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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OUGHT

1946年 8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美国

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以下简称“斯特

朗”)。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原子弹是美帝国

主义用来吓人的“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这一战略思想经过斯

特朗的报道，很快传遍世界，成为全世界人民熟知

的、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色的词语，也成为被

压迫人民和民族反抗与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

一切反动派的思想武器。这一战略思想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无穷的生

命力。这一战略思想成为毛泽东留给全世界被压

迫民族和人民以及一切进步人士的共同精神财富。

一、“纸老虎”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产生

和传播

毛泽东提出“纸老虎”概念，既是一种战略思想

的表达，也是一种话语表达和语言翻译方面的创

新。但长期以来，关于“纸老虎”这种话语表达源于

何处，却不甚了了。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包括

民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注意研究传统文化

对于现代话语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其产生和发展的

源脉。

民俗文化或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在民间文化领域，随着魏晋笔记文体的发展，

唐、宋时期白话小说等载体开始流行，话语传播渠

道开始兴起。明、清以后，民间开始流行个人创作

的白话文本小说。这种小说取材于乡间城坊、黎民

百姓之中，语言雅俗兼备、幽默诙谐、质朴简洁，具

有较大的传播优势。随着百姓喜闻乐见和通俗易

懂的白话文文学作品流行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同

时借助于 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

进，一些有价值的民间语言形式和内容就广泛传播

开来。这些为毛泽东充分吸收和运用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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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内容创造了历史条件。

(一)明清时期和近代的民间小说、话本中出现的

“纸虎”“纸糊的老虎”“纸老虎”等概念

明清以来，民间文化的发展使得“纸老虎”这类

生动形象的词语有了传播的条件。

清雍正八年(1730)，曹去晶撰写了长篇白话小说

《姑妄言》。该小说描写了明朝末年，天启皇帝驾崩、

崇祯皇帝登基后，魏忠贤自杀、奸党失魂落魄，作为

魏忠贤党羽的三个恶霸财主吓破了胆，其中一人名

“童自大”，对另外两个财主说：“至今我的老爷是个

纸老虎，原是个假的，只好吓小孩子同乡下人。二位

哥使势还有一说，我怎么仗别人的势，狐假虎威，钻

在人腰里硬起来，帮扶作恶。”①“童自大”把自己的官

职定义为“狐假虎威”，“吓唬小孩子和乡下人”的“纸

老虎”，揭示了那些封建官僚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

本质。

清同治七年(1868)，峨眉无垢道人撰写的白话神

怪小说《八仙全传》中也有“纸老虎”的说法。该书描

写了唐玄宗发现张果老骑的是纸糊的驴子后遂问他

缘由，张果老奏曰：“臣所乘本系纸驴，赖臣些小技

能，混充真驴，经陛下用酒灌醉，则真相毕露。犹之

世俗所称，纸糊老虎，望之若真，未尝不可欺人于一

时，决不能持于久远。”②从“犹之世俗所称，纸糊老

虎”可见，“纸老虎”的说法在当时已是“世俗所称”，

即已具备一定的传播基础了。

中国近代孤本小说《富翁醒世录》和《糊涂世

界》中都用了“纸糊老虎”或“纸老虎”的概念。《富翁

醒世录》第6回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那无天野地，

没有程途，一派荒郊，远远望见假虎丘一只斑斓猛

虎，张牙舞爪，似有吃人的意思。走至近身，哪里晓

得老虎弗吃人，形象怕杀人，身也不动一动，只道在

哪里打瞌睡，这是千年难得，却原来是一只纸糊老

虎。只因无天野地的人，要打劫人的财物，所以装

这老虎在此吓人。”③《糊涂世界》第 2回也出现了

“纸老虎”的概念。作者写了夫妻俩的一段对话。

伍琼芳是省城里的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太太面前抱

怨一些老百姓总是“委”他办事。太太却直率地说：

“你打四月里起，天天请客，又张罗着送东西，撒开

手的应酬，这个光景，就像你去求他，并不是他要委

你。”“伍琼芳听见把他纸老虎戳破，心上大不高

兴。”④这里的“纸老虎”是指外貌吓人实则没有任何

真本事的人物。

由此看来，在明清年代的许多小说中，“纸老虎”

之类的词汇并不罕见。这些小说对于“纸老虎”的描

写大同小异，刻画的基本都是外强中干的形象。

(二)近现代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越来越频繁地使

用“纸老虎”的概念，使“纸老虎”概念日益传播、普及

和发展

近现代教育家徐炳昶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就

使用过“纸老虎”的概念。《徐旭生西游日记》是他于

1933年2月至1935年6月在内蒙古、新疆一带考察、

考古时所作的日记。该日记记载了新疆当地两个士

兵对当时新疆军队的议论：“老的骑不上马，幼的挥

不动刀!……对于内争，或者可以扎个纸老虎，吓吓

别人，一旦有外患，结果可不问而知了!”⑤

晚清官僚吴永的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有两

处描写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使用“纸老虎”的情

形。一处是慈禧太后向吴永介绍她当时“迁就”义

和团的缘由。吴永回忆道：慈禧“谓当乱起时，人人

都说拳匪是义民……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

能不信”。“这时我(指慈禧——引者注)一个人，已作

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那时纸老虎

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⑥。可见，慈禧

内心清楚，当时的清朝已经是很容易穿破的“纸老

虎”了。另一处则是吴永回忆，李鸿章曾这样对他

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

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

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⑦李鸿章把自己

创办的淮军、海军视为“纸糊的老虎”，把自己视为

“裱糊匠”。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晚清政局的认识既

··11



毛泽东思想 2025.1
MAO ZEDONG THOUGHT

清醒又无奈，因为“纸糊的老虎”总会被“雨打风吹去”。

由此看来，对于“纸老虎”的概念及其外强中干

的特点，已经在政治活动中形成了一种共识。

(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文化知识界著作中

的“纸老虎”概念

闻一多著的《唐诗杂论》写就于 20世纪二三十

年代。在这部书里，闻一多使用“纸老虎”这个概念

形容杜甫对于“功名”的认识和心迹转变。闻一多

谈及杜甫 24岁这年考试失败时写道：“开元二十三

年(736)子美游吴越回来，挟着那‘气劘屈贾垒，目短

曹刘墙’的气焰应贡举，县试成功了，在京兆尚书省

一试，却失败了。结果没有别的，只是在够高的气

焰上又加了一层气焰。功名的纸老虎如今被他戳

穿了。果然，他想，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才，是功

名所不容的。”“子美下第后八九年之间，是他平生

最快意的一个时期，游历了许多名胜，结交了许多

名流。”⑧闻一多认为，杜甫受了这次失败的教训

后看透了功名——那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纸老

虎”，不值得追求，从此放开束缚，消遣于山水、友人

之间。

作家张恨水回忆了 20世纪 20年代担任《皖江

报》总编辑时的情景：“直到24岁，我才到芜湖《皖江

报》当总编辑，兼编副刊。那个时候，在内地当记者，

用剪刀得来的材料，比用笔写的多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总编辑者，那是个纸老虎。”⑨张恨水所说的“纸

老虎”，大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意思。

胡适在 1930年 8月 23日的日记中，认为清朝和

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系军阀

全是“纸老虎”。胡适说：“要知政府之为物，本是

一种纸老虎，经不起戳穿，全靠政治家之能运用

耳。纸老虎不戳穿，故雍正帝一纸诏书可使年羹尧

来京受戮。纸老虎一戳穿了，故蔡锷、陈宦一举兵

而袁世凯震恐而死。十七年至十八年 (指 1928至

1929年——引者注)的统一局面是个纸老虎，留得

住才可以弄假成真。留不住则兵戈四起了。”⑩意指

蒋介石 1928 年至 1929 年的所谓“统一局面”是个

“纸老虎”。

总之，自从明末清初以来，“纸老虎”“纸糊的老

虎”“纸虎”的说法就在民间、知识界和统治阶层之中

流行。在当时有许多关于“纸老虎”说法的社会环境

里，毛泽东耳濡目染，这为其了解和运用“纸老虎”概

念提供了社会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与以上这些“纸老虎”话

语传播者不同。毛泽东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有现代

使用价值的内容，其创新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坚持

以人民为主体的唯物史观，把一切反动派都列入

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范畴，使之成为一种战略思

想，强化了人民主体地位，鼓舞了人民战胜一切反

动派、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精神；二是运用唯物辩

证法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全面分析“纸老虎”，鼓舞人

民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三是在话语创

新方面，把中国话语中的“纸老虎”意译为英语的

“paper tiger”，创造了一个流行的英文新词语，用准

确而形象的语言加深了国际社会对“纸老虎”本质

的理解。

二、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为提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战略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延安时创新性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体现了其战略思想的理性升华。这种

敢于把表面看起来凶恶可怕的东西比喻为本质上

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而战而胜之的战略思想，源

于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毛泽东看到了革命发展规律：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

阻挡历史进步的反动势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是

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而坚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和人民大众奋勇斗争、战而胜之的理想信念。

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开

始没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取得胜利的时代，是亚

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正在觉醒并同殖民

地宗主国进行斗争的时代，也是要求进步的、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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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开始战胜帝国主义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与

斯特朗谈话的前半部分就提到了这些因素。他指

出：“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

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

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

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

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

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

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

如此。”这是毛泽东亲历的国际现实与世界潮流大

趋势。

就国内来看，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及其

封建帝制；1915年12月，粉碎了袁世凯称帝、复辟帝

制的闹剧；1917年6月，粉碎了张勋倒行逆施的12天
复辟帝制闹剧；1919年，青年学生和工农大众开展了

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1918-1920年，湖南人民

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取得胜利。这些斗争使

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

万户侯”的记忆。

从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来看，他参与了中国共产

党的创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领导

了 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了 1927年的秋收

起义和井冈山斗争，领导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革

命根据地，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领导了延安革命根据地建

设和敌后抗日战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深

刻认识到人民革命的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反动派

的腐朽和无能。他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写就的

报告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

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

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

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

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目睹

了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反动派在人民掀起的革

命浪潮中土崩瓦解，暴露出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

本相。这为他运用“纸老虎”这个特定的词语形容

并坚定战胜一切反动派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实践和

现实基础。

1945年 7月 16日，美国在墨西哥州实验爆炸了

第一颗原子弹；仅仅20多天后，美国就将两颗原子弹

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个城市平民居住区，造成

空前灾难。美国杜鲁门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伙伴认

为，有了原子弹的垄断优势就可以拥有绝对的世界

霸权。同时，怎样面对“核威胁”，怎样认识和面对原

子弹的作用，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面对

的一道必答题。

毛泽东与斯特朗进行延安谈话时，美国仍是世

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斯特朗问毛泽东如何

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毛泽东答道：“原子弹

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一语震惊

世界。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加之国内

外革命斗争的长期历练，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成熟

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

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迈上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征程。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

老虎”战略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三、毛泽东与斯特朗延安谈话首创“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

1946年 6月，斯特朗第 5次访华；8月，毛泽东在

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她。此前，她曾于 1925年、1927
年、1938年、1940年4次访华。

毛泽东与斯特朗的这次谈话不同寻常，不仅因

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战略思想，而且他还创造性地把“纸老虎”的英文

翻译确定为“paper tiger”。这一创新性术语已经被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辞书收录，并传播到全

世界。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包含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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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

老虎”

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

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

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讲出此话的时间，正是美

国向日本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年的日子。毛

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历练中，特别是有了与武器装备

长期占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

军队交战而不断取胜的经验，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方法论，突破了西方的“唯武器论”和“核威

胁”，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镇定和清醒。

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断是重大的理论创新。面

对原子弹的破坏性力量，是看穿其本质、勇于斗争，

还是被“核威胁”吓破胆、丧失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

这是决定共产主义事业成败的一个时代难题。毛泽

东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出发，用“原子弹是美国反动

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论断，在思想上缴了

帝国主义的“械”。这个时代难题首先在中国得到破

解，进而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

进步的人民大众。

(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

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

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

民。”毛泽东历数历史上的反动派，从俄国的沙皇到

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再到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者，虽然都气势汹汹，然而在世界潮流面前，无不

身败名裂，最终灭亡。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史实和

历史演进规律。

(三)“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

老虎”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蒋介石和

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

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

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

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

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为什么毛泽东说蒋介石及支持他的美国侵略

势力也是“纸老虎”呢?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完全背

叛和抛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政策和立

场，彻底背叛了人民，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

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成为美国霸权主义反共、

反华的一个工具。1946年 6月 26日，国民党反动派

撕毁刚刚签署的停战协定和“双十协定”，以22万军

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8月 2日，国民党政府派出

8架战斗机轰炸延安，目睹这一事实的斯特朗立即

向世界进行了报道；1947年 3月，蒋介石纠集 34个

旅 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3月 18日，中

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揭露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丑恶嘴脸。尽管如此，直

到当年11月，中共中央才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

口号。

蒋介石主要依靠的是美国的援助。至 1946年

6月，美国共装备国民党军 45个师，为国民党训练

陆军、海军、空军、特务、交通警察、参谋、军医、军需

等军事人员15万人。美军用军舰、飞机运送了国民

党军队 14个军共 41个师，另外 8个交通警察总队，

共计54万余人，集中运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各前线地

区。既然美国具有这么大的实力援助蒋介石打内

战，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说它只不过是只“纸老虎”

呢?这是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起，美

国统治阶级面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

的政治恐慌，即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恐慌”。他们不

但很难接受在欧洲出现的、团结在苏联周围的众多

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更加不能接受东方即将

出现一个具有广袤领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

新中国。他们到处设立军事基地、划定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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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封锁新中国的包围圈，限制共产主义的传播。

可以说，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的这种“恐共”和

“反共”情绪，本身就是“纸老虎”的体现。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

思想，是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历史关头提出

的。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给予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大众争取光明前途以极大的指引和助力。

事实证明，在世界反动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走投

无路、铤而走险的时候，也往往是其色厉内荏的

本质最具虚伪性的时候。处在这种关头的革命力

量，只有坚定人民主体意识，洞察各种反动势力的

“纸老虎”本质，才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才能成功

推进最高理想的逐步实现。

四、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

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

想和重要论断，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斯

特朗的这次谈话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

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运用并丰富、

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

(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充分证明了美帝国主

义是“纸老虎”

1948年 1月 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全国的解放战争已

经打了十八个月，陕甘宁边区也打了十个月，消灭了

那么多的敌军，我们能打胜这一点，便看得更清楚

了。”同时他还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

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

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

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总之

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一论断把在战略上藐视

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结合起来了，为之后进一

步阐明“纸老虎”与“铁老虎”的辩证关系作了理论准

备。应对措施之中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更加鲜

明地体现了应对“纸老虎”的辩证方法。

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的论断，

痛击了帝国主义，挫伤了其“不可一世”的霸权气焰，

使得他们由此产生了不顾后果、孤注一掷的想法。

1949年 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决了司徒雷登前去

北平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计划，认为“对中共不

能示弱”；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中甚至有人主

张对中国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对中国东北实行惩

罚性的“炸了就跑”的空袭，以向中共表明美国并非

“纸老虎”。由这种肤浅的报复措施可见，“美帝国

主义是个纸老虎”的论断确实震慑了美帝国主义者，

令其丧志失态。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已经融入

毛泽东的日常工作中。他把党和人民遇到的巨大困

难同样看成是“纸老虎”，也运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

重视的策略予以应对。1955年 3月 21日，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在谈到如何

正确对待困难时，就体现了其藐视困难的战略思

想。他指出：“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

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

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

话下’的位置。”可以看出，这种“在战略上可以藐视

困难”的战略思想，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

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纸老虎的本质是脱离人民群众”

1955年至1957年，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进一步

论证了“纸老虎的本质就是脱离人民群众”，进一步

表明了人民主体思想、群众路线思想和无产阶级政

党的人民立场。

1955年 4月 29日，毛泽东主席与英国共产党主

席波利特会谈。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

“我们称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战争如果打起来，

在战争初期和表现形式上，它可能是铁老虎，可是到

后来便会成为纸老虎。因为美帝国主义不得人心，

人民反对它，它只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

虎的实质。”在这里，毛泽东开始提出，美帝国主义

··15



毛泽东思想 2025.1
MAO ZEDONG THOUGHT

“不得人心”“人民反对它”，“铁老虎”的形式包裹着

“纸老虎”的本质，而其之所以是“纸老虎”，根本原因

就在于脱离人民群众。

1956年 4月 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指出：“有些人做

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

腰”，“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

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

发展起来”。这里所说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

神，实质上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延伸和

体现。

1956年 7月 14日，毛泽东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

阿本斯，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专题讲

话。毛泽东首先论证了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的必

然性：“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

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

是这样。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

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人类社会“以弱胜强”

的哲理，在于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然能

够战胜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这只“纸老虎”，必然会在殖民地、半殖民

地人民掀起的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彻

底失败。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

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

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

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

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这就从政

治上破解了为什么帝国主义必然被打败的根本原

因，也从政治上揭示了人民必然战胜帝国主义这只

“纸老虎”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战术上可以掉以轻心。

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

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

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

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

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

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再次强调“纸

老虎”的本质就是“脱离人民”。同时，他又强调在战

术上要重视敌人，一步一步地将其击败。

毛泽东谈道，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时，

许多同志很忧虑，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一切所有

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

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

被打倒了吗?”“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

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

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

虎。”“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

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

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

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泽东从一切

反动派的政治本质都是脱离人民群众这一点出发，

坚定不移地坚持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

视敌人的基本观点。

(三)毛泽东在1958年的几次谈话、批示和《关于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中所

体现的战略和策略

1958年前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并

且以原子弹威胁世界和平。关于帝国主义到底是不

是“纸老虎”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因此，

1958年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和批语主要针对的就是帝

国主义是不是“纸老虎”以及如何与帝国主义展开斗

争的问题。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巴西记者

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这次谈话集中谈论了帝国主

义“真假老虎”的问题，并提出要促进“真老虎”向“假

老虎”“纸老虎”转变。毛泽东指出：“要在战略上蔑

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

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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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

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

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

个过程。”

1958年 10月 20日出版的《世界知识》第 20期，

以“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为题，摘录了毛泽东 1940年到 1958年关于这个问

题的论述。同日的《光明日报》进行了转载。毛泽

东阅后，在写给吴冷西的批示中指出：“这篇文章可

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

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吴冷西等写就

的按语说：“最近，《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把毛泽

东同志历来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的文章，辑录在一起发表，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

意义的工作。对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

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很有益处。”毛泽东

审阅按语时加写了一段文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

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

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

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

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

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问题，纸老虎还

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

1958年 10月 31日，《人民日报》以“毛泽东同

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对

上述毛泽东批示补充的按语和经过补充的《世界

知识》整理的毛泽东关于“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的论述进行了转载。由此，毛泽东关于“帝国主

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更加系统化、

理论化了。

1958年 12月 1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期间，为了进一步强化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

科学认识，再次写就《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堪称毛泽

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

思想的简要总结，其主要观点是：“这里我想回答帝

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

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

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

向反面。”“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
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

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为了

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

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

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

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

虎，死老虎，豆腐老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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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

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

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

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是

不是“纸老虎”问题的深入阐述，在国内外引起极大

反响，同时也指导了我国的外事工作。1959年 2月

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在总结 1958年工作时写道：“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

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

利斗争”，“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

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

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

一面这种实际情况”。

(四)毛泽东在 20世纪 60年代以美国、苏联两个

超级大国是“纸老虎”的论断，团结和鼓舞世界人民

同霸权主义作斗争

20世纪 60年代，针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控制世界的竞争，毛泽东运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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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团结和鼓舞世界人民与

霸权主义进行斗争，谴责霸权主义干涉其他国家主

权的做法。

赫鲁晓夫于1953年至1964年担任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夫回忆录》记录了他当年与毛泽东对部分问

题的不同看法，其中也包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分歧。

赫鲁晓夫不赞成“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

他提出：“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还有另一个有名

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

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

是一只危险的猛兽。”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与毛泽东

的思想恰恰相反，他是在战略上夸大表象，而在战术

上却胆大冒险。

原子弹是否是“纸老虎”，也是赫鲁晓夫与毛泽

东的重要分歧之一。赫鲁晓夫说：“现在有了原子

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

果就更没有意义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试图

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我竭力向他

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

粉末的。但是对于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

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从这番对话可以看出毛

泽东与赫鲁晓夫在战略格局与战略思维上有着根

本区别。

赫鲁晓夫对于原子弹和导弹等热核武器的看

法，在他与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维雷尔·哈里曼于

1958年 6月 23日举行的谈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赫鲁晓夫在谈判中鼓吹原子弹决定战争的胜负时

说：“波恩只要一枚原子弹就足够了；三到五颗就

可以解决法国、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西德在

十分钟内就会被摧毁。一枚原子弹就可以摧毁波

恩与鲁尔，德国就会完蛋。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伦

敦是英国的中心。……但是我们的火箭会摧毁他

们。”赫鲁晓夫把原子弹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关

键性因素，并试图以核武器威慑、扼制他国。

1964年 1月 30日，毛泽东在与法国议员代表团

谈话时第一次指出：“苏联也是纸老虎。”因此，世界

范围内就有了美国、苏联两个“纸老虎”的概念了。

毛泽东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

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美

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

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

是纸老虎。”

毛泽东总结了延安时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历

史，并指出：“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

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

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

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

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

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

苏联脱离了群众。”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紧紧围绕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脱离人民群众的本质问

题，开展反霸斗争。

1964年 11月 28日，针对美帝国主义以“联合国

军”的名义武装侵入刚果(利)的野蛮行径，毛泽东主

席发表庄严声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

斗争。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

纸老虎。中国人民的斗争证明了这一点。越南人民

的斗争正在证明这一点。刚果人民的斗争也必将证

明这一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长期斗争，刚果人民

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客人斯诺

会见，谈到了原子弹会不会毁灭人类的问题。此时

距 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

3个月。于是便有了如下对话：

“斯：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

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

了嘛!”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就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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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毛泽东不相信原子弹

能够最终解决战争问题，也不相信原子弹能够完全

毁灭人类。他以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为例进行了

说明。美国在该岛连续进行了 12年原子弹实验，6
年之后，美国许多专家登上该岛进行考察。“他们登

陆后看到老鼠照样在跑来跑去，鱼照样在湖里游来

游去，井水还能喝，植物茂盛，鸟类很多，专家在进

岛时要开辟道路，砍掉树木。”“对那地方的鸟、树、

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世界的新变化

不断印证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性，用于“核威慑”

的原子弹也越来越显出其“纸老虎”的本性。

虽然毛泽东不惧怕核威胁、认为原子弹是“纸老

虎”，但他同样坚持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发动核战

争的根本立场。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段对话就说明了

这一问题：

“斯：虽然如此，主席并不是认为核战争是件

好事?
毛：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

器打。”

这就与利用原子弹进行核威慑、制造核威胁、鼓

吹核竞赛的做法彻底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

国总统肯尼迪在越南提出进行特种战争、局部战争，

以对付越南人民的反抗。甚至有消息说他还研究了

毛泽东的军事文章。这不禁让人担忧，如果毛泽东

的战略思想被西方殖民统治者研究并加以利用会产

生什么不良后果?对于这一担忧，毛泽东谈道：“我根

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

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

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

救其失败。”这充分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

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点，反人民的政治势力是

无法使用的。

1965年 9月 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

电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周年，鼓励越南人民

继续戳穿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面目。电文写道：

“现在，在越南战场上，英勇善战的越南人民越战

越强；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的

纸老虎面目已经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进一步戳

穿。”越南人民举行抗美斗争证实了美国霸权主

义“纸老虎”的本质。1967年 9月 1日，毛泽东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22周年。

电文仍然强调：“越南人民的胜利向全世界证明，

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

打败的。”1968年 12月 19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致电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8周年。电文

强调：“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

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

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

败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坚持运用“帝国主义和一

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与霸权主义作斗

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五)毛泽东在 20世纪 70年代继续以“美帝国主

义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鼓舞第三世界人民团结奋

斗、争取民族解放

1970年 5月 20日，首都各界群众 50万人在天

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

义的斗争，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

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

明。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

争。”“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

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

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

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

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这篇声明是在当

时正式出版物上能够找到的毛泽东有关“纸老虎”

论述的最后一篇公开文件。这篇声明仍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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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

想。可见毛泽东对于他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坚持到

底、毫不动摇的。

毛泽东晚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

团结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

1974年 3月 25日，当毛泽东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

尔谈到两个超级大国有点怕“第三世界”时，尼雷

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

毛泽东回答道：“也怕呢。”尼雷尔说：“第三世界

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这时，毛泽东立即纠

正了尼雷尔的说法：“那不能这么讲 !第三世界团

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

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可见，毛泽东坚

定地认为，脱离人民大众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及其反动派势力才是“纸老虎”，经不起革命的风

雨；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着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代

表着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

的正义力量，他们既不能被称作“纸老虎”，也是

绝不会被战胜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关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的人民性

和正义性。

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了，

但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追求民主、平等人民的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引着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

发展进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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