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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历史性选择 
——从我在英国皇家军科院学习的一段经历谈起 

金一南  
新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君主立宪道路？为什么最终没有走资产阶级民主
共和道路？用理论来回答，洋洋万言不知能否讲清。我们还是用一种更加简练的方式。讲一段我在英国
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经历。 

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一段演讲经历 

2000年的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防务管理”班，学员来自26个国家。第一周要选两名学员介绍各自国家
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土状况，既要讲“what”（是什么），还要讲“how”（为什么）。选谁上台
讲，由抽签决定。南非军官麦克都林代表大家上台抽签。结果出来了：爱沙尼亚，中国。 

课堂内轰的一下，军官们都大笑起来。反差的确太大了：爱沙尼亚很小，100多万人口。中国很大，人口
12亿。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分裂出来，中国则正在反对台湾独立。爱沙尼亚已经成为欧洲众多资本主义
国家的一员，中国则是全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 

第三天上午，爱沙尼亚军官先讲。 

他的多媒体做得非常好，还有录像资料。10年前，爱沙尼亚与立陶宛、拉脱维亚三国200万人手拉手，要
求独立。录像演播了BBC的航拍镜头：跨过桥梁、跨过高山、跨过原野，众多男女老少手拉手牵在一起，
组成一条蜿蜒不断的人链，要求脱离苏联获得独立。这个镜头确实令人震撼。戈尔巴乔夫当年就是看了
这个镜头后，同意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他没有想到，苏联的解体从此开始。 
台下军官们对爱沙尼亚军官的讲述一片叫好。 

轮到我上台了。 
爱沙尼亚军官讲他们怎样从社会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我要讲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我做的
多媒体很简单，没有爱沙尼亚军官那么多录像链接，没有煽情的视频镜头。最主要的只有两幅。 

我先告诉大家第一幅，那是整整100年以前的1900年，中国是个跌倒的巨人。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大清王朝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协定》，赔偿各国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沦为任列强入侵、
掠夺、凌辱的不折不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另一幅是整整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是个站起来的巨人，自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农业、
中国的科技、中国的国防都获得巨大发展，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两幅多媒体图像之间，相距了一百年。连接其间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
国，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台下非常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与爱沙尼亚军官宣讲时的骚动截然相反。我也有些激动，告诉大家：
中国人从来不是为了主义而主义。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是摆脱剥削
和压迫的真理。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完成救亡、发展、复兴，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改变了
中国，中国也依据自己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获得了切实的结合。要说合理性，这就是我们的合理性。中华
民族百年来追求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可以说，我们做到了。 

对我这15分钟发言，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防务管理”班的主持人泰勒教授，是一个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反对中国收
回香港的老牌英国教授，他一直在课堂最后一排来回踱步，听我讲述。向我祝贺的军官学员们散去了，
他才走上来对我点点头，说了一句话：你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与各种主义熙熙攘攘，来来往往，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 

这次经历给我印象十分深刻。说到中国的选择，还有什么比事实更有说服力的呢？从19世纪中叶开始，



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紧迫课题：救国与发展。当这两个命题大清王朝一个也完成不了的时候，它本身
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
而三加速自己的覆灭命运。正因如此，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也能令延续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轰然
塌倒。 

但旧中国那种随意被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可进来烧杀抢掠的现象，并未因清朝的崩溃而结束。北
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曾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
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下的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
盘转让给了日本。“五四运动”为此而发生。后来北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台了，国民党政
权又先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丢掉了东北，后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丢掉了华北。至于为何日本关东
军以19000兵力就敢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兵力就敢对10余万中国驻军
发动七七事变, 除了“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权再做不出其他解释。 

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与各种主义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表演一番，但有
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在守护民族利益和捍卫国家安全面前，上述这些政治力量是多么的衰落和多么的
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在招致多么巨大的灾难。100多年来的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
个沉重。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的状态只能导致无穷无尽的灾难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坚决、最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和民
族利益 

无穷无尽的灾难中走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以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震惊
中外的艰苦卓绝奋斗向世界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必须独
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
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又是共产党人的坚决行动。新中国诞生，标志着东
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就可轰破中国国门肆意掠夺的时代，一去不返。 

有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新中国发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被傲气十足的远东美军总司
令麦克阿瑟放在眼里？仁川登陆之后，他之所以敢于指挥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全力挺进，就是根据一条坚
信不疑的结论：中国不会出兵。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推即垮、一碰即
倒的形象，是其头脑中反复叠现的参照。这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推动美国战争决策者实行占领朝鲜全境
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1950年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警告：美军过线中国决不会
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更加明确地提出：韩军过线不管，美军过线要管的时候，美国决策层
始终认为中国人在虚声恫吓。麦克阿瑟说他了解中国历史，近代以来这个国家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现在
竟然站出来吓唬我们。就是这种心理主导，10月3日下午美国务院的非正式回复传来：周（恩来）讲话缺
乏法律和道义根据。10月4日美国务院发出正式回复：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0月7日：杜鲁门下令美军
越过三八线，直扑平壤。10月8日，毛泽东主席下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 

只有到中美两军在朝鲜半岛迎头相撞之时，美国人才承认，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他们才明白：在涉及
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美国人后来承认他们的判断失误，但把几乎所有责任都推到
了麦克阿瑟头上。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敢于向国内一切腐朽的旧势力宣战、而且敢
于挥师入朝作战的壮举。100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面前，中华民族首次不再妥协，选择了坚决
抗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回忆说，朝鲜战争前在欧洲旅行，人们对华人持歧视态度。新中国出兵朝鲜并
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到他这张华人面孔都肃然起敬，李光耀先生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华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重新凝结为一个整体。这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重
大差别。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论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还是用“一国两制”方式完成香港、澳门的和
平回归并继续保持两地的繁荣，证明的都是一个道理：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只
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坚决、最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对
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历史性选择。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是救中国，并在此过程中实践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个道理，那么
第二、三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则是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连年增加，国家实力大为增强，巨大历史的进步在证
明：社会主义使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9年前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台上，与其说我在解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如说在讲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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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救亡和发展这两个命题，给其他国家的军官留下深刻印象。下课后菲
律宾的加维尔上校把我拉到一边，一定要合影留念。印度海军中校卡夫打听到我的住地和房间号，晚上
专门赶来，送给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他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幸运。匈牙
利的斯潘克斯上校在我房间坐了很长时间，告诉我他的叔叔曾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后移
居国外，现在看见匈牙利这个样子，也不想回来了。他最后说：我们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希望你们坚
持下去，相信一定成功。 

与他们相比，我们值得庆幸。历史对中国是严峻的，也是宽厚的。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终于找
到了自己的救亡与发展之路。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8月10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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