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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与美国的关系。他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

识，深刻洞察世界大势和中美关系变化，谋划对美军事斗争的大政方针，以灵活的斗争策

略，把握对美斗争主动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在国力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保持国家的独立

自主，保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问题。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实践活动和战略策略思

想，对认识和解决当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

毛泽东敏锐洞察到美国全球战略的致命弱点，做出“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的科学论断。

他辩证地分析指出：“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

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虽然

不小，但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都不顶事”。①他提出了关于美国的“钉子论”

和“跳蚤论”，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

了”。②美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

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③ 

毛泽东对如何同美国这个“纸老虎”作斗争进行了精辟阐述，指出：“从本质上看，从

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

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

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④，“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

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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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

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

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

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

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争

夺。这就需要时间”。① 

二、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和平解决

毛泽东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从全球战略

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他认为，“国际问题只能

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② 。不同

的制度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我们不要同美国用

战争解决问题”③。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

策，“和平为上”。

毛泽东主张用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美国政策的首要问

题，是突破美国的孤立、封锁和禁运，毛泽东对

中美关系一直抱有良好的愿望。朝鲜战争结束

后，他就提出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

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1954年5月，美国代

表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主动表示愿意就美在华被

关押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

触。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毛泽

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同美国谈判的建议，以缓和双

方紧张的关系。同年8月，他在会见英国工党代

表团时，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请英国做一下

美国的工作，规劝美国不要采取与中国为敌的政

策。1955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愿意同美国签订

和平条约的主张：“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

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④。 1958年8

月，中美日内瓦大使级谈判开启；9月，在炮击金

门开始后，他又强调: “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

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⑤。

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始终从维护世界和

平、保障国家和平建设的大局考虑，紧紧扭住关

键性问题，采取严肃而灵活的现实态度。一方面

表示不示弱的坚定立场，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

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始终保持高度冷静和克

制，务实、慎重地处置对美关系的一切重大问

题。每项重要措施都要联系到国际国内斗争的全

局反复思考，精心谋划，相机行事，慎之又慎，

三思而行。力避因中美直接冲突而导致局部战争

或大规模军事冲突，展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

务实的战略风格。

三、对待美国战争的政策：第一，反对；第

二，不怕

毛泽东坚信，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斗争

去维护。他认为，遏制战争的方法很多，既可以

“以交制战”，也可以“以战制战”。他历来主

张，在同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不仅要

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毛泽东敢于和善于应

对美国的挑战，积极领导反封锁、反遏制斗争。

他告诫人们：美国人说话不算数。不要对美国人

抱有幻想：“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

美国的幻想。”⑥ 

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和平为上，呼吁共同努力

防止和制止战争，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环境；另

一方面，他认为怕也没用，要打就打。敌人越凶

越不要怕它。“不要看美国人很凶，他很怕我

们。解放战争快胜利的时候，他天天计算我们离

青岛有多远，我们一接近，他就溜了”⑦。毛泽

东指出：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中国

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

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我们要求和

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

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

要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

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

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

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当然，我

说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睡大觉，而是说

要斗争。”⑧ 

美国是可以打败的。毛泽东认为，对美国的

侵略不仅要敢打，而且是可以打胜的。经历过抗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14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61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92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273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420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249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252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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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朝战争血与火的较量，毛泽东针对悲观论者

明确提出，美帝国主义强大还是强大，但是可以

战胜的。他认为：“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

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

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

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①抗美援朝战争使

中国人民摸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

的底，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

回事；同时也让美国人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中国

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

好办的。

四、立足于最坏的可能，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毛泽东一贯主张，对于来自美国的战争威

胁，要认真准备，真准备而不是假准备，而且要

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从最坏的可能出发

部署工作。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你准

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

来。“人民不要战争，可是要有战争的准备”，②

就是要准备打仗，没有准备就危险。“做好了一

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

的估计相差太远。”③针对有些人提出的战备造成

浪费的观点，毛泽东精辟指出，战备不是浪费，

即使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如果你准备好了，敌

人可能不会来，而你没有准备好，敌人可能就来

了。为此，要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

事先多估计几种可能性，立足复杂困难情况，从

最坏的可能出发部署工作。这是毛泽东指导对美

斗争乃至整个外交斗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深

知，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肆虐的世界里，

必须对可能的侵略战争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做好

反侵略战争准备。他强调：“在资产阶级掌握国

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

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

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

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④美国人来不来，要

做两手准备。毛泽东认为，做好了应付最困难最

复杂局面的准备，才能够从容应付各种局面，才

不至于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而惊惶失措，从而把战

争准备建立在最稳妥、最可靠的基础之上。“根

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

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⑤要充分估计最坏的可

能，以便有备无患，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主动。

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曾就美国可能入侵中国

一事，进行认真筹划，强调加快大、小三线建

设，研究应对美国可能入侵的战略构想和战法，

要求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

五、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美国

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

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为中国

外交制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反复告诫人们：资本主义

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所谓西方团

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但是要求

‘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

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

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

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⑥美国内

部也是有矛盾的，艾森豪威尔集团内部，也不那

么简单，也有两面性。因此，“对美国这样的国

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应当利用他们内部

的矛盾”，“我们要对许多国家，……凡是有可

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

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

总要分化的。”⑦“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

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

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⑧

20世纪50至60年代， 毛泽东领导中国党和

政府积极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

加强对亚非拉美“中间地带”的外交。他频繁地

接见来自三大洲的代表，宣传他的国际理论，介

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提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30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83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30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01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30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454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217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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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种援助，在美苏两极格局之外求生存、求

发展；充分利用美苏争霸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动

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

并对西方发达国家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改

善同日、英、法等国家关系，形成了一个针对美

国的隐形的包围圈，同时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关

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六、要善于摸清美国的政策底盘

毛泽东善于摸清和识破美国模糊战略后面的

真实意图，明白中美两国对峙的极限所在。1958

年8月，炮击金门是对美国的战略侦察战。“金门

炮战，意在击美”，就是牵制美军，试探美国对

新中国的战略意图，尤其是美台的所谓“共同防

御”的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为此，毛泽东

将多种斗争手段巧妙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实施。

一是“火力侦察”。9月3日电告福建前线部队，

于9月4、5、6日三天暂停炮击，目的是观察蒋军

行动，静观国际动态，主要是美国的反映。9月

7日起，美军出动军舰到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

航，毛泽东指示前线“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二是实施

“外交侦察”。在炮击正酣之时，毛泽东同意与

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他给周恩来和黄克诚的信

中指出：“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

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三是实施“法律侦

察”，公布领海划界。9月4日，在炮击和封锁金

门10天后，中国政府发表关于12海里领海权的声

明，指出：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

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这是毛

泽东亲自主持研究、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维护中

国海洋权益的重大决策。通过上述途径，毛泽东

摸清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盘，认为美台“共同防

御条约”主要是防御性质，是要给蒋带上笼头，

而不是要放蒋出笼，美国并不愿意为蒋的利益而

轻易冒险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此后，毛

泽东审时度势，重估了美国对台政策，改变了先

收复金、马等沿海岛屿，再收复台、澎的战略构

想，形成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待时机成熟

时将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使蒋军守而不

撤，使美国不得脱身，有意扩大美蒋矛盾的战略

性决策，挫败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通过后来的

炮击还摸清了美国希望和谈的底牌。正是由于

摸清了美国的政策底牌，之后的两年内，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决定大幅度压缩军队数量，减少军

费开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七、灵机应变，主动在我

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注重根据形势的发展

变化，将军事、政治、外交等多条战线相结合，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灵活巧妙运用斗争策

略，达到使对手“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

样干”的奇妙效果，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进

退有序，争而不破，体现了极其高超的斗争艺

术。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综合运用政治斗

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的一次

重大战略行动。毛泽东指导炮击金门始终贯穿

“灵机应变，主动在我”①的斗争原则。他明确

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把炮击金门、提

出台湾问题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结合起来，

使其相互配合，互为后盾；适时地改变和调整部

署，灵活运用策略方针，精心选择炮击时机、规

模和方式，打炮的日期几经变动，不断调整炮击

的方式。先是对金门诸岛实施了44天的全面炮火

封锁，经过6次大打、83次中小打和上千次零炮射

击，使金门国民党军陷入严重的困境，使美国当

局进退两难。1958年10月6日至1961年12月中旬，

毛泽东采取高度灵活的策略，以打打停停、停停

打打、半停半打，以及隔日打炮的方式，虚虚实

实，引而不发，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完全立于

主动地位，从而稳住了金门国民党军，沉重打击

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和美国政府企图制

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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