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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鹰派”不孤独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民众的支持非常大”

5月19日，做客“齐鲁大讲坛”
的罗援依旧阐述着自己微博上的
强硬观点，但这一次，在他讲话的
结尾，台下的听众都报以持续的掌
声，甚至一些听众起立向他致敬。

“你看有些领导的讲话洋洋洒
洒两个多小时，一句错话也没有，
但是一两句顶用的话也没有。哪些
话让人在头脑中有深深的烙印？没
有！”罗援挥舞着一双大手，一直不
停地讲话，台下的听众点头、感慨，
没有一个中途去过厕所。

“网上热议毛泽东十句影响
中国的经典语录，你一看那就是
毛泽东的手笔，我把它念出来，和
大家分享。最具真理的一句话：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值得我们牢
记的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罗援的祖籍在川北苍溪县，
但他一口带着西北口音的京腔，
时常掷地有声。一位听众听完大
讲坛说，罗将军虽然讲的是军事，
但是说了许多百姓最想听的话。

“听完罗将军的报告后才记起他

是一位将军，听他说话，就觉得解
气！”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
所亚洲安全研究教授大卫·莱此
前曾专门就中国“鹰派”发表研究
论文称，他们的“鹰派”言论能轻
而易举地成为重要新闻，而且听
众无数。

曾有媒体认为，中国的鹰派
因为率真和强硬，缺少网络微语
言的包装而显得“孤独”，但罗援
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在网上看到
的社会，和你接触到的民间不太
一样。“在网上有对我的攻击，有
误解，有不解，有别有用心，但是
到了民众中去，我发现民众对我
们的支持非常大。”

理性的强硬派

“我是一个强硬派，但不是鲁
莽的强硬派，而是一个理性的强
硬派。”对于自己鹰派形象的描
述，罗援每次都要再做一个解释。

这一点，连美国同行都颇为
认同，认为仅从罗援的几句观点
上并不能推断罗援就是一个强硬
派。

罗援此前说，自己身上的强
硬来自父辈。他的父亲罗青长是
中共隐秘战线的元老级人物，新
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部
长，如今已95岁高龄。在担任中央
调查部部长时，成功地破获了刺
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
件”和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在军区大院成长起来的罗
援，深受战争年代老一辈军人的
作风和素质熏陶，如今他虽然是
一名军事理论研究者，但是眼神、
做派和语言无不透露着军人气
质。

但参加过抗美援朝对美作战
的罗援，也并非一味地强硬，而是
理性看待不同问题。

“我接触美国人时就发现，你
要跟某一个美国的个体，比如学
者进行交流，你会觉得双方之间
还是很友好的，也很坦诚。但作为
一个整体来看，就有问题。”罗援
说，对美国不是讲软话还是讲硬
话的问题，该表达我们的政策主
张的时候，你是要理直气壮的。

罗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他
还曾记得某次会议上，有一位美
国学者问他，如果美国介入台湾

问题，你们中国人会怎么办？“我
就说，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
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如果美
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
上，我们也绝对不惧怕战争。”

在罗援眼中，父亲的老领导
周恩来总理虽然在外交场合温
和、健谈，但对于事关国家利益的
问题，周总理一直都有强硬的一
面，这也是理性鹰派所具备的：既
崇尚和平，又随时准备好战争。

“要听别人意见，

不能天天开骂”

强硬观点在微博上引发热议
后，中央网络办一位高官曾劝罗
援不必理会那些评论，只需要发
出自己的声音。但罗援坦言，不能
完全不理人家。“如果是有意见
的，我会保留。如果骂的是老一辈
革命家，我就删除了。”

因为这，罗援还中了一次“阴
招”。

今年年初，一个常在网络上
发布谣言的用户曾向罗援发难，
提出18个问题，罗援逐一批驳了

他的观点。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名
原来粉丝量只有几百人的网络谣
言散布者，在罗援回复后，粉丝量
一下暴增到几万人，反而相当于
扩散了谣言，“他一下火了，我上
当了。”

此后，这名谣言制造者被警
方拘留。

罗援并没有因此像许多知名
微博用户一样关闭评论功能，相
反，他还学会了使用微信与年轻
人交流。“质疑一些问题的青年
中，还有一些观点模棱两可的。这
样的人我就私信他，跟他说，有些
东西你说得过了，我给你讲道
理。”

同时，许多网友的网言网语
也在影响着罗援。有一位网友回
复罗援说，“看到罗将军的大度，
我们很感动，你也别把微博看得
太重，这里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的一个公园。”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要听别人的意见，不能天天开
骂。”罗援笑着说，他也去百姓的
公园转转，里面也有一些真知灼
见，甚至自己也会逐渐适应这种
网络状态。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

我者谓我何求。不了解我的

随他怎么说吧。”面对网络上

不同程度的批评，罗援引用

《诗经》里的话回应。登录微

博后的各种遭遇，仍然让罗

援感受到公共舆论中的重重

“机关”。

有老一代革命家的父

母，还有亲赴前线作战的战

场经历，罗援直言不讳自己

身体里流着“强硬”的血。不

过，在经历微博“风波”后，身

为将军的罗援更加熟悉了当

今舆论的复杂。不会回避的

他反而更愿意和网民们交

流，他说：“微博就像大伙的

一个公园，我也来公园里和

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上接B01版）

被国外舆论认为“鹰派”之一
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
曾认为，中国要成为大国，就必须
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绝不能
等到“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
事准备。2000年当张文木在传媒
公开自己“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
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
便在国外甚嚣尘上。

对于许多西方智库来说，中
国军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有极
为关切的、长篇累牍的分析评论。

但空军少将乔良并不喜欢被
扣上“鹰派”的帽子。他认为，军人
如果一味示弱，那么国家就没希
望了；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会损害
国家利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调研咨
询小组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战
略学会高级顾问俞邃分析说，中
国对外政策中已注入了“和为
贵”、“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
因素，过去求生存、如今求发展的
我国外交策略也不允许我国对外
过于强硬。

美国文化中崇拜鹰，国徽，三

军标识都绘有鹰的图影。历史上，
鹰派在美国政坛几度起伏，但从
未绝迹。美国鹰派倚重军事力量
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作风，与美
国国民十分推崇的“硬汉文化”十
分吻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几
次战争中一直活跃着鹰派人物的
身影。

但中国不同，无论是抗美援
朝、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处理南
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
中，中国鹰派的存在，往往是出于
迫不得已或者保家卫国的考虑。

与鹰派相比，美国的鸽派主
张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在运用军事力量时更加强调理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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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鸽派的这一观点与罗援
不谋而合：“我长了一双鹰眼和一
双鹰爪，又长了鸽子的头脑和心
脏。我们是尚武，但是我们又崇
和。”

“我们都应是国家利益派”

在国内，中国鹰派的观点似
乎并非完全受到欢迎。

“对外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更
加理性一些，既不煽动一些民族
情绪，也要坚持原则。”中国社科
院研究员、近代史学家雷颐在接
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对一些
中国鹰派观点并非完全赞同。他
甚至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
标志是，军队掌握强大的武器，应
该成为国家政策重要的执行者，
但不该过分干预政治。

在微博上，罗援使用“国贼”
一词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谁是国贼”的质问让罗援应
接不暇。不过，在舆论风波过后，
罗援认为，网上还有不少理性讨
论的声音，这也促使他重新思考
微博“阵地”观点交锋外的意义。

“我看到秦晓的一篇文章，谈
到共同价值观，有人问秦晓是不
是公知，秦晓不认同这个说法，他
说自己只是一种忧患意识、问题

意识。而且他提出了不少问题，我
们不能说这就是卖国贼啊。”

罗援说，“不管观点谁对谁
错，大家都在为国家思考，这就是
一种忧患意识。”

当谈到茅于轼所说的“钓鱼
岛不能产生GDP”的言论时，罗援
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军事家与经
济学家的战略眼光不同，但我还
是坚持我的观点。”

实际上，美国鹰派与鸽派的
观点“互补”让美国总统在确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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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坚定
执行鹰派路线，迅速达到既定目
的。

在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类似
的积极效应似乎才刚刚显现。

“奉行和平的国家，友好并非
示弱。奉行扩张的国家，强硬也并
非好战。”在外交问题上，俞邃认
为，所谓强硬和示弱都不能一概
而论。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有一
点可以确定，对外的强硬与否必
须符合国家利益。

著名军史专家彭训厚少将则
不主张把对外政策的两方分为鹰
派和鸽派，而认为是在一种互相
讨论中，为国家对外政策出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
所长金以林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不管是军方的强硬，还是外交上
的“韬光养晦”，讨论不需要明确
的对错、是非。“对于国家的决策
者，多方的信息、多元的意见、开
放的舆论环境最好，这些都可以
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选择和参
考。”

雷颐也赞同这个观点，“对外
只是一种方法，理性地看待和讨
论对外问题，多方的观点可以不
让公众的认知被误导。”

“在中国，我认为没有什么强
硬还是不强硬，应该都是国家利
益派，都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
量。如果是出卖国家利益，不管是
不是强硬，那都是所不齿的。”罗
援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柔中带
刚、刚柔兼济，这就是组合拳。作
为一个国家，对外上也要有这样
的策略。”

5月19日，罗援在济南观看“五三惨案”史实照片和资料。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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