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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保险法》：
让军人流血流汗不流泪

何祖德 石东伟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
职业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它在保卫国家不

受侵犯的同时 ， 自己也会面临诸多危
险。 美、 英、 法、 俄等国为了调动军人
完成任务的积极性， 鼓励军人的牺牲奉
献精神， 专门出台了军人保险法， 从法
律层面对军人的权益予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也出台了相关
保障军人权益的文件， 但系统性、 操作
性和实效性不强,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牺牲奉献积极

性的发挥 。 前不久出台的 《军人保险
法》 从筹划到颁布， 历时12个年头， 是
相关部门经过慎重考虑 、 借鉴西方经
验， 结合中国国情军情， 权衡决策的结
果； 是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着眼， 从军
人个体利益着手， 实现军人保障与社会
发展同步， 与未来发展衔接， 与任务需
要适应， 进而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水平服
务的战略性举措。

与此前出台的相关军人权益保障条

例相比， 这部法律既充分考虑了军人职
业特点， 又与社会保险制度有机衔接，
为维护军人保险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 它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军人保险法》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专门就军人生活待遇颁布的第一部

法律， 它既为国家和军队职能部门保障
军人权益提供了具体遵循， 又为军人个
体主张权益提供了有效途径， 也为军人
权益的后续保障做了详细规定， 具有明
确的指向性和很强的操作性， 有效解决
了推诿、 扯皮问题。

过去军人作为个体主张权益时， 由
于制度缺失， 法规不健全， 导致维权过
程困难重重， 效果欠佳， 流血、 流汗又
流泪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今， 新出台的
《军人保险法》 在全社会营造保障军人
权益氛围的同时， 还明确了执行及监督
机构， 军人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主张
个人权益时， 不再是孤军奋战， 而是有
了国家层面的资源支持和法律保障， 维
权力度明显增大。

与此同时， 《军人保险法》 实现了
军人权益保障内容的全面覆盖和变更过

程的无缝连接， 更接地气， 给军人带来
的实惠无论在幅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明

显增多。
相比较而言， 它给基层官兵带来的

实惠更多。基层官兵服役期限较短，很难
在部队得到终身保障； 基层部队地处偏
远地带，家属就业比较困难，对失业保险
需求更为迫切；基层官兵执行任务较多，
危险性随之增多。 以前的相关制度已经
远远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一
些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 由于制度
缺失，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干
扰了部队的正常工作。《军人保险法》的
实施明确保障了广大官兵的利益。

此前出台的军人权益相关保障制度

由于比较笼统， 指向性和操作性不强，
军地衔接性更差， 导致部队尤其是基层
部队操作起来随意性较大， 出现了同伤
不同赔、 到地方后无人负责等问题， 致
使部队滞留人员增多。 《军人保险法》
的出台， 使相关各方有了共同的遵循、
明确的职责， 更为重要的是， 过去只讲
需求， 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关单位的执
行能力， 导致军人的权益迟迟得不到落
实。 而如今 《军人保险法》 规定依托国
家资金对军人实施保险。 与过去相比，
这次既提出了需求， 又提供了资源， 大
大增强了实现的可能性。 对于军队、 地
方职能机构和个体而言， 都清楚该怎么
办， 权责明确， 可操作性强。

另外， 《军人保险法》 在保护官兵
利益上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官兵利益得
不到有效保护， 不仅让当事官兵伤心，
也让其他官兵寒心， 同时也让想参军的
青年难下决心。 这种效应的传导、 辐射
和放大， 将直接影响现役官兵士气， 削
弱国防动员潜力， 降低部队吸引力和凝
聚力， 从根本上影响部队战斗力。

《军人保险法》 的实施不仅以法律
的形式明确了军人的保险利益， 而且通
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军人的保险利益，
使军人的权益保障有了正规的渠道和强

有力的手段，无疑为正在服役的军人、退
役的军人或准备加入军队的青年及其家

属吃了一颗定心丸，保障措施明显得力。
《军人保险法》 的颁布和实施从法

律上对军人伤亡保障、 退役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 随军未就业军人配偶保障等
问题作出规定， 从根本上减轻了军人的
后顾之忧， 有利于军人个体人生的可持
续发展 。 既激发了军人的尽职尽责激
情 ， 又让军人在战场之外活得更有尊
严， 对于提高我军官兵爱国奉献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 把
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履行使命上来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从根本上来讲， 《军人保险法》 的

实施， 将充分调动战斗力生成中最活跃
的因素， 即人的因素。 军人主观能动性
的充分发挥将增强部队创造力， 提高部
队凝聚力， 提升部队战斗力， 扩大部队
吸引力， 进而对推动国防和军队整体建
设水平提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作者单位： 总参某部）

80后王牌飞行员夺得“金头盔”
胡晓宇

“金头盔”，流金溢彩。与真实的战斗机
飞行员头盔一比一比例， 只因原本的洁白
镀上了光芒四射的金色 ， 故冠名 “金头
盔”。

为检验新战机的战斗力水平 ， 去年
底， 空军首次组织三代战机同型机空战比
武， 全空军新战机部队均参加。 从层层比
武中拼杀出来的100余名尖子飞行员决战
蓝天， 争夺象征中国空军新战机飞行员职
业最高荣誉的 “金头盔”。

大战之后， 有10人被空军评为对抗空
战优秀飞行员， 荣获空军首次颁发的 “金
头盔 ” 奖。 成都军区空军 （以下简称成
空） 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长 、 一级飞行
员、 空军少校蒋佳冀是其中之一。 1981年
6月出生的他是10位夺得 “金头盔” 的新
战机飞行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蒋佳冀—JJJ—歼击机

1999年6月， 18岁的蒋佳冀从成都市
第五中学参加招飞时， 第二次高考模拟考
试成绩位列年级前8的他正在考虑， 报考
西南交通大学呢还是报考成都电子科技大

学呢？ 学什么专业好呢？
听说空军和民航同时在招飞， “视力

特别好” 的他好奇地 “去试试”， 没想到
两边都通过了， 还在四川省100余名通过
招飞的应届高中生中， 获得心理品质测评
最高分。 民航率先把他纳入了招收名单。

随后的一天， 当物理老师的母亲和他
一起填高考志愿， 在用智能拼音输入法打
他的名字时， 偶然发现 “蒋佳冀” 和 “歼
击机 ” 的拼写竟完全一致 ： 蒋佳冀———
JJJ———歼击机。

“儿子 ， 报空军 !” 儿子降生18年后
才发现的 “惊天契合”， 让母亲坚信高大
帅气的独生儿子 “就是为当空军歼击机飞
行员而生的”。 “我也想开战斗机。” 1999
年8月， 开朗阳光的蒋佳冀满怀向往， 踌
躇满志地步入空军某飞行学院。

然而， 刚进预校时， 蒋佳冀的1500米
体能考试距优秀标准相差两分钟。 为攻克
这个难关，好强的他每次训练都认真对待，
从不以任何理由偷懒。日积月累，他从队伍
的后面慢慢超前， 开始领跑了。 毕业考核
时，他这项成绩比优秀标准还少了30秒。

枯燥深奥的航空理论首先就需要背

记， 而这又是他的弱项。 攻克弱项的唯一
方法就是 “付出更多”。 别人休息时他还
在背， 反复强化， 多琢磨， 深研究， “每
天晚上睡觉前都在脑子里过电影”， 白天
学了什么 ， 第二天准备做什么 “都过一
遍”。

飞天路艰苦崎岖， 随时面临淘汰。 但
爱琢磨的蒋佳冀却在同批战友中， 所有科
目、 改装所有机种均第一个放单飞。 表面
上看他似乎没费多大劲， 其实， 他的诀窍
就是多琢磨， 不懂就问。 开始新科目前，
他没弄明白就不停地想、 不停地问， “直
到飞得满意才放过去”。 这个习惯他一直
延续至今。

“因为爱它 ， 就想让它成为你的 。”
飞行， 对 “充满霸气” 的蒋佳冀来说， 就
像恋爱， 充满了激情。

凭着这份 “爱的激情和善琢磨的好习
惯”， 蒋佳冀在同批学员中脱颖而出。

他告诉笔者这样一件趣事： 在航校有

个姓曲的飞行技术检查主任， 对学员要求
极其严格， 很多学员在他手下惨遭淘汰，
人送外号 “曲一刀”。 蒋佳冀放单飞的第
二个起落恰恰安排跟 “曲一刀” 飞， “从
来不怕跟领导和教员飞” 的他， 按照精心
准备飞下来， “曲一刀” 竟情不自禁地大
声夸奖： “飞行天才！ 好！ 没问题！”

“我是在表扬中成长到现在的。” 蒋
佳冀自信地笑了， “其实， 就是问得多，
想得多， 让自己少走了很多弯路。”

放弃轻松， 改飞新型战机

2004年7月， 他顶住教员 “留在飞行
学院当教员” 的劝说， 分到成空航空兵某
团， 圆了母亲和自己的 “歼击机” 梦， 还
在同批战友中第一个成长为能飞长机的飞

行员 ， 并当了中队长 。 那时他 “感觉不
错”。

然而， 在一次执行空中对抗任务时，
他驾驶的二代战机刚进入待战空域， 就被
三代战机锁定 ， 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摆
脱。

那一刻， “当新型战机飞行员” 的梦
想就始终纠缠着蒋佳冀。

2006年底， 25岁的他放弃提升飞行副
大队长的机遇， 从新飞行员做起， 参加新
型战机改装。 蒋佳冀坦言， 严格按数据飞
行是很累的事， 但他每次飞行都尽最大努
力， 明确每个科目的意义， 珍惜每个飞行
架次， 飞行中的每个环节都精心准备， 飞
行中的每个动作 “都不含糊”， 飞行结束
后， 对每个飞参数据、 每个视频都细细研
究， “使自己飞一次进一步”。

“贵在坚持， 难在坚持， 成在坚持”，
这是蒋佳冀的座右铭。 “每一个量变都积
累着， 才有以后的质变。” 他说。 2009年9
月， 在同批战友中， 他第一个完成新型战
机改装任务， 并作为唯一刚改装新型战机
的飞行员， 全程参加空军体系对抗 （指空
军多兵机种联合对抗———作者注）， “第
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体系对抗， 什么是战术
战法。”

2010年隆冬， 蒋佳冀所在团首次新型
战机某型中距弹实弹打靶。 蒋佳冀被确定
为首号 “空中杀手”： 担负首枚单机发射
任务， 同时为打第二枚的教练机做备份。
如教练机未打中， 紧急升空再次射击。

“靶机在空中只能飞15分钟。 我很清
楚这紧急意味着什么。” 打靶前， 他精心
研究导弹性能和武器使用细节， 反复演练
操作动作， 把距离精确到公里， 把时间具
体到秒。

那天， 碧空如洗。 蒋佳冀驾战鹰闪电
般刺向湛蓝的天际， 按预先准备， 迅速锁
定目标， 按动发射按钮， 导弹喷着火舌逼
近， 靶机瞬间凌空开花。

“××号机武器系统故障， 备份机紧
急升空！” 凯旋的他， 正仰望碧空欣赏教
练机射出第二枚导弹呢， 耳机里却传来塔
台指挥员让他马上再次升空的命令。

此时， 靶机在空中逗留时间已不足10
分钟 。 刻不容缓 ! 他冲上战机 ， 一飞冲
天， 驾战机跃升到6000米高空， 搜寻， 截
获， 发射。 靶机在空中再次开花。

就是这一手， 成为他和空军众多顶尖
空战能手争夺 “金头盔 ” 时的 “必杀
技”。

巅峰对决，只想战胜

去年， 争夺 “金头盔” 的空战比武首
先在各新战机基层部队展开。 蒋佳冀所在
团根据执行重大任务时的战绩， 粗选出16
名比武骨干， 蒋佳冀入选。 随后是循序渐
进地展开针对性训练， 互为对手进行空战
比武 ， 最后选出8人参加全空军的比武 。
蒋佳冀成为八分之一。

“那段时间天天打，打了多少场，已经
记不清了。最终确定的8名选手不是选出来
的，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他回忆说。

2011年底， 经过层层角逐产生的全空
军百余名精英飞行员齐聚演兵场 ， 展开
“金头盔” 争夺战。

此次比武规则严密。 对抗， 在同型机
间展开； 战场， 按机型分布在齐鲁大地、
塞外、 江南3个机场； 对手， 临战前抽签
确定， 抽到谁是谁； 比武， 分淘汰赛和循
环赛， 抽签决定对手后， 先打淘汰赛， 胜
出才能参加循环赛。

打循环赛， 要和所有队交手， 每名选
手既要进行一对一对抗， 又要进行双机对
抗。 每次对抗 ， 互换攻击位置各交战两
次， 也就说共要打4次； 分数， 首发命中、
双方同时击中、 一方击中三种情况的得分
都有明确规定； 分数， 累加每仗总得分；
评委， 包含军械、 火控等各专业的专家，
用飞行实时传输系统回放态势 ， 力求客
观、 专业。

“淘汰赛是残酷的。 一仗定输赢。 一
轮下去就淘汰一半 。” 为确保 “金头盔 ”
争夺战的 “入场券”， 各单位都把最强的

选手用在第一轮。 蒋佳冀的 “强项” 是一
对一对抗， 所以被用在淘汰赛的此项比武
中。

蒋佳冀所在的成空代表队在淘汰赛中

胜出， 接下来是循环赛。
“循环赛是艰苦的， 要一仗一仗打，

还要求战友协同作战。” 按规则， 蒋佳冀
淘汰赛已打了一场一对一， 循环赛必须进
行一场一对一、 一场双机对抗。 双机对抗
前， 他和副团长刘伟排兵布阵， 出击时机
一秒一秒推演， 一节一节协同。

此次对抗比武还有一个最重大的突

破： 首次取消高度差， 即 “取消高度差的
自由空战”。 通俗地说， 就是在天上随便
打， 只要战机与战机之间的间距大于300
米。

“就是真打仗！ 意味着风险更大， 争
夺比以往更激烈。” 蒋佳冀解释说， 空中
情况瞬息万变， 飞无踪影， 打无定式， 恰
恰是这听似简单的 “自由”， 是对飞行员
最苛刻的 “试金石”， “比的不仅是技术、
战术， 更多的是勇气、 智慧和心理素质。”

一位 “金头盔” 争夺战的组织者说，
能站在这次空战比武擂台上的精英飞行

员， “都是身经百战拼出来， 杀出来， 练
出来的”， 因而， 这 “是一次巅峰对决”。

“拿出应有技术 ， 体会空战快乐 ！”
一向好胜乐观的蒋佳冀临战心态平和。 之
前， 他进行了细致的战前构想： 认真研究
对抗空域特点和对手战机性能 、 干扰手
段 。 从起飞、 进入待战空域到躲避敌导
弹、 雷达， 再到发现目标、 干扰、 摆脱、
追踪、 攻击等环节， 多种作战预想 “都在
脑海里装着”。

打得最苦的循环赛一对一对抗开始

了。 对手， 是飞行时间、 阅历都优于他的
精英飞行员。 对抗中， 对手首先发现蒋佳
冀 。 对手见自己有2000多米的高度差优
势， 向下急转想 “咬尾” 攻击。 那一瞬，
蒋佳冀一个急斜斤斗机动， 迅速占据高度
优势， 并根据速度判断， 斜半滚急转机头
截获对手。 激战中， 大速度急转抢先， 过
载超过7个G， 接近了战斗机的性能极限。

“那相当于7倍于自己体重的重量压
在身上， 下来手臂都是酸的 !” 他紧锁着

眉头说， “高度紧张， 特别
专注， 只想战胜！ 谁都想第
一时间发现 、 第一时间锁
定、 第一时间开火。”

这是自由空战的魅力 ，
也是 “空中杀手” 们生理和
心理面临的极限挑战。 从淘
汰赛到循环赛， 蒋佳冀打了
3场。 两场一对一 ， 一场双
机对抗。 每个人每场的分数
是不公布的， 但蒋佳冀表现
极其精彩的一场被 “透露”：
总分48， 他得了42分。

“ ‘金头盔 ’ 是荣耀 ，
是肯定 ， 绝不是骄傲的资
本 。 毕竟没有经历实战检
验 。 ” 蒋佳 冀率 真一 笑 ：
“我还不到31岁 。 这才哪儿
到哪儿呢？”

飞1小时， 研究3小时

“贴近实战 ， 真打实
训， 越来越感到自己是空军
战斗机飞行员 !” 这次对抗
下来， 蒋佳冀和战友们都有
一个深刻的感触： 比武定格
了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血性 、

勇气和技艺， 展示的却是空军训练模式转
变使部队训练发生的 “翻天覆地 ” 的变
化， 是高难度、 大强度、 实战化针对性训
练给战斗力带来的提升。

“这次比武全空军才评出10个 ‘金头
盔’， 成空就夺得5个， 就得益于这种实战
对抗。” 成空一位领导感叹说， “左宗棠
有句名言： ‘素练之卒， 不足久战之兵。’
说的就是训练有素的队伍， 其战斗力不如
久经沙场的队伍。”

成空部队自2006年初春， 便把对抗训
练贯穿于实战化训练全过程 ， 每年 “空
战” 时间占训练总时间的80%以上。 同型
机间、 异型机间， 强强对抗的硝烟从未散
尽， “升空就有对抗， 训练就是打仗” 的
理念， 已融入官兵血脉。 “每个飞行员都
想着战胜对手， 谁都不想成为靶子”。

“每次训练都是真打仗。 每场对抗的
激烈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 ‘金头盔’ 争夺
战。” 蒋佳冀从2006年底改装新型战机起，
亲历了成空对抗训练常态化的全过程， 并
“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熟”。

2011年初夏， 蒋佳冀参加空军体系对
抗演练， 两个编队参演， 他担任其中一个
编队的长机飞行任务。 驾机起飞后， 他立
即保持无线电静默， 以50米至150米的高
度 ， 贴着沙丘超低空飞行 ， 迅速突入
“敌 ” 重兵防守的核心地带 ， 成功突袭
“敌” 地面目标。 返航途中， 还摸到 “敌”
地空导弹部队的前沿阵地。 那次， 他突防
成功1个架次， 突击成功两个架次， 夺得
师 “对地突击能手”。

“我们的战法都是经过实战得来的。
飞1小时， 用3小时研究。 每次对抗结束，
才是训练的开始。” 他说， 这种研究， 涵
盖战法、 弱项和改进方法， “一切都是为
了练招式 ”。 “未来空战是没有套路的 。
现在知道每个招式的意义， 战时就能以不
变应万变。”

把“金头盔”收藏进书柜，蒋佳冀又进
入飞行、琢磨和“过电影”状态。“获得‘金头
盔’是我一辈子的荣誉，但它已是过去的事
了。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他说。

(本文图片朱晓磊摄)

鸽派与鹰派 服务美国利益的“两套牌”
康永升

选择战争 ， 还是和平 ？ 是两种不同
的政策路线， 政策分析师们常常把美国
的决策层分为鹰派与鸽派 。 其实 ， 从美
国历史来看 ， 除了鹰派对海外用兵具有
明显偏好外， 鸽派虽然相对温和 ， 但从
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底线， 而 “鹰鸽
联合” 使得战争在服务其国家利益方面更
显灵活性。

鹰派，维护国家利益难堪大任
在美国， 所谓鹰派， 指的是倾向于运

用军事力量或行动解决国际争端的人士、
团体或势力， 通常被新闻界指代政府内阁
或议会中主张使用武力的 “强硬派”。

鹰派一词是地道的美国货。 美国立国
后， 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 为防止这个新
兴国家崛起， 挑战其霸权地位， 把美国列
为头号对手， 不断制造麻烦干扰破坏其发
展。 1810年， 一批建国后出生的新青年当
选为第12届国会议员。 他们一方面极端愤
恨欧洲列强的霸道行径， 另一方面对政府
依赖外交手段解决麻烦的政策心存不满，
要求政府以强硬的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这
批 “愤青” 议员言行狂热、 激进好战， 被
称为 “战争之鹰”， 又称鹰派。

历史上， 鹰派在美国政坛几度起伏，
但从未绝迹。 12届国会之后， 在历届政府
和国会都会看到鹰派的身影。 鹰派之所以
长期在美国政坛占有一定市场， 有其深厚
的社会文化背景。

美国是一个鹰崇拜的国家， 美国的国
鸟是北美特有的一种鹰———白头海雕， 美
国国徽、 三军标识都绘有鹰的图影。 与鸽
派相比， 鹰派因其在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
上立场鲜明、 态度强硬， 极易取悦民众，
赢得支持。 而鹰派倚重军事力量一锤定音

解决问题的作风， 更与美国国民十分推崇
的 “硬汉文化” 十分吻合。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美国总统鹰派形
象的政治效用体现在 ： 能够消除人们对
其个性软弱的怀疑 ， 树立坚忍不拔 、 众
望所归的领袖形象 。 据统计 ， 1987年 ，
美国突袭利比亚使里根政府的支持率增

加了6个百分点； 1993年， 美国用巡航导
弹攻击伊拉克使克林顿的支持率提高了7
个百分点。

除了社会文化外， 美国经济发展也需
要鹰派。 在美国， 军工复合体这一畸形的
政治结构已成为孳生鹰派的温床。 通过发
动战争， 商场与战场融为一体， 企业不但
能够在战场上获得商场无法争得到的订

单， 还能借助战争干扰全球经济秩序， 破
坏竞争者经济发展环境。 有资料显示， 作
为衡量美国经济的晴雨表———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在阿富汗战争爆发6个月后， 上
升了17.9%；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6个月后，
上升了25.6%。 所以， 伊拉克战争初战告
捷后， 人们不但认为这是鹰派的胜利， 而
且还是美国石油大亨的胜利。

国家利益是战争决策的重要动力。 鹰
派虽以国家利益捍卫者自称， 但因其追求
的是一种速效的、 眼前的利益， 战争暂时
也许会为国家或某些利益集团带来好处。
但从长远看， 鹰派单纯运用其强大的军事
力量， 维护国家安全、 谋求国家利益的作
法， 不但是一种 “军事冒险”， 更有可能
对国家根本利益造成损害。

小布什政府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鹰派

色彩最浓的政府， 其鹰派领军人物———国

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经常引用芝加哥黑帮

老大的一句口头禅阐述其政策立场： “道
理再多， 也不如带把枪有用。”

对于由鹰派主导的美国政府， 埃及前
外交部长梅尔私下认为： “这种政府内部

有太多的空想家 、 纸上谈兵者和武断的
人。 他们的头脑里只有对抗的逻辑， 而且
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有理。 这个国家过于信
赖自己的权力，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以至
于不能分辩出什么是自己的真正利益。”

正因如此， 鹰派政策往往不但不会给
美国带来持久和平和长远利益， 反而使国
家屡陷战争危机。

鸽派，并非和平天使
与鹰派对战争的狂热相比， 美国的鸽

派主张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对使
用武力解决冲突持谨慎态度。 新闻界常用
“鸽派” 指代政府内阁或议会中的 “温和
派”。

“鸽派” 称谓来源于 《圣经》 故事，
与橄榄枝同为和平的象征。 就本质而言，
鸽派与美国主流的 “硬汉文化” 几乎格格
不入。 通常情况下， 只有在鹰派使国家陷
入危机或国家实力下降的情况下， 鸽派才
会以救火队的形式获得领导权。 一旦获得
权力 ， 鸽派也不得不重新塑造其政策立
场。

越南战争的决策者约翰逊竞选总统

时 ， 把对手称为战争贩子 ， 毫无鹰派迹
象， 但就任总统后却判若两人。 他指示白
宫首席新闻秘书， 一定要把自己描绘成
“得克萨斯州的大块头”， 要高大威猛， 要
勇敢坚定。

在美国， 鸽派为了适应国内社会主流
文化的需要， 努力塑造自己看起来像鹰派
一样 “尚武” 的形象。 不同之处在于， 鸽
派虽然尚武但不好战， 它们在运用军事力
量时更加强调理性。

美国职业外交官、 冷战期间美国遏制
政策的正式发起人———乔治·凯南是典型
的鸽派人物。 朝鲜战争爆发后， 他反对美
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 ； 越南战争爆发

后， 他又是反对越战的主要人物之一。 历
史学家认为， 乔治·凯南绝不是一个坚定
的和平主义者， 他之所以不赞成美军进入
越南， 绝非坚信和平谈判能够解决问题，
而是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利益根本就不值得

美国劳民伤财。
在 “屁股决定脑袋” 的官僚文化中，

军队作为战争工具常常被认为是美国最大

的 “鹰派”。 实际上并不然， 美国的鸽派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主管外交与谈判事务的

外事部门。
与毫无战争经历的文职官员相比， 军

人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更加明白 “慎战” 的
道理， 更会选择鸽派的政策立场。 美国社
会学家亨廷顿认为， 在战争问题上， 美国
军人的典型心态是： “他们虽然愿意为战
争做准备， 但却不愿意发动战争。” 因此，
当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倾向于使用武力

时， 职业军人总会对战争流露出一定的反
对态度。

美国四星上将鲍威尔两次参加越南战

争 ， 对战争的残酷性具有切肤之痛 。 战
后， 他无论是担任参联会主席， 还是国务
卿， 在海外用兵问题上都持相对谨慎的鸽
派立场。

对此 ， 战略专家李际均中将认为 ：
“赖斯、 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一届白宫班子
里的高官 ， 不像鲍威尔那样懂得兵凶战
危 ， 他们深受美国高傲自大的传统的影
响， 容易因对行使武力的过度自信而失去
对目标和手段的理性选择。” 从阿富汗战
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局看， 问题果然被其
言中。

鹰鸽一体， 最有效的政策路线
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作为维护国家安

全、 实现国家利益的两种政策路线的提倡
者， 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 只是因为各自

运用的手段不同， 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政
策结果。 在实践中， 美国的决策者日益认
识到， 制定政策时， “鹰” 离不开 “鸽”，
“鸽” 离不开 “鹰”， 只有鹰派、 鸽派互相
配合， 才能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

其实早在1961年，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
其 《国情咨文》 中就提出： “在总统的徽
章上， 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
左爪抓着一把箭。 我们必须给予两者同样
的注意。” 只是后来的决策者往往只注重
左爪的箭， 忽视右爪的橄榄枝， 逐渐把美
国变成了一个斯巴达国家， 使其长期处于
战争状态。

美国自立国以来， 从未建立过单一的
鹰派政府或者鸽派政府。 即使是小布什政
府 ， 采取的也是鹰派 、 鸽派混合搭配 ，
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的是鹰派 、 鸽派相
结合的双重路线 。 一些学者认为 ， 这种
双重路线可以让总统在确定国家政策时

游刃有余 ： 一方面保持温和的形象 ， 能
够尽可能地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 减少
鹰派的负面效应 ； 另一方面坚定执行鹰
派路线， 能够推翻萨达姆政权， 迅速达成
既定目的。

从鹰派与鸽派的互补性看， 鸽派利用
的是国家软实力， 不但能够为鹰派创造良
好的环境， 而且能够对鹰派起到力量倍增
作用； 鹰派利用的是国家硬实力， 不但是
鸽派温和政策得以推行的重要保障， 而且
通过鸽派往往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效果。
当前， 是否 “会打” 鹰派与鸽派两套

牌， 已成为国际斗争艺术的重要体现。 一
国政府若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 拓
展国家利益的职责， 必须采取两种策略，
运用两种手段。 既要有鹰派的强硬立场，
还应具备鸽派的灵活性。 只打单牌， 必输
无疑。 （作者单位： 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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