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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士 气

赵 锡 顺

本文从军事社会学 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士气的新 的定义
,

系统地探讨了士气的结

构
、

作用 以及培养与弘扬的问题
。

关于士气的结构
,

作者
一

认为士 气是由三 个既相互联

系又相互 区别的层次—
“

军 心
” 、 “

军气
”

和
“

军情
”

构 成的
,

并依次分析 了各层次产生

的根据和特点
。

关于士气的作用
,

作者认为高昂的士气是一 种可 以创造奇还 的伟大力

量
,

它的具体作用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

即导向作用
、

凝聚作用和弥补作用
。

关于 士 气

的培养与弘扬
,

作者认为主要应抓好动机的引导
、

情绪的控制及 态度 的稳定与强 化三

个环节
,

并且提 出了各个环 节应 当注意的问题
。

作者
:

赵锡顺
,

男
,

1 9 4 3 年生
,

海军政治学院相关学科教研室大校主任
。

今

士气是军旅之魂
,

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

是军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

当

前
,

深入研究士气问题
,

是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

为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需要
。

那么究竟什么是士气? 构成它的要素是什么 ?它

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 对这些问题
,

我们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认为
,

士气是特定群体 在特定情境中和一定目标作用下所表

现的一种心理状态
,

是情绪和情感的综合反映
,

具 有动力因素
,

是意志和思维的重要因素
。

这 个定义不无可商榷之 处
。

如果把这个句式简 化一下
,

那么
.

就显出 了这样的主谓关系
:

士气是
· · · · ·

一种心理状态
; 士气是… …综合反映

; 士气是… …重要因素
。

首先
,

研究士气不能单从心理学的角度着眼
。

士气的形成和弘扬
,

有着深刻的历史的
、

社会

的和政治思想的背景
。

即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

它也并不仅仅是
“

一种心理状态
” 。

在心理学 中
,

“

心理状态
”

这个概念是指既有相对稳定性又 只能保持一定短暂时间的独特的心理范畴
。

士气

不是这样
,

正义之师的士气虽然也会发生波动 (特别是对规模较小的缺乏严格训练的群体而

言 )
,

但是
,

这种波动一般说来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度的
,

它的主体 (从士气的结构

上说 )是基本稳定的
。

其次
,

士气决不仅仅是
“

情绪
”

和
“

情感
”

的
“

综合反映
” .

它们之间的关系要 比这复杂得多
。

有带兵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
,

士气对情绪和情感的影响
,

要 比情绪和情感对士气的影响 大得

多
。

因为情绪和情感仅仅是 一种对客观事物的体验
,

而士气的基础则是对战争性质等基本问题

的深刻的理性认识
。

最后
,

士气虽然可 以影响人们的思维
,

但是
.

它首先是人们在实践 中思维的结果
。

颠倒了这

个关系
,

士气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变成了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东西
。

总之
,

构成士气的不但有心理的因素
,

而且更重要的
、

作为士气基础的是政 治和思想的因

素
;士气虽然常常通过情绪和情感反映出来

,

但它不是情绪和情感的简单综合
,

而首先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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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的制约因素
;
士气可以促使人在作战中更积极

、

更有效地思维
,

但它首先是 人积极思维

的结果
。

那么
,

究竟应当怎样厘定士气的涵义呢 ?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

士气是特定群体建立在对既

定 目标高度使命感基础上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
。

任何定义的准确性都是相对的
,

它需要解释和发挥
。

一
、

士气的结构

乖

脚

奄

通常
,

人们在谈到士气的时候往往笼而统之地对待它
,

忽视了它的内在结构
。

其实
,

士气也

是分层次的
。

第一个层次是 由军队的性质
、

战争的性质等最基本的因素决定的
,

我们暂且把它称作
“
军

心
” 。

这一层次是稳定的
,

除非军队或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一般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

第二个层次是受宏观局势 (如政局
、

战局等等 )的变化影响的
,

我们暂且把它称作
“
军气

” 。

第三个层次是受具体情境影响的
,

我们暂且把它称作
“

军情
” 。

它波动的幅度和频率最大
。

1
.

军心

恩格斯指 出
: “

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
。 ” ① 在这里

,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

军人的政治觉悟与军人在战争中的表现的关系
。

政治觉悟和由于这种觉悟而产生的强烈使命

感
,

就构成 了军队士气的基础— 军心
。

一支军心坚定的军队可以被比它强大的敌人消灭掉
,

但是
,

它决不会向敌人屈服
。 “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

,

只要还有一个人
,

这个人就要继续

战斗下去
。 ” ②

影响军心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

第一是军队的性质
。

当军队的性质与广大士兵的阶级属性相一致的时候
,

这支军队就会军

心坚定
,

士气高昂
。

这是我军几十年来一直能在士气上压倒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根本原因
。

第二是战争的性质
。

当广大官兵认识到 自己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的时候
,

这支军队也会军

心坚定
、

士气高昂
。

反之
,

一支军队如果从事的是非正义战争
,

那么
,

无论它使用怎样的方法
,

要

长久地保持高昂的士气则是不可能的
。

而同一支军队
,

由于它所从事的战争的性质不同
,

其士

气就往往有天壤之别
。

这样的实例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胜枚举
。

2
.

军气

在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使命感的同时
,

广大官兵又从形势的发展 中看到 了必

胜的曙光
,

这支军队就会更加锐不可当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

军气
”

的作用
。

军队和战争的性质虽然是士气的基础
,

但是
,

它们还不是影响士气的全部因素
。

一支军队
,

即使是正义之师
,

如果一再遭到挫败
,

特别是在事关全局的关键性战役中遭到挫败
,

它的士气

也会大受影响
。

所以
,

高明的指挥员总是十分注意通过对战争全局的驾驭来激励部队的士气
。

抗 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对我军民士气的影响
,

苏联卫国战争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对苏联军民

士气的影响
,

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例证
。

3
.

军情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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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训练有素的部队
,

它的士气都不可能是完全恒定不变的
,

因为人的思想和情绪总

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部队的具体处境怎样
、

上下级关系如何
、

给养是否充足甚至气象情

况的好坏等等因素
,

都会给部队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受这些经常变化着的情况影响的士

气
,

就是我们所说的
“
军情

” 。

军情一般说来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

但却能够直接作用于部队的

具体行动
,

所以也不能忽视
。

军心
、

军气和军情的关系
,

就象大洋中的海水一样
,

深层的海水一般是不波动的
;
中层海水

波动的频
、

幅也不大 ;
表层海水却在一刻也不停歇地起伏着

。

这三个层次既相互 区别
,

又不可分

割地联系在一起
。

二
、

士气的作用
今

关于士气的作用
,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

恩格斯曾

经满怀激情地说
,

在共产主义社会一旦发生战争
, “

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
、

真

正的家园
,

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
、

坚毅勇敢地作战
,

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

靡
。

你们想一想
,

在 1 7 9 2 年到 1 7 9 9 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
,

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
,

为了想象的祖

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
,

你们就会明白
,

不是为了幻想
,

而是为了一个

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
” ①

。

恩格斯在这里所谈的
,

实际上就

是士气的作用
。

他告诉我们
,

高昂的士气是一种可以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
,

凭着它
,

革命的军队

可以战胜在武器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
。

1
.

导向作用

士气具有方向性
.

它总是由一定目标唤起并始终指向既定 目标
。

目标的改变会引起士气的

动摇
,

而 目标的消失或对 目标的绝望
,

则必然导致士气的崩溃
。

在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
,

任何背

离 目标的行 为
.

都将受到士气的排斥
。

所以
,

高昂的士气能够保证部队坚韧不拔
、

百折不挠地向

既定目标前进
。

2
.

凝聚作用

士气是群体成员思想的共鸣和心理的共振
。

高涨的士气本身就是一个同舟共济
、

同生共死

的氛围
。

对群体原有的成员
,

它是把大家维系在一起的坚强纽带
; 对新加入的成员

,

它会起到强

大的同化和类化作用
。

所以
,

高涨的士气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

保证部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

3
.

弥补作用

在战争中
,

士气不管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

还是作为一种潜在的 (或有待转 化的 )物质力

量
,

它都能弥补部队在许多方面的不足
。

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时的法国骑兵时指出
: “

勇敢和必

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

… …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我们称之为勇猛 [ d as 习的那

种对骑兵来说是重要的素质
,

它可以弥补许多缺点
。 ” ②

首先
,

士气可以弥补军队数量的不足
。

高涨的士气会极大地调动人的勇敢精神和协同精

神
,

在战斗中产生以一当十的效应
。

其次
,

士气可以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
。

高涨的士气会促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

倪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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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挥
,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

创造出扬长避短
、

以劣胜强的新战术
。

再次
,

士气可以弥补指挥员素质上的差距
。

在战争中
,

凡是士气高涨的部队
,

也是基层官兵

向指挥员提建议最多的部队
。

即使来不及向上级提建议
,

他们也会视情况机动灵活地执行上级

的指示
。

恩格斯在《欧洲军队 》一文中说
: “
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不列颠军队的

重要素质
; 正是这些素质

,

才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因军官的无能
、

指挥 的荒谬和运动的不灵活

而遭到完全应得的
、

似乎预定的失败
。 ” ①

当然
,

士气的弥补作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

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

如同军队的数量
、

装备及指挥员的能力不能代替士气一样
,

士气也不能代替它们
。

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万能的
,

士气 自然也不是万能的
。

三
、

士气的培养与弘扬

脚

食

士气的激发和弘扬是一个系统工程
,

它包括以 下三个环节
。

L 动机引导

一般说来
,

在人们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动机
。

在人类生活中
,

战争无疑是最残酷的
。

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战争
,

选择血与火的拚搏
,

并且在生和死之间选择死 ?

— 那无疑是出 自

一个异常强烈的动机
。

人们把经常以愿望
、

兴趣
、

理想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

激励人们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主

观原因称为动机
。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
,

欲望 (包括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 )的不满足是

激起人们行动的原动力
。

一个人投身于战争
,

如果他不是被迫的
,

那么
,

他必定是为了满足 自己

的某种不可遏制的欲望
:

可能是为了复仇
,

为了得到某种梦寐以求的物品
,

为了获得 比生命更

加可贵的荣誉
,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

为了自己阶级的解放
,

为了 自己父母之邦的独立和

尊严
,

等等
。

在这些动机中
,

有些是高尚的
,

有些就不那么高尚甚至是卑下的
。

不同性质的动机
,

对人具有不同意义和不同强度的推动力量
。

行为的方式和行为的坚持性
,

在很大程度上受动机

性质的制约
。

在实际生活中
,

人们的动机通常不只单纯的一种
,

各种不同的动机可能交织在一

起
,

共同支配人们的行为
。

但是
,

其中一般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
、

起主导作用的动机
。

一个军人
,

只有把祖国的尊严与安全
、

人民的幸福与安宁内化为 自己的最大的需要
,

才能毅然决然地走向

战争
,

才能历尽磨难赤心不改
。

带兵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
。

要产生积极而强烈的互动
,

就不能只带人
,

不带心
。

命

令只能支配部队的行动
,

不能使部队产生士气
。

要想使部队士气如虹
,

带兵的人就要对部属的

眼役动机有准确而深入的了解
,

并通过积极的引导
,

淡化或纠正部属错误的动机
,

激发正确的

动机
。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做到这一点
,

从根本上说来
,

就是要使干部战士在三个方面具

有坚定的信念
。

首先
,

对共产主义事业
,

革命军人应当比一般群众有更坚定的信念
。

如果说
,

在战争中彻底

的共产主义者才能成为最勇敢的兵士
,

那么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
,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的人才能成为最自觉的兵士
。

一个缺乏共产主义信念的人
,

是不会长时间安心于物质待遇相对

菲薄而环境和工作又相对艰苦和危险的军旅生活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1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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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对国防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

军人应当比一般群众有更坚定的信念
。

相

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丝毫也没有减弱加强国防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

一群热血男儿 自觉

地奔赴海边防
,

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祖国和人民站岗放哨
,

正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

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

最后
,

对正在深入进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

军人应当比一般群众有更坚定的信

念
。

在这一过程中
,

必然会产生许多摩擦和矛盾
,

甚至出现某些消极的东西
。

对此应当进行具

体分析
。

有些改革措施
,

有利有弊
,

只要利大于弊
,

就不能因噎废食
。

有一些间题不是改革造成

的
,

不能记在改革的帐上
。

还有一些消极的东西
,

尽管是我们所反对的
,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

不可避免的
。

这并不可怕
,

随着改革的深入
,

这些消极的东西终究是要被荡涤干净的
。

另外
,

改

革必然会触及到个人的利益
,

这就要求我们要自觉地跳出个人得失的小圈子
。

从总体上说
,

改

革会给我们大家带来长远的根本利益
。

但具体到某一项改革
,

不一定在一开始就给每一个人同

时带来均等的利益
,

有些人的利益甚至还会受到暂时的影响
。

作为革命军 人
,

我们一定要 自觉

地以个人利益服从改革大局的需要
,

做到坚决拥护改革
、

积极参加改革
、

在正确对待改革中利

益调整的问题上做表率
。

2
.

情绪控制

列宁在研究拿破仑的《思想 》一书时
,

曾摘录了下面一段文字
: “
在每次战斗都有这样的情

况
:

最勇敢的士兵在极度紧张之后也感到有逃跑的愿望
。

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
,

是由于对 自己

的英勇精神丧失信念而产生的
;
但是

,

某种无关紧要的情况
、

某种托词却足以 使他们恢复这种

信心
:

高超的艺术在于创造这样的情况和托词
。 ’ ,

① 富于实战经验的拿破仑在这里生动地说明

了情绪和对情绪实施控制的重要
。

情绪是 人对现实的现象或对象是否符合 自己需要的体验
。

情绪一般是不稳定的
,

带有情境

性
,

即它是由某种情境引起并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

人总是处于某种情绪之中
,

不但心理活

动
,

而且一般的思想活动和行为也都伴有一定的情绪
。 “
没有人的情绪

,

则过去
、

现在和将来永

远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
。 ’

呕 积极的情绪可以提高人的活动效率
.

增强人们向既定目标

前进的决心和毅力
;而消极的情绪则会降低人的活动效率

,

使 人萎靡不振甚至丧失斗志
。

所以
,

从 事任何活动的人
,

都需要留心 自己的情绪
,

如教师在走上讲台之前
,

运动员在投入比赛之前
,

汽车驾驶员在出车之前
,

都要注意进行情绪调整
。

而军队的生活
,

不但需要人们付出最大的紧

张和高度的热情
,

还需要人们随时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
,

就更要对情绪进行有效的控制
。

对于士兵和年轻军官
,

还要特别注意他们动机行为向情绪行为的转化
。

在一般情况下
,

人

们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
,

称为动机性行为
。

这种行为的特点是相对稳定
、

逻辑性强
、

可控性

强
。

但是
,

当突然遇到某种强烈刺激时
,

人们的行为就可能被瞬间激起的超强度情绪所支配
,

这

就是所谓情绪性行为
。

这种行为的特点是波动强烈
、

反常性强
、

可控性差
。

一般来说
,

情绪性行

为的后果都是不良的
。

而且
,

情绪性行为在群体中带有
“

传染性
” ,

如少数人的惊慌失措在一定

情况下可以造成大多数人的惊慌失措
。

所谓
“

兵败如山倒
” ,

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

所以
,

一定

要十分注意 厂解和掌握部队情绪的性质
、

特点
、

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
,

以提高对情绪控制的有

效性
。

尤其对情绪性行为要防患于未然
,

一旦发生
,

就要采用有力措施使人们尽快恢复理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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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

一支在政治和 思想上成熟的部

队一般不会陷入消极情绪的泥潭
。

在具体方法上
,

下面几种措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一是使

部队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困难
、

危险
、

失败
、

意外事件等等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

对未来建立合理

的期望值
。

如果期望值过高
,

与现实的反差过大
,

各种不良情绪就会在群体中滋生
、

蔓延
。

二是

通过必要的训练提高部队对意外刺激的承受能力
,

增强心理稳定性
。

如果部队在实战中遇到的

情况在训练中都经受过
,

那么部队就会处之泰然
,

应付裕如
。

三是主动利用能引起积极反应的

强刺激
,

唤起健康情绪
,

压倒或取代不良情绪
。

情绪具有排他性
,

相互矛盾的两种情绪是不能同

时并存的
。

3
.

态度的稳定与强化

态度是指人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一种协调一致的
、

习惯性的思想和心理反映
。

一般认为
,

态度是由认知系统
、

情绪反应和行为倾向三个方面组成的
。

例如
,

一个士兵对他的指挥员的品

德
、

素质
、

能力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

随之便会对这个指挥 员产生或敬仰
、

亲近或厌烦
、

疏远的感

情
,

接下来便会导致对这个指挥员的命令或自觉服从或消极对抗的行为倾向
。

这样
,

该士兵便

形成了对这个指挥员的态度
。

显然
,

态度一旦形成
,

就会影响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知觉与判断
,

会影响他的行动方向和积

极性的发挥
。

带兵的人不琪要引导部属形成对上级的正确态度
,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和帮助

部属形成对祖国和人民的正确态度
,

这是激发士气的基础
。

此外
,

态度虽然不象情绪那样经常发生变化
,

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

所以
,

在正确的态度基

本形成之后
,

还要注意经常对态度进行强化
。

所谓强化
,

是对人的活动进行定向控制
,

使原有行

为得以巩固和保持的一种方法
。

强化态度要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一是深化认知
。

一个

人对某种事物的认知越深刻
,

对这种事物的态度就会越坚定
。

比如
,

官兵对祖国的昨天了解得

越多
,

对祖国的明夭认识得越深刻
,

对祖国就会越热爱
,

报效祖国的愿望就会越强烈
,

行动就会

越自觉
。

二是及时奖惩
。

对于正确的态度和在这种态度指引下做出的成绩及时给予奖励
,

对于

错误的态度和这种态度导致的消极后果及时予以批评和必要 的惩处
,

是引导人们改正错误态

度
、

坚持正确态度的必不可缺的方法
。

三是优化军旅氛围
。

所谓军旅氛围
,

是指军旅中占主导

地位的理想信念
、

战斗意志
、

军人道德等诸精神因素的总和
。

它的作用主要有三
。

一是陶冶作

用
。

良好的军旅氛围会对群体成员起同化作用
,

使其态度在潜移默化中变得与大家一致
。

二是

鞭策作用
。

如果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忘我地工作和战斗
,

那么
,

对少数态度消极的人就会

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

促使其也跟着大家一道前进
。

三是增效作用
。

在良好的军旅氛围下
,

只

须输入较少的信息量
,

整个群体就会积极行动起来
.

比如
,

指挥员不用下命令或反复动员
,

只须

提倡甚至暗示应当做什么
,

部属就会相互激励
、

争先恐后地把应当做的事情做好
。

要形成 良好

的军旅氛曲
,

一靠时代精神的影响
,

二靠榜样力量的推动
,

三靠群体舆论的培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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