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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开世界历史书，我们会发现，人类始终在努力地寻求和平，期盼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
但战争却连绵不断，日益升级。
从历史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了实现和平，战争反而成了手段。
    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它还包括正义、发展、人权、生态平衡等问题，既有国际关系的影响，又涉
及国家、团体、个人等因素。
其实，没有战争的和平只是一种消极和平，人类还必须创建另一种和平——积极和平，而这种和平只
有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才可以实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
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就是一种实现了积极和平的社会。
中国具有悠久的和平文化传统，正在进行和谐社会的构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中国都应该重视和
平研究与和平教育，在中小学开设和平教育的课程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思路。
    现代的和平教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起点。
时至今日，很多国家不仅在高校设有和平教育的院系，中小学和幼儿园也有和平教育的课程和训练项
目。
和平教育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将具有正义与人权内容的“发展”问题整合进和平的概念之
中，二是强调造成现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三是努力创建符合个性
特点的多形式的学习环境，四是关注学习内容与方法的创新，五是研究考试方式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
    《和平成长丛书》是国内青少年和平教育的开山之作，图文并茂，里面有很多新知识和新观点，非
常值得青少年学生、教师和家长阅读。
《爱与和平》突出爱的教育，没有爱就没有和平，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和社会，这是和平教育的
基本思想，符合孩童时期的教育特点；《认知与和平》的宗旨是让学生认知和平，并结合青春期的身
心特点，在教育与疏导的同时，授予学生如何化解冲突的方法和技巧；《责任与和平》拓展了有关和
平的各种问题，阐述了构建和平与消除暴力的内容与方法，指出个人在实现和平理想中的责任。
爱-认知-责任，三卷本之间层层递进，和平成长是丛书贯穿始终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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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力的多种形式　　和平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由于暴力无处不在，人类追寻和
平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
那么，暴力究竟是什么？
暴力与和平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大部分人认识的暴力总是与流血和死亡直接相关，往往认为只有战争和殴打才是暴力。
暴力其实并不局限于人们所看得到的形式，暴力还有人们所看不到的形式。
　　第一节　直接暴力　　直接暴力就是对人的肉体造成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或冲突，它是人们常见和
熟悉的一种暴力形式，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其结果是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直接的、实质
性的伤害。
　　一、战争：直接暴力的极端形式　　1.战争定义　　战争的本质就是暴力，是直接暴力的一种极
端形式，它是指两个或多个大型群体之问有组织的武装暴力行动。
战争可以发生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如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国家
或民族内部的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即战争史上通常所说的内战或解放战争，如美国历史上的南北
战争。
　　战争具有不同的含义。
有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时代错误，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犯罪；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应该被根除的瘟疫；而
有些人则比较能够接受战争，认为战争虽有冒险性，但它是消除暴力的合法手段；甚至还有些人认为
通过战争可以达到某种政治的、军事的或经济的目的，因此将战争视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克劳塞维茨在著名的《战争论》中将战争定义为：“一种故意强迫我们的对手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的
暴力行为。
”在这里，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其目的常常是为了保存那些政治家和其他精英的权力，并希望从一
场特殊战争中获取利益。
确实，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多多少少地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它可以带来资源、尊
严和威望，它通常也是解决国际冲突的一种方法。
有时候，它甚至成为帝王将相的一种生活方式。
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打仗就如同季节性打猎一样，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实在是太喜欢战争
了。
”英法百年战争是发生在中世纪的著名战争，顾名思义，这场战争竟然打了一百年！
可见战争已渗透到人类所有的制度、习俗、文化甚至心理状态之中。
　　然而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上述观点产生质疑。
道理很简单，战争在不断地升级，它对人类的威胁和伤害在不断地增大。
在核时代的今天，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的文明和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在瞬间全部消亡！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仅美国拥有的核武器的杀伤力就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 000倍。
战争已成为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人类要和平就必须避免战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战争呢？
　　2.战争原因　　军备竞赛因素军备竞赛是指两组或几组对立势力之间的军事力量的竞争，其目的
是通过增加兵力的数量和提高装备的质量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
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各国问的军备竞赛导致全球军费支出增长幅度高达37％。
2004年，全球军费开支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人均军费开支高达162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6％。
其中，2004年美国军费开支达455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5.5％，在世界排名第一位，是同年北
约所有26个成员国军费开支的总和。
按人头计算，2004年美国人均军费支出达到1256美元，英国以474亿美元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是法国
，为462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估计将近1.2万亿美元，较2005年同比增长3.5％。
美国依然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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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因素是导致军备竞赛的原因之一。
人有一种在心理学上称为“基本归因误差”的心理，在它的驱使下，常常将对手的行为归因于不怀好
意和故意挑衅，而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情理之中的自我保护。
同样，政府也有这种心理倾向，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担心邻国入侵的焦虑，这种互相作用的焦虑常常燃
起军备竞赛之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德两国都担心对方会先发制人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海军力量的强弱在
当时战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两军陷入激烈的海军竞赛之中，从而导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军备竞赛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领袖迎合国内好战情绪。
在面对决不妥协的对手时，国家决策层通常坚信武力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唯一方法。
当一个国家决定依靠增加军事力量保障安全时，其对手迫于压力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此时，任何一方都希望通过获得更多的武器来增加安全系数，而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了更加的不安全
，于是双方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中。
　　通过对1815至1965年期间99个国际冲突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28个冲突是由军备竞赛触发的，其
中的23个冲突直接导致了战争；另外的71个冲突不是由军备竞赛引起的，其中只有3个冲突引发了战争
。
尽管这项调查不能完全证明战争就是由军备竞赛引起的，但它至少说明，如果激烈的冲突与不间断的
军备竞赛同步发生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将急剧增大。
　　经济因素　经济状况常常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战乱或暴动的直接原因。
经济贫困、社会地位卑微是引发暴乱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农民生活不下去而发生的。
另一方面，当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由于互相攀比的心理，很多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却
在下降，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水平呈现出反比的趋势。
当不断高涨的期望总有一天得不到满足时，就容易发生社会暴乱。
有学者提出：一些国家易产生暴乱的关键，不在于客观条件恶劣，而在于公众的期望和现实状况之间
存在着差距，即需求与满足之间存在着差距。
任何夸大差距或煽动公众不满情绪的宣传活动都将加大这种差距的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能成为国际战争爆发的间接原因。
贫困潦倒的农民可能直接威胁到本国内部的安全与稳定，但却威胁不到其富裕和军备良好的邻国，因
为贫穷国家支付不起战争的巨额耗资。
但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富裕的时候，情况却正好相反，富人总是担心失去他们的财富。
富裕国家为了保护它们的财产，往往加大军备投入，甚至借口保护自己而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公开掠
夺他国财富获取希望得到的利益。
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编造了很多借口，但众所周知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才是其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
。
　　人口因素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加过快可能给国家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压力。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斯里兰卡处于人口膨胀时期，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
的20％；与此同时，斯里兰卡出现了僧伽罗民族主义成员暴动和泰米尔人的暴动，这两次暴动高峰与
这个国家中15至24岁青年人口膨胀的年份完全吻合。
有时，一国的人口增长也会对他国造成压力。
在古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其原因就在于雅典人口增长并造成斯巴达的恐惧。
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的军队征服波兰和苏联西部就是为了扩大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时，国内人口也处于过度膨胀时期。
人口较少的小国往往害怕受到人口众多的大国的侵略或强大的文化渗透，在历史上就曾出现过比利时
怕法国、法国怕德国、德国怕俄国的现象。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的增长
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1、2、3、4、5⋯⋯的增长率增长，二者相比，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
资料的增长，结果将导致人口大量过剩和生活资料的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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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克服这种情况，马尔萨斯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预防和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即用节育、晚
婚的方法减少人口的增加，保持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一致；还有一种是人为地减少和消灭
人口的抑制方法，即以贫困、饥饿、战争、瘟疫来抑制人口增长，消灭现存的过剩人口，使生活资料
与人口之间恢复平衡。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度成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理论根据之一。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所提出的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的关系问题和节
育、晚婚等问题非常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
如果人类对人口增长不加以控制，的确会造成社会的沉重负担，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
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后期，由于当时的人口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嘉庆继位后面
对的是风起云涌的各地农民起义，如规模此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天理教起义等，大清王
朝也从此一蹶不振，一路衰落下去。
　　民族因素　民族是指通过共同语言、身份、历史、宗教、文化联合起来的较大的群体。
与民族相比，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其人民不受他国的统治，当民族和国家拥有相同的地理范围时，
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追求与拥有相同民族认同感的人群合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影响深远的民族，不断拓展其地理
疆界以扩大控制权。
大型民族国家已不再根据群体意愿结合或依靠自然社会关系形成，而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组成，
它通过建立共有的民族象征，如国旗、国歌、民族英雄和神话来团结人民，使不同种族的人民统一起
来，它通过反复灌输这些象征符号以获取同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认可和尊重。
　　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理论框架，它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它可以使民众
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增加民众凝聚力，动员民众同心协力报效国家。
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民族与国家相吻合，在国家疆域内建立单一民族
的共同体。
对于后来发展起来的国家来说，能否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几乎成为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
只有形成了民族主义，才有可能抗拒其他国家的欺凌，在民族自卫的基础上保存和发展自己。
然而，先行发展起来的国家也会利用民族主义为侵略和殖民寻找借口。
通常情况下，外来威胁会出乎意料地加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促使弱小民族变得无比坚强。
民族主义通常指对自己民族的热爱，然而同时会出现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倾向，即贬低其他群体或
民族，甚至有人将其他群体或民族的存在视为对自己群体和民族的威胁。
从而迫使其他群体成为自己群体的竞争对手、冲突对象和暴力目标。
有些孤立的民族为了支持他们所融人的大群体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比如，大多数美国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尽管意识到自身并不属于美国的民族，但都自称为“美国人
”。
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欧洲列强的殖民运动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少数欧洲人统治
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大多数的当地人，这些欧洲殖民者与被殖民地人民之间很少有民族相似性
和文化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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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平等的思想对待每一个人/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每一件事/以宽大的胸怀包容矛盾/以智慧的方式化
解冲突，让我们在信念中共建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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