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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大略》

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
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为适应世界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客观上要求我
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研究。我部第四研究室课题组的同志编撰出版了《安邦大略：中
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一书，颇具现实意义。　　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从宏观和全局高度筹划
与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总体方略，是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
中国历代明君良相、有识之士，为了治国安邦，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留下
了极为丰富的遗产。见之于历代帝王及大臣、学者遗留下来的许多诏书、敕谕、奏疏、对策和文章，
对涉及当时国家安全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不乏独到的战略性思考和精辟论述，形成了日久弥
新的国家安全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
家安全战略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高超智慧，具有鲜明的特点。
择其大要：一是强调整体性。把国家安全看成是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因素互相联系
、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张内外兼顾，文武并用，以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二是注重防御性。长期占主
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结构，使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安土惧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
和内敛持重、崇尚和平的民族气质，反映在军事文化上则是主张慎战，反对好战，尚武而不黩武。中
国历史上国家安全战略的主流思想是，注重防御，防御先于进攻；强调守土，守土重于拓疆。三是倡
行忧患意识。中国历代有识之士通过对社会、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总结历史的经验
教训，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国家安全理念，主张居安思危、
治不忘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保持和加强安全防范与忧患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有关国
家安全问题的思想和论述，有的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用，为安定国家、消除内外祸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的虽然没有被付诸实施，但仍不掩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不乏现实的启示和借鉴。它们都是中国历
代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研
究成果。因此，期待着这本书的面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并为人们进一步开掘国家安
全战略理论的历史宝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不仅要立足现实，前瞻
未来，也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探寻源头和脉络，对其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的思辨。历史是现实的基石
，研究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把握现实，筹划未来。读了这本《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
思想论析》，深感其虽是一部基础性的研究著作，但通过对中国历代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关史料的梳
理分析，从历史的纵深探讨国家安全问题，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成败得失，为现实提供一面可资借
鉴的镜子，使我们可以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今天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思考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安全问
题，从中寻求应对的良策，深化当代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进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
全理论体系。　　200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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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大略》

内容概要

《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围绕中国先秦到晚清历代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对
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思想和论述进行系统收集和梳理，精选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和现实借鉴意义
的名论名篇，对其进行必要的注释和白话翻译，着力评析其思想内涵、历史作用和价值意义；同时，
通过对历朝历代有关国家安全战略重要论述的整理和研究，总体揭示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
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旨在为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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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上）　　概述　　先秦时期，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历时1900余年。包括
夏（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三个朝
代和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前221年）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实践的初始阶
段，也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奠基时期。此时期各个阶段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促进了战略
思维的发育，为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萌芽、成形、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同时，战略思维和安全
思想的成熟，又极大地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国家机器
初步建立，渐具规模。其时，王朝周边部族方国林立，王朝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始终面临巨大的压力
；奴隶制逐步成熟，阶级矛盾尖锐。王朝内外的安全压力、无数次动乱和夏商两朝亡国绝祀的事例，
不断地激发了政治家、军事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由萌芽而趋于成形。特别是
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制礼作乐”，治国理念和国家制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安全思想都更为成熟
。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变。周王室衰微，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原先的“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最终被诸侯争霸所取代。各诸侯国互相蚕食兼并，同时还要应对周边部族的侵扰，国
家安全实践日趋丰富而多彩。大国在争霸过程中不断寻求增强实力的办法和途径，以多种手段打击、
削弱对手，以联盟维持霸业。中、小国家则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左右周旋，力求自保。五霸迭兴的过
程中，政治、军事、外交等国家手段的运用越来越灵活多样。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互相兼并使
中国历史迈向了统一的进程。战国前期，秦、楚、齐、魏、韩、赵、燕七雄并列成型；战国中期，七
雄争强，各国内求变革发展，外施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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