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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都應該是『鷹派』」

羅援被認為是中國軍方「鷹派」代表
人物，他則稱自己是「理性的鷹派」。他
認為：「軍人都應該是『鷹派』，這並非
好戰，實為職責和使命所在。必要時軍
人要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這是憲法賦予軍人的職責，
軍隊必須要有血性、理性、人民性與忠
誠性，四者兼備。」

三年前，羅援在美國參加戰略對話活
動時曾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個理性的
強硬派，這是中國軍人的風格。你們美
國軍人也不乏『鷹派』，但我長了一雙鷹
眼和一雙鷹爪，又長了鴿子的頭腦和心
臟。」一語激起滿堂喝彩。

羅援在談及南海、東海和釣魚島問題
時指出，他一貫主張《孫子兵法》所
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這也能體現理性鷹派與莽撞
派的區別，不怨天尤人，不憤世嫉俗，
而是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首先要用智
慧、用謀略來解決問題，一旦外交手段

窮盡，最後才是訴諸軍事。我曾提出要
在南海和東海體現六個存在，即行政存
在、法律存在、國防存在、經濟存在、
執法存在及輿論存在，這其實就是『伐
謀』。」

強國不能不強軍　

強國須強軍，軍不強，國家可成為富
國，但無法成為強國，這一點，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強軍是歷史的警示，羅
援舉例說，大清帝國GDP佔全球三分之
一，白銀儲備世界第一，但一場甲午海
戰，北洋水師龍旗即倒，清朝簽署了喪
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華民族沉淪半
個世紀，而釣魚島正是那段國恥的歷史
印記。科威特也不可謂不富，人均收入
排名世界前十，但因沒有強大的國防，
也無法擺脫一夜淪陷的結局。

這些慘痛的教訓證明，強軍夢，是中
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羅援的戰鬥力「貓虎論」

羅援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軍隊要

能打仗，打勝仗，我認為這就抓住了軍隊
建設的根本，只要我們以戰鬥力為牽引，
這支部隊就會一往無前、戰無不勝。」

羅援認為，除了戰鬥精神，部隊也要有
精良的武器裝備、先進的戰略戰術和科學
的編制體制，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才能
形成強大的戰鬥力，而最重要的因素當屬
人的戰鬥精神，「我認為，有了這種戰鬥
精神，再加上先進的武器裝備，我們將如
虎添翼，但前提條件是，我們必須是一隻
虎，而不能是一隻貓。如果是一隻貓，就
算加上了高科技的翅膀，那仍是一隻貓，
最多是一隻飛貓。」

軍隊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

羅援同時直言，腐敗是軍隊的第一殺
手，腐敗不除可能未戰先敗。「但也要
看到，黨和軍隊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也在傾聽各方面的意見，以霹靂手
段整飭軍紀，既要看到問題也要看到希
望和前途，這支軍隊，仍是人民的子弟
兵，在祖國危難的時候，在人民需要的
時候，這支軍隊會衝到第一線。」

■責任編輯：林蔓莉　■版面設計：林偉棠 2013年8月1日(星期四)刊專A 14

「八一」強軍夢
不屈精神是不變軍魂

中國人民解放軍今天迎來建軍86周年，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少將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強軍夢是

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強軍非窮兵黷武，亦非軍備競賽，而是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以保護國家領土完整和利益

為前提，不屈的戰鬥精神、精良的武器裝備、科學的編制體制以及先進的作戰理論是強軍的組成要素，他強調，「戰鬥精

神仍是我們不變的軍魂。」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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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社團法人資格，已成為海內

外矚目的集兵學研究與國學研究

於一身的民間智庫。今年7月，

促進會發佈《2012日本軍力評估

報告》和《2012美國軍力評估報

告》引發強烈反響。

小 資 料

■中國戰略文

化促進會副會

長羅援。

本報北京傳真

作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談及過去五
年的履職經歷，羅援說「軍隊的政協委員主
要做兩件事，一是為中國的國防鼓與呼，二
是反映民情民意。我覺得我在履職盡責方面
盡力了。」

從建議盡快制定境外非軍事行動法到隆重
紀念抗美援朝60周年，從建議發行革命老區
扶貧基金到設立中華民族英烈紀念日，從制
定退役軍人安置法到制定獨生子女軍人家庭
風險特殊補貼⋯⋯5年全國政協委員任期，
25個提案，羅援均圍繞這兩個主題提出。而
令他感到振奮的是，提案中有許多都得到了
重視和落實。

他提出要在南海設立特別行政區，目前中
國已經設立了三沙市、警備區；他提出要盡
快組建國家海岸警衛隊，如今也成立了國家
海警局；他提出要在東海、南海盡快公佈中
國的領海基線，現在釣魚島的領海基線已經
公佈；他提出要盡快發表釣魚島和南海白皮
書，釣魚島白皮書即在去年9月面世。

作為軍人，羅援竭力為軍隊的建設鼓與
呼。2010年，羅援提出要盡快制定軍人地位
及福利待遇法，他認為，只有中國軍人體面
地、有尊嚴地站㠥，才能保證中國老百姓體
面地、有尊嚴地活㠥。羅援說：「目前有關
部門回覆我說，已經把這個建議列入軍隊十
二五法制建設規劃。」

「彈片」觸動情腸

羅援的提案並非「拍腦門」想出來的，而
是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而且每年「兩會」
前他都要召開多次座談會聽取各方意見。他
轉達軍事科學院軍隊職工的意見後，引起了
有關領導和部門的重視，使軍隊職工的待遇
得到了改善。他在2009年提出的在國慶60周
年閱兵中增加老兵方隊的提案備受媒體關
注，而觸動他的則是老兵身上的「彈片」。
一位革命老前輩的後代給羅援的信中說，我

們的父輩在他們身上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
足，但是他們對黨是絕對忠誠的，很多人在
走的時候，身上都帶㠥敵人的彈片。

「彈片對我的震撼和啟發很大，這也是我
提交這個提案的原始動力。」提案很快得到
落實，羅援說，「當18個老兵身㠥戎裝，佩
戴功勳章，接受黨和人民檢閱的時候，我和
賀龍元帥的女兒賀捷生情不自禁地在觀禮台
上起立向他們致敬。」

建言文體、作戰兩序列

羅援有關區別軍隊文體人員的軍服標識的
提案一經提出即引起強烈反響。羅援認為，
恢復軍銜制是為了作戰需要，但軍隊的文體
人員與戰鬥人員在服飾、標誌、識別符號上
的相似，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一旦
出現危急情況，士兵們聚在服飾類似將軍的
文體人員面前，這不但影響作戰行動，也容
易使民眾誤解，認為唱歌跳舞也能當將
軍。」

羅援強調，他並不主張把文體人員全部從
軍隊中分離，「這是中國軍隊的光榮傳統，
在保證軍隊戰鬥力方面也有他們的特殊作用
和貢獻，但應成為兩個序列，文體和作戰序
列，從服裝、識別符號上就要加以區別。」

從「油水」到「魚水」

羅援曾提交提案，建議在各級黨委設立人
民群眾工作部，他認為「這是恢復黨和人民
群眾魚水關係的重要舉措。」

「這是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提案，聽說海南
等地方已經成立，這是對我黨光榮傳統的恢
復。在戰爭年代，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一
種『魚水』關係，而現在有的地方變成了

『油水』關係，漂浮在人民群眾之上。」羅
援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聯繫群眾，克
服官僚主義，這個建議與中央的精神是一致
的，希望這個提案能得到進一步的落實。

■第十一屆全

國政協委員羅

援出席全國

「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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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援此前曾提到，自己的「強硬」一是來源於父
親的影響，二是44年軍旅生涯的歷練。而在提到父
親羅青長時，他說：「父親是一個從巴山蜀水走出
來的紅小鬼，16歲參加紅軍，歷經生死考驗，特別
是打入胡宗南的部隊從事情報工作，這些歷練了他
的性格，剛正不阿，堅定不移，不屈不撓。」

羅青長追隨毛澤東、周恩來，在敵情險惡的情況
下轉戰陝北，為中央提供情報保障，在偵破國民黨
蓄意暗殺周恩來總理和劉少奇主席的「克什米爾公
主號」案件和「湘江案」中也充分表現出他的智慧
和勇敢。羅青長的經歷極富傳奇色彩。

羅援回憶說：「1963年，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出
訪柬埔寨，父親擔任前方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在破
獲了國民黨特務在公路上埋藏的炸藥之後，隱患並
沒有完全排除，父親就毅然登上了劉主席原來要坐

的車，在前面開路，當時陳毅副總理開玩笑說『小
老鄉，你這次要當替死鬼了！』我父親只是說，無
所謂了，這是職責所在。」

這句話對羅援的影響非常深刻，「想起父親的教
誨和經歷，我油然升起了一種以身殉國，慷慨赴死
的豪情。」

「如今父親已95歲高齡，在醫院接受治療，建軍
節前，我代表他感謝他的朋友們、戰友們對他的關
心和問候。」羅援說。

「我的心是真誠的」

羅援曾在博客中寫道：「看到、聽到我的一些戰
友為國捐軀後沒有得到很好的優撫，一些戰友的家
庭面臨困境，一些戰友的家屬就業難、子女就學難
⋯⋯我的心就會很疼，就會自責。我作為一名軍隊

的政協委員，有責任和義務為
他們鼓與呼！我的提案用語可
能不夠規範，但我的心是真誠
的。」

今年2月，羅援開通微博，
面對有讚有彈，他引述《詩經》
名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明志。他很
喜歡戰友們送他的一首鄭板橋
的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
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
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他從
頭到尾背誦了一遍，堅定地
說，「不管風風雨雨，我的忠
誠不變，也就是岳飛的四個
字：精忠報國。」

任職美國國防情報局的弗蘭克．科爾曼曾在美駐
華使館工作多年，2006年提交的一份秘密報告中明
言：「為了影響中國的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我們
必須確保能夠讓中國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 不
惜使用一切「妖魔化」手段將中國軍隊中的「鷹」

「獵殺」、搞臭。
問及羅援這隻「鷹」對此怎樣看，羅援講了一段

自己親歷故事：1997年，被美中情局稱為中國軍隊
第一代「鷹」的李際均從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崗位

「隱退」。美國國防部長期政策辦公室主任馬歇爾曾
在一次座談中毫不掩飾地表示：「這對美國來說是
一件好事，因為他對美國太強硬了。」羅援反問馬
歇爾：「你想不想知道他現在在幹什麼？」馬歇爾
十分好奇，追問道：「退休了還能幹什麼？」「他

現在在帶博士生，又培養了好多『小李際均』。」
羅援話音剛落，馬歇爾臉上露出無奈：「啊？那這
對我們來說又是壞事了。」

進入21世紀新十年，「獵鷹」計劃更與現代網絡
戰緊緊聯結在一起，斯諾登曝光的稜鏡計劃將此大
白於天下。網絡戰其實就是輿論戰和心理戰。美國
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打掉每一隻中國「鷹」，讓中
國人和軍隊成為一群羊或麻雀。而美國2012年總統
參選人、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曾直言美國精英階層
的主張：「我們應該聯合中國互聯網一代。他們將
帶來變化，類似的變化將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找回美國經濟上升的機會。」

對此，被美國中情局視為第三代「鷹」的羅援
說：「我們拭目以待。」

對美中情局「獵鷹」計劃「拭目以待」

繼承父志 剛正不阿

■羅援接受本報專訪。 本報記者凱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