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量无声》被习近平亲自封杀  

  去年10月，一部中国军方推出的意识形态宣传片《较量无声》惊现中国互联

网，虽然稍后即被封杀，但短时间内已在政治圈和舆论场激起一番激烈争论。近

日，有接近中共高层的内部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封杀《较量无声》是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亲自下达的命令。封杀的理由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该片在举证近年来美国

“和平演变”中国时有暗骂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潜台词；其二就是志在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习近平已将先前意识形态为主的对外政策摒弃，而且在去年

2月赴美与奥巴马会面时双方已达成了共识，承诺官方不再从事或支持任何与意识

形态对抗相关的行动。而在习回国后主持三中全会改革设计时军方推出的这部宣传

片，其实是中共内部一些保守势力包括军中鹰派不了解、不适应新形势而作出的应

激式、抗拒式反应。 

  2014年1月初，延安儿女联谊会成员、中共“红二代”蔡小心发表微博称，《较

量无声》重新在视频网站挂出来了，他还自豪地宣称，该片总撰稿与总编导“都是

我的世交秦天大哥！”秦天也是“红二代”，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其兄秦卫江为

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蔡小心说“重新”，是因为《较量无声》在去年10月末突现

网络并广为流传，但很快横遭各大网站一致封杀。而此次蔡小心所发微博中的视频

链接地址显示，上下两片也已被删除。 

  《较量无声》是一部由中国军方于2013年6月制作完成，带有浓重冷战思维与

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片。片中以苏联解体开场，列举大量直接或间接的美国试图

“颠覆”和“演变”中国政权的例证，并将国内问题夸大稼接给国外活动。此片还提出

美国“政治转基因”的理论，并且总结出其“五条战线”：政治渗透、文化渗透、思想

渗透、组织渗透、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由于该宣传片议题敏感，资料丰富且近乎

国家机密，并不乏多处低级别错误，自其出现起便如“一石惊起千层浪”，造成了广

泛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据一位接近中共高层的内部人士透露，《较量无声》这部片子被封杀，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下的命令。其中一个原因是该片在列举过去多年美国“政治转基因”直



接间接证据时，含有暗骂前两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潜台词，更是缺乏对

胡锦涛的尊重，因而遭到中央严词批评。 

  按照片中的论据和逻辑，过去数年来，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已经进行了大量

的“阴谋颠覆”活动，而且起到了突出的效果。对此，江胡二人，尤其是刚卸任的胡

锦涛自然难辞其咎。片中提出的一个证据是，2004年中国曾组织官员赴美观摩大

选，其结果是造成其中部分人士被洗脑。这一解读所蕴含的问责和批评胡锦涛的意

味难以掩饰，其在政治圈的流传将胡锦涛置于较为尴尬的处境。而这种对前最高领

导人的近乎公开的挑衅对于以树立中央权威为要务的中共领导集体来说，显然是不

能容忍的。 

  事实上，该片制作完成近4个月内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而是作为军方内参片来

使用。而其有意或无意地流出，不仅在民间引起争议，也对中共高层政治运作造成

相当的干扰。 

  上述消息人士还表示，《较量无声》被禁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片中所主张的

意识形态对抗主题依旧是毛泽东邓小平年代的国际政策，在中国国情与国际形势已

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央已经适时调整了对外战略，意识形态相关的那一套

已经不再适用。 

  自中共执政以来，美苏冷战渐酣，由于与苏联历史关系密切，中国实行“一边

倒”的外交方针，同时效仿苏联积极向外输出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行

动，与美国进入“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不过，随着苏联帝国主义称霸迹象

日益明显，中国对美态度亦渐趋缓和。而且，正是在毛泽东本人执掌中国政权第23

年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如果说中共执政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而此次两国元

首再次会面，则成为中美关系的又一次转折点。此后，虽然中美之间仍然难免偶尔

磕磕绊绊，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向好。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期，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得以大幅跃进。

此后，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确定市场经济，加入世贸，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堪



称“伟大”的成就。在此背景下，志在继承和深化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习近平2012年2

月赴美与奥巴马会面时，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而在一年后两

人以国家元首身份再次会面时，双方就构建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共识。 

  据该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共识之一就是承诺都不再从事或鼓励任何与意识形态

对抗相关的行动。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同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对外战略的一

次较为完全的切割，同时又是今后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好的标志。在此情况下，军方

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对抗主张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被封杀亦属必然。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决策层抛弃原先一套意识形态对抗体系远非改弦更张，

也谈不上所谓美国“政治转基因”的成功，当然也并非完全否认《较量无声》中所称

的美国“颠覆”中共政权与“遏制”中国崛起行为的存在。这种改变只是新时代的中国

领导集体对毛邓以降对外战略的选择性继承，以及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所作出的主

动而务实的调整。 

  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不论中国是否已经崛

起，“韬光养晦”策略是否依然适用，都应当恪守和平发展的原则，通过合作与竞

争，而不是用遏制与抗拒来面对“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而如果将分歧

视为“敌我矛盾”，将敌视演变成军事对抗，所谓的“敌对势力”是否会受到惩戒尚未

可知，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定将深受其害。 

  《较量无声》的最终出现，其实是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包括军中鹰派不了解、不

适应当下国内外环境，而作出的应激式、抗拒式反应的产物。保守势力与鹰派在各

个国家都不稀缺，《较量无声》为中国决策层提供了一种参考，一种底线的警示，

但是其中所展现的某种“军人干政”和“挑衅中央”的苗头却必须深刻反思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