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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派的将军罗援也有自己的烦恼。

63岁、军人身份遇到微博这种新媒体形式，罗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评。

但当以罗援为代表的军方学者以保家卫国的强硬言论登陆虚拟媒体后，引出了再一

次讨论中国军方强硬派代表“鹰派”的话题——— 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是否需要

鹰派人物？

这个话题随着我国周边局势等热点变得更加实际而现实。然而“中国鹰派”相对清晰

的形象，却是从中国之外被叫响，“鹰派抬头”的标签率先在国外被张贴，并“逆向”影响国

内。但硬朗言论“触网”后收获的并不只是赞同，而是各种动机复杂的支持与反对，甚至误

读。

在国防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中国鹰派”现身公共领域，恰恰可以给公众和决策者

提供思考与行动的回旋空间。对我国对外政策的讨论，也能够给予各方观点一个合理论

争的平台。更为有价值的是，“中国鹰派”的言论，不仅可以增添新视角，更足以使得讨论

变得多元化。

无论是所谓的鹰派还是鸽派的形象里，实际上都应是“国家利益派”。

“鹰派”：站在
国家利益背后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将军的网络“烦恼”

“解放军少将上微博，一天
的粉丝就超过7万。好听的话是
引发广泛关注，难听一点就是遭
到了围攻。”罗援对齐鲁晚报记
者说到这几句话时，颇有感慨。

网络与微博早已不是年轻
人的天下，但这位63岁的中国
将军登陆微博，并就国防问题
发表强硬观点时，这一虚拟世
界的非虚拟事件便引发了海内
外舆论的关注。

5月19日，在齐鲁大讲坛上，
罗援开篇道来的是他开“围脖”
之后被冠以的各种“罪名”。

今年初，一则“少将罗援称
解放军要轰炸东京的消息”在日
本右翼传单中煞有介事地出现。
在和国防部发言人、总政有关领
导汇报沟通后，罗援决定上微博
辟谣。他解释说，如果几分钟不
出来澄清，微博上传播速度的

“秒杀”就会使得谣言成为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上微博实
际是“被逼上了梁山”。

然而，真正登陆微博后，这
位将军遭遇的却是比国防问题
更复杂的议题设置与反设置的

“攻防转换”。
“很多网友问我为什么在媒

体上说硬话？军人为什么可以上
微博？我是不是逃兵？我说我不
贪，我上过战场，我不是裸官，被
说成西门子公司高管的大哥早
已去世，我的家人甚至没有迈出
过国门……”

罗援曾先后对中菲关系、南
海问题、日本军事应该透明、我
国对外态度、周边局势以及军事
热点问题表达过强硬的态度。最
近，又提出、探讨对琉球群岛归
属的问题，为中日钓鱼岛问题重
新设置议题，赢得主动。

“罗援将军你不用自我介
绍，我们都在关注你的观点，你
是解放军的强硬派代表。”在一
次中美某领域的专家对话上，美
国原驻华大使对罗援的自我介
绍加上这样的注解。

但罗援却发现，在自己毫不
熟悉的微博当中，似乎也有一个
虚拟战场。这位战术策略精通的
军事科学院专家发现网上不仅
有“五毛”、“美分”，而且还有所谓
的“带路党”。

中央网络办网络协调局一
位高官曾向罗援坦言，在网上有
一群国外势力雇来的“水军”，每
天晚上11点以后，很多网友都睡
觉了，只有“水军”活跃，那时罗援
有空闲发微博，立刻会受到大量
攻击。

一位澳洲华人学者撰文指
出，在这个日趋多元、却充斥着
各类话语圈套及情绪陷阱的
新战场，鹰派将校的强硬、率
直，还缺乏精致“微”包装的言
论，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肢解、
局部放大及误读，收获了种种
言不由衷、动机复杂的支持和反
对。

四代“鹰”

然而，在近代中国外交和军
事历史中，中国鹰派一直没有相
对清晰的形象。最近十几年，中
国鹰派人物却开始在海外被叫
响。

随着中国周边问题的升温，
一些坚持在主权领土问题上保
持强硬立场的观点成为关注点。
能够表达出强硬声音的并不是
普通人，他们多是军方学者，或
者是退役军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奉
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这
并不意味着对外政策的软弱。
抗美援朝、援越、援老(挝)等，
都表现出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待
一些周边以及国际问题的看
法。我国知名台湾问题专家，中
国社科院研究员褚静涛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在1979年以后，我
国走向逐渐改革发展阶段，求
发展的中国不会在对外政策上
过于强硬。

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
也不乏“鹰派”，罗援说，美国军
方、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改革开
放以来的中国鹰派人物进行了
分代：第一代以曾任中央军委
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
长的李际均中将为代表；第二
代是乔良、王湘穗；罗援、朱成
虎、金一南等学者型将军被归
为第三代；最新一代则包括了

《C型包围》作者戴旭及《中国
梦——— 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
与战略定位》作者刘明福等。

生于1934年的李际均16岁
时就赴朝作战，担任过陆军师
长、38集团军军长。这位“老兵”
以军事理论见长，在我国百万
大裁军后，设计并完成了中国
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

团军。1987年，李际均被调任中
央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主要
负责为军委决策机构制订军队
总体改革方案，这与德国军事
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军中的职
务类似。

1997年7月，在台海危机
尚未平息之际，李际均访美，
借在美国陆军学院演讲的机
会，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
力的批驳并强硬地宣称：“谁
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
12亿个敌人，必将为此付出极
高的代价。”

乔良、王湘穗都是出自军
人世家。乔良曾任空军政治部
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
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
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现
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
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在1996
年台海危机期间，二人都是台
海导弹演习的参与者。

1999年春天，乔良和王湘穗
提出“超限战”理论，认为非军事
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
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
会每一个角落。从战术角度讲，

“就是以弱胜强之术。”
朱成虎、罗援、金一南在军

事理论界各有千秋。现任国防
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的金一
南在2012年日本提出钓鱼岛购
岛言论时，金一南率先提出就
琉球群岛归属问题进行讨论，
在钓鱼岛问题上让中国在法理
和外交上赢得主动。

实际上，中国的鹰派与美
国的鹰派截然不同。在美国，鹰
派时常在对外战争中现身。而

“中国鹰派”出现，只是一种忧
患意识，并不带有“好战性”。

尚武但又崇和

“以前美国国防部长期政
策办公室主任来华访问时询问
我：李际均去哪了？我回答说，
他退休了。他立刻表示，这对美
国绝对是一个good news(好消
息)，但我又告诉他，他现在是
博导，正在培养一群‘小李际
均’。他回应说，这对我们美国
又是一个bad news(坏消息)。”
罗援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说。

一份名为科尔曼的报告显
示，美国有意在文化和舆论上

“猎杀”中国鹰派。在报告中，科
尔曼建议避免“硬碰硬”，要把
中国军方的战斗意志麻醉瓦

解，还要动用新闻媒体以及各
种可能的接触手段，猎杀掉有
头脑的中国鹰派。

作为第三代“鹰”，罗援坦
言有这样的感觉：借助歪曲事
实和散布谣言来诋毁中国鹰派
的形象。

2010年9月底，中美两军交
流恢复之际，《纽约时报》当时
描述说，中美军方日益紧张的
关系，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中国
鹰派军官的崛起。在中国年轻
一代军官头脑里，将美国视为
一心一意阻挠中国崛起的敌对
势力。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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