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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革命？战争领域

新中国争取到了被人民赞誉为亚非拉兄弟国家的大力支持，直

至恢复了自身的联合国席位！

 

土豆、牛肉、盘林西尼

 尽管新中国并不愿意直接介入美苏争霸，提出了不结盟的

国际政策主张。可是，美苏争霸背景下的全球范围冷战始终没

有减弱，并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东西方阵营都压缩消费，投

入生产，尤其是投入重工业生产，这就不得不影响民众的生活。

由于不敢使用核武器，西方国家只能维持大规模常规杀伤

性武器的投入，并且在寻找地区代理人时总是以军援为诱饵，

但西方军工厂工人薪资长期低迷。由此，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工

会等左翼力量发起的罢工或游行、集会时，抗议的标志性口号

就是“要黄油！不要大炮！”在日本，反美群众经常性的示威

口号是“要学校！不要美军基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消

费管制是政府的主课题！

 现在的人们挺容易挖苦苏联的失败，编制了各种冷战时期

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笑话，否定其一切历史进步。其实，冷战首

先是由西方尤其是美英两国挑起来并坚决地付诸实施的。当时

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是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背景

下，还曾经谋求过结束冷战。美苏两国保持着日内瓦、纽约等

常规沟通与谈判机制，领导人信函往来直至互访都未曾中断过。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有过著名的论断：人类一旦在科技

上取得某种突破，总是会率先运用在军事领域。熟悉这一论断

的赫鲁晓夫，一度想改变这种状态。在他的主导下，军转民的

国家治理思维出现了。当然，军转民、军民两用和军民融合，

最出色的是中国！

 高端科学家们投入国防工程，其核心理想也包括为人民服

务。如我国绕月工程的总工程师欧阳自远院士就曾告诉过笔者：

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微波炉、激光照明设备、保暖内衣（太空衫）

等民用品，最初就是苏联宇航局根据赫鲁晓夫提议率先开发成

功的。欧阳自远院士还强调：宇宙也好、远洋也罢，其开发的

价值就在于服务全人类，而不是去搞军备竞赛。如果无视民生

　　宇宙也好、远洋也罢，其开发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全人类，而不是去搞军备竞赛。

如果无视民生改善，国力之基就不稳。

改善，国力之基就不稳。

 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当然也想丰富老百姓的餐桌，还提

出了厨房的优越性要超过美国等时髦的口号。土豆烧熟了，再

加牛肉……就是赫鲁晓夫对于全民厨房即美好生活的向往标志。

苏联拥有广阔的土地，那时还拥有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

易生易长的土豆大批量供应和储备，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问题是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调，导致无法供应牛肉以及生活

所需的各类轻工业品。所以到后来，老百姓会抗议为什么生产

那么多导弹而不能充分供应手表！

 同样面临西方阵营不愿意结束冷战的格局，中国领导人就

英明得多。在新中国建国初期那样的资金短缺、西方封锁的艰

难环境下，人民政府仍然确保民生投入和科研服务人民需要的

发展方针。如盘林西尼是西方对华首位禁运药品，因此也夺去

了不少妙龄孩子的生命。新中国上海首任市长陈毅礼贤下士，

请出科学家倾情投入自主研制，终于在 1953 年 4 月于当时的上

海第三制药厂（现址为长宁区龙之梦酒店）获得成功；1958 年

又在华北投入大规模批量生产，彻底结束了盘林西尼依赖进口

的历史。盘尼西林国产化后，汉语名字被命名为青霉素——这

不仅打破了封锁、为新中国节约了宝贵的外汇，而且极大地鼓

舞了科研人员的自信心，延长了人均寿命。

理应化干戈为玉帛

在庆祝上海解放七十周年和新中国七十华诞之际，举办了

不少成就展。从中可以发现，很多成就是在冷战期间、西方封

锁中国的条件下取得的。不仅是青霉素的例子，上海牌手表也

是个典范！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 年 4 月 28 日，“地方国

营上海手表厂”在上海徐汇区高安路 19 号成立（现址为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家手表厂，由此也彻底结

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手表的历史。

 上海牌手表的横空出世，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

怀。第二年就被视为国庆十周年的重大成就而为社会主义国家

主流媒体所津津乐道。它的出口，也结束了用龙井新茶去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