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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思想溯源 

美国军事思想溯源 

陈海宏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的军事思想萌发于它的殖民地时期，其主要内容有：全民武装、反抗暴政、文官治军、

灵活机动的战术、建立军事联盟、制海权思想及对外扩张。进入１８世纪，北美的一些有识之士

从殖民地的长远利益出发，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军事问题，为美国早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他们是：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 

  而影响它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与殖民地独特而复杂的环境分不开。首先，北美殖民地

的分散和独立性，使得殖民地的居民享受着相当程度的民主；其次，战争是北美殖民地扩展的基

本动力。殖民地的战争主要有三类：殖民强国之间的、特别是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为了剥夺和剿

灭各族印第安人而展开的战争以及内战。北美殖民地就是在烈火硝烟的熏陶之下发展起来的。三

是，北美殖民地是个宗教社会，宗教也是殖民地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的清教徒和欧洲的天

主教、教友派、洗礼派、路德派等各个教派的移民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寻找自由的乐土来到北

美的。他们同殖民当局经１００多年的顽强抗争，在北美初步实现了宗教宽容。宗教渗透到了殖

民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四是殖民地的一切都处于英国和欧洲的影响之下。殖民地无论是语

言，还是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是从英国移植来的。英国革命和欧洲启蒙思想也影响了殖民地，洛

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广为流传，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和反抗暴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

美国军事思想的萌芽正是扎根在殖民地的沃土之中，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营养，逐渐发育成长起

来。 

美国军事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诸如全民武装、文官治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外扩张等思想均

可在殖民地找到其渊源。 

1、“公民军队”和国防经济的思想。这种思想来源于英国及欧洲的传统以及殖民地的特殊环

境。在殖民地充满流血暴力的险恶环境中，移民为了生存和讨伐印第安人及扩张领土之需，建立

一支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１７世纪北美各殖民地尚处于开发阶段，十分贫困，无力

供养一支职业军队。加之在英国革命期间，克伦威尔军事独裁造成的恶果及驻殖民地英军的贪污

腐败，使殖民地人民产生了对常备军的厌恶之情。因此，各殖民地当局开始建立民兵制。殖民地

的这种民兵传统来源于英国。早在１１８１年，英国的《武器法》就规定：“每个（自由民）

……应起誓……他将以手中之武器，效忠国王亨利陛下……他将佩带这些武器，应召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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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官治军原则。这是美国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当今美国军事体制的基础。这个原则源于殖

民地的政治制度和教会的影响。殖民地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是由总督和议会组成的。总督一般代表

英国国王或业主，议会则由当地居民选出。各地议会为了反对总督专横和压迫，曾同总督展开长

期斗争，迫使总督作出很大让步。此外，人民经过长期反抗宗教压迫的斗争，到１８世纪初，宗

教宽容已蔚然成风。议会权力的扩大和教会的民主化，使殖民地的民主思想深深扎下根来。殖民

地议会原先没有军事权，后来议会逐渐把军权从总督手中夺过来。１６４１年马萨诸塞议会制定

了著名的《马萨诸塞自由法规》，规定经居民和议会批准后方能从事军事远征。各级官员包括军

官都需经选举产生。其他各殖民地先后颁布了类似法令。到了１８世纪，议会已在军事上取得了

决定性的发言权，民选文官控制军队及制订军事政策的传统对于保证政体稳定，防止军人干政起

了巨大作用。 

３、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这曾经是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独立战争中起过指导作

用。该思想源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斗争和欧洲启蒙思想两方面。移民们为了逃避政治和宗教上的

迫害而来到北美。在北美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可以开拓，他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在一地受到

压迫，他们可以远走他乡。殖民地曾发生过宗教压迫，居民为争取信仰自由曾进行了长期斗争。

受压的非官方教派认为，反抗暴君就是对上帝的真正服从。此外，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殖

民地居民普遍认为：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是人的“天赋权利”，侵犯这个权利的人，就是暴

君，人民有权推翻他。他们不满英国的殖民压迫政策，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天赋权利”，是

暴政，便用各种形式展开斗争。这一斗争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

言》就是对反暴政思想的理论阐述。 

４、辩证的战争观。美国军事思想中关于战争的观点也有过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这种辩证的战

争观也源于殖民地时期。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宗教宽容的进步，到了１８世纪中期，殖民地人

民对于战争问题已有了共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有两类战争，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

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君主制是非正义战争的根源，侵略扩张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利，是人民的灾

难。防止这类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推翻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因此，殖民地人民一方面用各种

形式抵制英国进行的争霸战争，一方面又义无反顾，不怕流血牺牲，投身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

去。 

５、战略战术思想。美国的战略战术思想均打上了殖民地的烙印。在殖民地时期的军事冲突中，

北美殖民者和英军采用了两种战略。在殖民者同英军进行的争霸战争中，采用的是欧洲式的有限

战略。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采取了总体战略。 

美国军事思想反对僵化，强调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战术原则也产生于同印第安人长期作战的

过程中。北美印第安人是爱好自由而又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能根据地形地物隐蔽自己，灵活机

动地作战。移民原受英国传统战术的影响，用这种僵硬死板的布阵作战方式在同印第安人交锋时

吃尽了苦头。他们后来摒弃了欧式战术，采用了游击战术和散兵战术，并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大

败拘泥传统战术的英军。 

６、制海权思想。美国一贯重视海军建设，以夺取制海权，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一思想明显

地受到英国的影响。英国人具有航海的天赋，自资产阶级革命后，其海军便长期称霸世界海洋。

在争夺北美霸权的角逐中，特别在七年战争里，英国海军控制了海洋，切断了法国本土同海外殖

民地的联系，从而一举击败法国，夺取了加拿大，取得了争霸北美决战的胜利。殖民地的民兵在

随英军参战过程中，对制海权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印象。在独立战争和建国后的军事建设中，美

国始终把扩建海军放在重要地位。 

7、军事教育思想。美国一贯重视对军队和平民进行军事训练，重视军事教育的发展。这种做法

也渊源于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当时地广人稀，劳力紧张，因此人们把人的生命看得十分珍贵。

军官们在指挥作战或制订计划时，总是遵循使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原则。为避免伤亡过大，各

殖民地的民兵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认为良好的训练和纪律是胜利的先决条件。军训已成为殖民地

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视军事教育就成为传统留传至今。 

８、侵略扩张的思想。这是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产生于清教教义。在英国革命时

创建的清教，信奉卡尔文教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上帝的选民，发财致富和海外扩张是秉承上帝

的旨意。清教徒移民在踏上北美大陆后，使用“火与剑”把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块块地吞并，并随

同英国军队打败了法国、西班牙等国，使殖民地的版图不断扩大。侵略扩张思想在殖民地的上层

集团中深深扎下了根。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北美领导人曾想夺取加拿大。建国以后，侵略扩张



 

已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国策。 

９、建立军事联盟的思想。在殖民地和印第安人及法国人的长期战争中，开始由于各殖民地互不

来往，孤军奋战，屡屡受挫。在失败面前，殖民地间渐渐产生了联合起来建立军事联盟的思想。

早在１６４３年，北部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等殖民地就曾尝试建立一个同盟，以抵

抗印第安人的进攻。１７５４年，在北美各殖民地派代表参加的奥尔巴尼会议上，富兰克林提出

了建立联盟共同抗击印第安人军事威胁的计划。尽管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获通过，但这却是

美国最早的建立联盟的计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进入１８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北美的一些有识之士从殖民

地的长远利益出发，开始探讨军事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阐述上述思想萌芽。这些人士中主要有

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等。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但是在军事问题上也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

想。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一系列民主原则。他认为：暴政的表现形

式之一是军权高于行政权。军队如高于文官，不受文官控制，就会因失去监督而变成脱离人民的

特权工具。所以他把文官指挥军队作为他的六项民主原则之一，由政府和议会来领导军队。他的

这一思想后来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奠定了美国军事制度的基础。他还歌颂人民的反抗

精神。他认为：反抗暴力是“天赋人权”，人民有权利以武力反抗暴政。在反英斗争中他呼吁人

民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写下了千古名篇《独立宣言》。 

北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在军事问题上也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见解。首先，他把

民兵作为国防基础。其次，他主张所有人（包括富人）都应服兵役。三是他主张把加拿大并入北

美殖民地。最后，他提出了北美各殖民地建立军事联盟的主张。他认为各殖民地的不团结是安全

的最大危险。１７５４年在奥尔巴尼召开的北美各殖民地大会上，他和哈钦森等人提出各殖民地

建立军事联盟的计划，虽然未能被接受，但反映了他在军事上的远见。 

北美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是乔治·华盛顿。他是弗吉尼亚的民兵指挥官，曾参加过英法七年战争，

在战斗中显露了军事才华，因而享有盛誉。在军事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第一，他

重视职业军队的作用。华盛顿是殖民地中最早看出民兵制弊端的人。他加强对民兵的正规化训

练，学习欧式战术和队列。同时，他还向弗吉尼亚议会提议，要求以正规军取代民兵。第二，他

重视向印第安人学习。他在随同英军司令布拉多克作战时，曾向布拉多克建议采用印第安人战

术，派出警戒哨提防印第安人袭击。但布拉多克不听，一意孤行，招致惨败身亡。他在独立战争

中，努力对大陆军进行正规化改造，采用了印第安人的散兵战术和游击战术，经八年奋战，终于

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第三，他生动阐述了用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他认为：英国对

北美的殖民压迫就是暴政，早就主张要用武力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独立战争爆发后，华盛顿毫

不犹豫地披甲上阵，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经八年浴血奋战，赢得了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 

尽管上述思想家对军事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是这些见解还只限于个别言论和著述之中，

并没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北美殖民地未产生出一位真正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但是，

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公民军队、文官治军、反抗暴政、有限战略和总体战略、灵活机动的战术、

军事教育、军事联盟、对外扩张等等观念萌芽已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基，在独立战争的战火中经

受了实战的检验，并在战后的美国宪法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