华战争面纱，燃起了中国军民奋起抗日烈火般的斗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充分证明，全面正确地认识战争根源、本质及规律，是打赢反侵略战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另

一方面，必须明确把握战争的最终目的，即战争绝非人类的永恒状态。毛泽东指出，研究把握战

争规律的目的并不在于进行无休止的战争，而是出于 “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④。消灭战争的前

提是彻底铲除战争赖以滋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只有 “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

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⑤。毛泽东对战争依随阶级消亡而消亡规律的揭示，为人

类指明了世界无战事的美好前景，有助于坚定人们打赢战争、维护和平的信心和信念。

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坚持辩

证、历史地认识战争，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注入了深刻的理论内涵，为中国人民夺取战争的最终

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对战争根源及本质的揭示表明了侵略者不会主动终止战争计划，要摆脱任

人宰割、落后挨打的命运，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能耽于建设自由、正义社会以及向侵略

者求和的主观愿望。回溯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诸多革命运动失败的事实说明，对战争性

质的误判以及诉诸政治谈判的妥协策略，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旧中国，“我

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 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

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

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⑥。在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抗日

·6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7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79 － 48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7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7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74 页。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6 页。



和平与正义: 毛泽东战争观的辩证意蕴及当代意义

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何以必然胜利的原因、条件及发展趋势和方向等问题，

确立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有力回击了 “亡国论” “速胜

论”等错误论调，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判断，团结带领人民经受重重战火考验，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决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的重

大历史课题，为中国追求维护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为其他被压迫民族挣脱桎

梏、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由此而衍生的现实是 “各殖民帝国的崩溃

和半殖民地控制的广泛瓦解，是原先被西方当作不文明或欠文明而加以歧视和压迫的各民族

‘对西方的造反’”①。历史证明，毛泽东战争观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指导并推动了中国乃

至世界革命战争的实践进程。

二、毛泽东战争观的辩证意蕴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在战争实践中对和平与正义及战争问题进行全面剖析，

提出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谋求 “永久和平”等重大命题，并论证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相

反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这些蕴含着深刻辩证法的原创性观点，既在理论维度上实现了对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丰富和发展，也在现实维度上为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辩证理解，毛泽东以战争是否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为重要

原则，对战争性质进行正义与否的明确划分，并制定出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战略方针。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对无产阶级而言，革命的目的不只是推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间的关系，而是“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

要消灭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奴役与被奴役等关系，任何民族革命，如果 “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

于平等和正义来缔造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远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普

遍性”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正义战争的实质，即被剥削的劳动者反抗专横、强暴而进行的战争，

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④。在继承马克思

主义战争观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非正义战争的动机和结果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阻碍进

步，正义战争的原因及目的则是谋求解放、推动进步。在毛泽东看来，凡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

进行的镇压人民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战争，为了侵略扩张、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

争; 相反，一切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战争则是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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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义战争旨在拯救人类，中国正义战争则是为了拯救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

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

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①。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国化的理论产物，

是适用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

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和平，毛泽东深刻论证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相反

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战争目的、性质及战略方针等问题的科学认知构成谋求和平的逻

辑前提。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②，并在

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根据唯物辩证法，战争与和平的 “同一性”意味着两者相互依存，都是

“政治的继续”，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战争孕育和平，和平酝酿战争; “阶级社

会”这个“一定条件”则为两者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内在根据，但它们不会无休止地转化下去，

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消灭阶级和战争这一 “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③。无产阶级的终极使命就

是消灭阶级、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

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④ 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之间互相联结、排斥又互相转化的矛盾关系

的揭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战争的科学态度及对世界和平的期许。

但是，热爱和平、消灭战争，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要辩证、科学地理解消灭战争

的方法只有一个——— “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

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⑤。对于在阶级社会如何捍卫和平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强调了“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⑥ 的辩证思想。为了实现和平，必然要用枪杆

子的暴力方式对帝国主义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拼死反抗。“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

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⑦ 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中国为何应战、如何制敌取胜、取

胜最终目的等重大问题。正是以科学的战略研判、战略决策为指引，人民军队才能一次次粉碎外

敌入侵中国的图谋。毛泽东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

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⑧，证明了中国通过革命战争实现的和平也是世界的和平。

以民为本、军民团结是打赢正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战争是多种矛盾错综相连

的暴力活动，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也多元复杂。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把人的因素置于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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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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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用辩证方法理解和处理人与战争的关系，提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①

的重要思想，全面批驳了“唯武器论”这一主观、片面地理解战争问题的机械论。毛泽东指出

了武器之于战争的重要性，但更强调掌握武器的人，指明在人与武装的关系中，人始终是矛盾的

主要方面。一方面，战争不但是交战方武器装备、军事力量的比拼，更是人心向背的对决，因为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②。这一论述从唯物史

观的高度确证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人民是赢得正义战争胜利最坚强、最

可靠的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 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的根基就

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正是牢牢坚持为了人民，我们才能打赢反对侵略的正义之战。另一方面，在

战争中，积极发动群众的力量，展开正确的战略战术、有效的政治鼓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武

器装备方面的不足。这是因为战争的主要兵力源于人民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

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④。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真正强大的力

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⑤。依靠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贯穿

毛泽东战争观的核心原则。在客观、充分估计人民力量的基础上，毛泽东主张团结全世界爱好和

平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维护世界和平

的目的。依据毛泽东有关人与战争关系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贯彻依靠人民、团结人

民的正确主张，带领人民完成了粉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维护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

对战争性质、走向的判断必须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根据毛泽东战争观，战争的性质是

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只有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⑥，只有以正义战争反

对非正义战争，才能谋求实现永久和平。这一蕴含在战争与和平正义之间的辩证思想在今天依然

有效，是判定现代战争正义与否的重要标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解决战争问题提供了正

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毛泽东战争观的当代意义

新时代，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充满风险考验，如何应对西方国家以

“自由”“民主”“正义”等所谓 “普世价值”为名引爆不义之战，如何应对国际局势动荡加剧

的大考验，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大议题。毛泽东有关和平、正

义与战争问题的重要论述，为避免对战争的极端化、片面化判断，为辩证理解 “战”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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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问题，从而对破解潜在的战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对战争本质及和平关系的揭示，对洞察、研判当今世界乱象及发展形势

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总体上保持和平状态，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世界大

战。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亚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局部战争和暴力冲突从未间断。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当下战争突破有限目的、局部地域、军事对抗的局部战争历史框

架，以‘混合战争 + 高维度战争 + 局部战争’的综合战争面貌重构战争冲突形态”①，形成战争

与和平交织的复杂状态。根据毛泽东对战争根源的判断，只要私有制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作为

解决政治危机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就难以避免。“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

的。”② 在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战争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本身依旧是政

治性质的行动，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透过战争与和平共存的矛盾表象可见，世界范围内

相继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依旧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继续，

是非常明显的非正义战争③，是帝国主义无限扩张谋取利益的历史延续和必然结果。

当今时代，霸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是导致战争风云笼罩世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

要因素。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复杂的矛盾风险。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守成国家与

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变革等方面诉求各异，矛盾冲突更加突出，摆脱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

观念任重道远; 敌对势力渗透、牵制和遏制中国的手段和态势有增无减，防止和平演变的任务更

加繁重; 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期，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国家安全形

势更趋复杂严峻，对军队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把握“两个和平之间”④ 的战争现象，是认识

当今国际局势的基本视角。我们必须准确研判世界战略格局和发展大势，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维护国家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

内蕴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对应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对

中国以更加开放和平的姿态走向世界，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重任提供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为坚持爱好和平与敢于斗争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是消灭战

争、维护和平。针对潜在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辩证方法 “和平是赞成的，

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⑤，在今天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

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教训与判断中作出的战略抉择。在抗日战争

中，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中国坚定捍卫和维护国家安全、独立、主权和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

业，以大国担当诠释了厚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和平基因，证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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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另一方面，和平需要武

力捍卫。毛泽东有关热爱和平、但绝不惧怕战争的基本思想，为我们应对战争威胁提供了科学指

引。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充满了风险考验，个别国家动辄借以“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

论调，对中国施以打压、制裁，妄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面对潜在的战争危机，要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保持革命本色，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

备，以便在冲突来临时勇敢果断地予以武力反击，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反抗霸权主义，促使战争向

和平转变。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能言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强调人民军队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

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②。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不畏战

争、履行维护和平使命任务的坚定决心。

为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指明正确方向。正是由于经历了被侵略殖民的历

史悲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国强必

霸”的陈旧逻辑的同时，坚定了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的决心与理念。反

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为上”是毛泽东战争观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新的国

际形势出发主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为实现和巩固持久和平，

必须重新建立与霸权主义相抗衡的国际关系准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完全

平等的重要观点，以及中国愿“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③ 同各国建

立外交关系的对外交往思想，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

国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了历史

智慧。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国家间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的正确选择。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无论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不仅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并将以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为前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确立了基本规范。西方大国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赢者

通吃等陈旧思维，为争夺霸权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

达国家占据了国际格局的主导地位，国际秩序的运行逻辑始终以维护其根本利益为核心原则。

毛泽东从全球视野出发对世界格局作出清晰判断，提出了未来国际新秩序的理想愿景，即国家不

分大小应该完全平等，“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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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①。这一关于国家间关系平

等的思考以及对强权政治的批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思考和处理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立

场。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正义原则支配和影响着对国际政治伦理的认识，其所秉承的道德标准是

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这些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界定，构成历届中国政

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②。时至今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旧横行，个别西方发达国家

忌惮后发国家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将国际议题政治化、武器化，伺机引发战火，试图从战争

中牟取暴利，导致世界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无减。超越霸权主义逻

辑，重塑国际秩序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坚持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信念的传承和弘扬。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武器装备等极为落后的条件下打赢了反抗外敌侵略的

正义战争，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有信心战胜各种严峻挑战，这是

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毛泽东战争观在当今时代的重大意义所在。当

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摆在人类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道路抉择: 是携手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还是危机升级滑向恐慌动荡的战争深渊; 是在共商

共建共享中迈向共同繁荣，还是在霸权肆虐中陷入对抗分裂的绝境。历史与现实昭示，国强必霸

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时代的潮流只能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尽管局部

战争的战火尚未熄灭，但全世界维护和平、抑制战争的力量势不可挡，求和平、谋发展的历史大

势不可扭转。毛泽东战争观蕴含的以战止战、和平为上的辩证智慧，为我们积极应对潜在的战争

威胁、化解矛盾冲突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为我们树立敢于斗争、勇夺胜利的信心斗志提供了思想

武器，将指引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不断走向光明。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杜利娜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胡雅悦系宁波大学 2023 级硕士

研究生)

［责任编辑: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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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spread criticism of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charity practice，giving rise to the idea of philanthrocapitalism，which

views the wealthy as super agents and advocates private charity activities with a mindset of commercial investment． After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Western leftist scholars have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market-oriented commercialization of

charity but further condemned the exacerbation of inequality under the rule of capital in the disguise of charity． They have

comprehensively exposed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philanthrocapitalism in 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terms． In the

meantime，such critiques by Western leftist scholars are constrained by their class positions and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leading to certain weakness in their analysis of philanthrocapitalism．

The Logic of an Essentiall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in US Climate Policy Cui Wenkui and Hu Qiming ( 72)………

In the context of intertwined global climate crisis and the crisis of US hegemony，the United States seeks to transform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into an opportunity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US climate polic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reveals a clear manifestation of the logic and nature of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is means that the US has

attempted to defend its overall advantages in the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environmental space utilization，glob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thereby achieving a new round of control，exploitation and plunder of the“peripheral”

countries． To transcend US ecological imperialism，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two aspects: first，we should uphold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anity，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reasonable，and

cooperat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second，the red labor movement and the green ecological movement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quickly reach a“red-green alliance”and initiate an inter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its greedy appropriation of fossil fuels，thereby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 Academic Views ·

Peace and Justice: The Dialectical Meaning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View on War

Du Lina and Hu Yayue ( 84)…………………………………………………………………………………………

Mao Zedong’s view on war，formed dur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warfare，reveals the roots，essence and laws of

war，representing 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views on war． His view encapsulates

dialectical thinking such as opposing unjust wars with just wars an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war and peace． It

has provided a scientific weapon of think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unite and lead the people in fulfill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from resis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to achieving independence and then to pursuing peaceful

development，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today，when the them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tertwine with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Mao Zedong’s

reflections on issues of peace，justice and war offer us a correct position，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and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war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is insight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as it adheres to a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just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and maintains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Basic Pattern of Marxist Ｒesearch in Ｒ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u Huixin and Xu Xiaoyi ( 93)……………

As the world entered the 21st century，Marxist research in Ｒussia has shown a basic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a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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