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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兰登书屋辞典》将&ldquo;帝国&rdquo;定义为&ldquo;在一位帝王或其他强势君主或政府统治下
的多个国家或民族的集合，其版图通常大于王国&rdquo;。
&ldquo;武装部队是帝国的主要武器。
帝国需要常备军来控制它们不得不加以巡视的辽阔领土。
&rdquo;中国辞书将它解释为&ldquo;以皇帝为国家元首的君主制国家&rdquo;。
有奴隶制的，如罗马帝国；有封建制的，如俄罗斯帝国；还有君主立宪制的，如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
同时，也指某些占有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实行领土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
另外，在引申义和借用义上，还比喻那些经济实力强大、垄断性很高的企业集团，如&ldquo;石油帝
国&rdquo;等。
　　纵观历史，帝国通常有三个基本条件：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帝王）或者相当于君主的统治者，
一支强大的能够对外扩张的武装力量，一块辽阔的版图和众多的民族和人口。
概括起来，帝国即是那些实行专制统治、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和宏大的扩张企图、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的国家。
　　历史上的帝国，最早的是公元前21世纪后期形成的埃及帝国，它的版图跨西亚、北非。
其后，是公元前11世纪的亚述帝国，它囊括了两河流域和埃及两大文明地区。
再后，就是公元前11世纪中期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以后还有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以及地处欧亚大陆上的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拿破仑帝
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等。
另外，一些史料上还提到了贵霜帝国、花剌子模帝国、帖木儿帝国、孔雀帝国、笈多帝国、戒日帝国
、安息帝国、雅典帝国、萨珊帝国、西班牙帝国、丹麦帝国等。
在世人眼里，&ldquo;中华帝国&rdquo;也是世界历史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当然，&ldquo;中华帝国&rdquo;与世界其他帝国有着明显的不同，先后经历了秦帝国、汉帝国、大唐
帝国、清帝国等若干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几起几落、延绵不断的过程。
美国崛起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目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虽然它的幅员小于俄罗斯，人口不及中国的1/4，经济规模不如欧盟，但它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文
化影响力尤其政治影响力，在当今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之所以没有把它归类于&ldquo;帝国&rdquo;，主要因为它不属于&ldquo;实行专制统治&rdquo;的国家，
没有&ldquo;宏大的扩张企图&rdquo;。
　　帝国不仅将世界历史演绎得丰富多彩、波澜壮阔，而且也用自身的兴衰史告诉世人，&ldquo;潮起
潮落有规律&rdquo;，顺之则&ldquo;起&rdquo;，逆之则&ldquo;落&rdquo;。
中国不是帝国，也不想做帝国，不能做帝国。
这是由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研究&ldquo;帝国战略&rdquo;，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
　　首先，应当正视帝国的历史客观性。
一提到&ldquo;帝国&rdquo;，人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它的侵略扩张、衰落灭亡。
保罗&middot;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布热津斯基的《大抉择》悲观无奈地强调，帝国衰落包括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全球大帝国衰落具有其
必然性。
这就如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生死轮回。
其实，帝国也是国家形态存在的一种形式。
从哲学上讲，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性。
崛起时期的宏大气势、清晰目标、向上精神、清明政治、主观能动作用、重视科技创新的态度，以及
文化的包容性，等等，不仅是自身成就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帝国衰败时期的征伐
无度、腐败堕落、政治昏暗、暮气十足、封闭保守，以及文化上的自以为是，等等，不仅导致自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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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没落并最终衰败或者消亡，而且也往往导致人类文明的退步。
但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败，帝国都是历史、是现实，也可能会有未来。
道格拉斯&middot;诺斯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说：&ldquo;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
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rdquo;正视帝国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是历史研究的要求，也是战略研究的责任。
历史上的帝国，今天有的分成几个国家，有的步入民主国家行列。
不管怎么变，它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绝不仅仅是故事。
大英帝国当年同荷兰、西班牙、法国进行过多次争夺殖民地和贸易特权的战争，南极附近的阿根廷也
是英国当年战争的对象。
&ldquo;日不落帝国&rdquo;所创造的除了辉煌，还有许多&ldquo;阳光下的罪恶&rdquo;。
日俄帝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交手中，就结下了深深的仇恨。
虽然随着岁月流逝，有些哪怕当年是&ldquo;血仇&rdquo;今天也淡漠了，但如同破镜难圆一样，历史
伤痕依旧。
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长期以来日俄&ldquo;北方领土&rdquo;之争等，都有着诸多历史的原因。
　　其次，应当以帝国战略为鉴。
&ldquo;以史为鉴&rdquo;，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辉煌的重要因素。
&ldquo;帝国战略&rdquo;对于崛起的中国，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ldquo;帝国&rdquo;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其突出的特点是实行专制统治、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和宏大
的扩张企图、幅员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
其中，核心是&ldquo;强大的扩张能力&rdquo;和&ldquo;宏大的扩张企图&rdquo;。
尤其是&ldquo;宏大的扩张企图&rdquo;，这是帝国崛起的内动力，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当年的马其顿并不大，但从亚得里亚海边一直打到印度河边。
&ldquo;宏大的扩张企图&rdquo;必然导致战争无度，战争无度的结果就是国家衰亡！
这是&ldquo;大国兴衰&rdquo;所昭示的基本规律之一。
研究帝国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从帝国崛起的历程中，探寻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平崛起应
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帝国史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集中体现在帝国在政治
上的兴衰、文化传播以及通过战争的对外交往史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历史上大凡帝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基本形式就是由扩张而引发的战争，没有扩张就没有巨大的版图
，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当然也就没有帝国由盛向衰的转变。
因此，帝国战略从本质上讲是帝国对外交往&mdash;&mdash;进行扩张、走向强盛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
历史上的&ldquo;帝国交往&rdquo;主要是战争，因此，帝国战略主要是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的方略。
&ldquo;帝国战略&rdquo;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它们都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成就帝国大业，今天中国要走
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看似没有多少借鉴意义，但正是这种历史的局限性，警示中国绝不能走上武力崛起之路。
同时，它也昭示今天的中国，应当竭力避免陷入历史的泥淖，摆脱&ldquo;武力征伐而崛
起&mdash;&mdash;内外交困而衰亡&rdquo;的历史周期率。
帝国的暮年应当批判，但帝国的少年、青年、壮年，即充满激情、充满活力、蓬勃向上的那段历程，
则有许多可取之处，尤其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横刀立马的气概和精神最值得学习。
当然，帝国的元首们也讲策略，亚历山大也曾&ldquo;以身相许&rdquo;亲自&ldquo;和亲&rdquo;，成吉
思汗投奔过&ldquo;王汗&rdquo;，拿破仑破欧洲联盟也是文武并用。
《易经》中讲&ldquo;潜龙勿用&rdquo;就是这个道理。
　　&ldquo;帝国战略&rdquo;中的14个帝国和美国，大体上可以分为大陆帝国、海洋帝国，以及陆海
兼备的帝国三类。
所谓&ldquo;大陆帝国&rdquo;，主要指位于欧亚内陆，其统治核心地区远离海洋，并以自然经济为立
国基础的帝国，如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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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ldquo;海洋帝国&rdquo;，主要指位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边缘，对海外贸易依赖较大的帝
国，比如大英帝国、日本帝国等。
像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城邦、中世纪晚期兴起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属于这类主要依赖海
外掠夺与海外贸易而发展壮大的国家。
所谓&ldquo;陆海兼备&rdquo;，主要指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三大洋和五大陆既有很大的依赖性，也有
很强的影响力。
冥冥之中有定数。
历史上的强国主要是那些拥有大陆控制权的国家，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强国主要是那些能够走向海
洋的国家，将来的强国将主要是那些能够走向太空的国家。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太遥远的事情。
　　研究&ldquo;帝国战略&rdquo;有两点感悟尤其深刻。
一是实力。
纵观人类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若没有强大的实力，再伟大的目标、再宏伟的志向，
都只能是空想！
帝国所以能够成就其&ldquo;帝国大业&rdquo;，无不以实力为坚实的基础。
二是理智。
历史上的帝国，带领国家走向强盛的元首们，无不充满激情、血气方刚，但带领国家少犯锚误、维持
长久的元首们则多有理智。
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仅有激情、有血性，而且还能够在情理之中很好地驾驭
情感。
戴高乐评价他说，&ldquo;胜利之后还表现出节制&rdquo;。
政治家、战略家没激情、没情义不行，但&ldquo;情深似海&rdquo;也往往导致&ldquo;苦海无边&rdquo;
。
中国儒家讲的&ldquo;过犹不及&rdquo;和道家讲的&ldquo;适可而止&rdquo;都是这个道理。
　　为了便于研究也便于读者了解&ldquo;帝国战略&rdquo;的历史与现在，笔者将其分为两编。
上编主要阐述&ldquo;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战略&rdquo;，首先分别阐述了世界历史上14个帝国兴衰的大
体脉络、崛起的主要经验、衰败的主要教训以及兴衰的关键性人物，尔后阐述了&ldquo;帝国战略的启
示&rdquo;：下编主要阐述&ldquo;美国战略透析&rdquo;，首先分别阐述了美国战略的形成、领土扩张
和利益空间拓展的战略、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应对国内矛盾的战略、遏制主要战略对手的战略、对
华战略、领导和维持&ldquo;世界新秩序&rdquo;的战略、奥巴马时期美国战略的发展趋向等，尔后阐
述了&ldquo;美国战略的特点与启示&rdquo;。
这种写法，先分后合、有分有合，先叙后议、有叙有议，既有个性、特殊性，又有共性、普遍性，尤
其是把历史上14个帝国和美国分开来写，能够从时间上把历史、现实区分开来。
但问题也十分明显，即在有限篇幅里容纳了14个帝国和美国，难免蜻蜓点水、挂一漏万。
　　张世平　　2010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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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历史上的帝国，通常是指那些实行专制统治、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和宏大的扩张企图、幅员
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帝国崛起时期的宏大气势、清晰目标、向上精神、清明政治、主观能动作用、重视科技创新的态度，
以及文化的包容性，等等，不仅是自身成就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帝国衰败时期的
征伐无度、腐败堕落、政治昏暗、暮气十足、封闭保守，以及文化上的自以为是，等等，不仅导致自
身日趋没落并最终衰败或者消亡，而且也往往导致人类文明的退步。
帝国的暮年应当批判，但帝国的少年，青年、壮年。
即充满激情、充满活力，蓬勃向上的那段历程，则有一些可取之处，尤其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横
刀立马的气概和精神最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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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主要经验／109(三)拿破仑帝国衰败的主要教训／111(四)拿破仑帝国兴衰的关键性人物／112十
一、大英帝国／113(一)大英帝国崛起的大体脉络／113(二)大英帝国崛起的主要经验／122(三)大英帝国
衰败的主要教训／124(四)大英帝国崛起的关键性人物／126十二、德意志帝国／127(一)德意志帝国兴
衰的大体脉络／127(二)德意志帝国崛起的主要经验／137(三)德意志帝国衰败的主要教训／140(四)德意
志帝国兴衰的关键性人物／140十三、奥匈帝国／140(一)奥匈帝国兴衰的大体脉络／141(二)奥匈帝国
崛起的主要经验／145(三)奥匈帝国衰败的主要教训／147(四)奥匈帝国兴衰的关键性人物／150十四、
日本帝国／150(一)日本帝国兴衰的大体脉络／151(二)日本帝国崛起的主要经验／159(三)日本帝国衰败
的主要原因／165(四)日本帝国兴衰的关键性人物／167十五、帝国战略的启示／167(一)帝国崛起贵在
成势／167(二)帝国崛起的动力是利益／170(三)帝国崛起需要积极地进击／172(四)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因
素是政治的优劣／174(五)帝国崛起的重要因素是精神力量／176(六)帝国崛起需要先进的科技作支撑
／178(七)帝国崛起中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80(八)帝国兴衰中应着力避免“血仇难泯”／182⋯
⋯下篇 美国战略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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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亚述帝国崛起的主要经验积极将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
亚述军队以装备精良驰名。
在周边的四邻五舍还在使用青铜器的时候，亚述人就从赫梯引进了炼铁技术，为军队制造了大量铁制
的弓、箭、矛、剑、锤、斧等铁制武器装备；制造了攻城用的冲城器和投石机（亦称“攻城锤”），
以及充气皮囊等渡河用具。
在阿舒那西尔帕当政时，亚述军队在战场上首次使用了战车和骑兵，从而大大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和
攻击能力。
“工兵”部队也首先诞生于亚述军队。
这支部队铸就了当时已属十分发达的筑营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营造城。
建立严密、强大的军事组织。
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提格拉·比利萨三世和萨尔贡二世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进行多种军事
行政改革。
主要包括组建和发展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军队，并使全部国家政权机构服务于国家对外扩张的军事
需求；实施募兵制，分行政区域组建地方军，以地区行政长官为地方军统领；建立国王特别警卫部队
、担负首都护卫的御林军、地方军、属国辅助部队等四类军事组织；在作战部队中编制了步兵、骑兵
、战车兵。
掌握并运用先进的战术。
长期的军事扩张，促使亚述军队的战术快速发展起来。
当时，亚述的指挥官们已经懂得正面或侧面攻击、侧面或正面辅助的“一点两面”战术，并经常使用
夜间奔袭、侧后突击、断敌后援、控制敌军补给线、快速机动、闪击性打击、歼灭战等战法，尤其是
懂得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要性，经常将逃敌彻底消灭为止。
这些战术在数千年前是十分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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