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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击方的认知战策略与手段

“在战争中，真相是最先牺牲的。”

丘吉尔这句名言生动地描述了战争期间信息操控的现象。战争中，双方往往通过宣传、谎言和误导

来塑造舆论，打击敌方士气。这揭示了战争不仅是物理上的冲突，还包括信息和认知领域的较量。随

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战争中的虚假信息更加普遍，丘吉尔的这句话在当代尤为贴切。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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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击方的认知战策略与手段
1.1 攻击方的角色定义

在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攻击方主要指代那些反对朱元璋政权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包括元朝残余势力、地方割据势力、叛乱者、以及周

边的少数民族势力。这些势力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削弱朱元璋政权的合法性、破坏社会稳定与秩序，以期达到对抗或推翻明朝的目的。

元朝残余势力：在明朝建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被肃清。这些力量特别集中在北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企图复辟元朝，破坏

明朝的统治。

地方割据势力：由于元末战乱频发，地方割据势力广泛存在，他们对中央权力有一定的抗拒。比如方国珍、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虽

然已被朱元璋消灭或整合，但这些势力的余党仍在活动。

内部叛乱者：一些受明初严刑峻法和苛政压迫的农民和下层百姓时常爆发反抗。历史上有多次叛乱事件，比如明初的几次农民起义，

这些叛乱者经常利用民众对明朝政权的不满进行动员和煽动。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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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击方的认知战策略与手段
1.2 攻击方的认知战目标与策略

在认知作战中，攻击方的首要目标是削弱明朝的统治合法性，引发民众不满，扰乱社会秩序，进而破坏朱元璋建立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他们的具体策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2.1 信息战术：传播虚假信息、制造谣言

攻击方通过在民间传播虚假信息和制造谣言，试图削弱明朝政权的威信，特别是针对朱元璋个人和其家族的统治基础。历史上有记载，

一些反对势力和地方叛乱者故意传播有关朱元璋的谣言，内容涉及其出身、血统、以及对民众的压迫。

谣言传播的实例：在明初，有反对者散布谣言，称朱元璋曾是一个流浪乞丐，甚至有说他曾为盗贼。这类谣言旨在削弱朱元璋通过军

事力量赢得的尊敬和合法性。尽管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措施稳固了权力，但这些攻击方的策略确实在某些地区引发了对明朝统治的不

满情绪。

心理操控的实例：一些地方割据势力通过散播明朝苛政的夸张描述，煽动地方士绅与百姓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朱元璋推行严格税制

和征兵制度的过程中，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这些政策的强制性特点，散布“朱元璋暴政必亡”的思想，特别是强调赋税带来的沉重负担，

以此引发地方反抗。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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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击方的认知战策略与手段
1.2.2 心理战术：通过恐吓与民变动员民众

恐吓和煽动民变是攻击方重要的心理战术。攻击方通过制造社会恐慌，利用百姓的恐惧心理，直接打击政权的威信，推动民众站到反

抗明朝的立场上。

淮西叛乱中的心理战：在明朝早期，淮西地区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叛乱。叛乱者通过散播明朝即将灭亡的消息，以及宣称外敌即将入

侵的恐慌性言论，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恐慌。在这种恐慌的推动下，许多淮西的民众选择站在叛乱者一边，试图通过参与反抗行动保全

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攻击方利用恐惧情绪实施心理战的策略。

社会动荡与心理战术的结合：在元末明初，社会极不稳定，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攻击方经常利用这些社会矛盾，散布

“政府不关心民众疾苦”的言论，试图通过煽动社会情绪来制造大规模的抗税和民变事件。

1.2.3 社会操控：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反抗情绪

攻击方还通过操控社会矛盾，激发百姓对严刑峻法和苛政的不满，动员他们进行反抗。明朝初期，朱元璋推行了极为严厉的法治政策，

制定了《大明律》，并通过多次的“空印案”肃清官员腐败，但这也引发了地方官吏和士绅阶层的不满。攻击方借助这些政策的负面

影响，在民间散布关于朝廷“暴政”和“乱政”的信息，激发民间的不满情绪。

具体案例：元末民变时期的地方割据势力，如方国珍和张士诚等人，利用地方官员和豪强的腐败行为，动员大批贫苦农民加入他们的

队伍，以“反抗官府暴政”为口号，进行大规模的反叛行动。虽然这些力量最终被朱元璋平定，但他们在认知作战中的策略为后续的

叛乱提供了模范。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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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击方的认知战策略与手段
1.3 实际的策略工具与媒体手段

攻击方在开展认知战时，充分利用了当时的通讯技术与社会传播网络。由于明初尚未普及现代印刷术，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口头传播

和石刻等传统手段，这也为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

石刻与告示传播：在一些反叛势力占据的地方，他们通过制造告示、石刻等方式，将反朝廷的信息广泛传播。这类手段能够覆盖到乡

村和城镇的底层百姓，特别是文盲人群中，成为心理战的重要工具。

商旅与流民的口头传播：攻击方还通过商旅、流民等群体，利用他们的流动性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谣言。这些群体经常成为信息传播的

主要媒介，特别是在战乱时期，他们的流动性使得信息的扩散速度极快。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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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战争与无为而治的哲学理念。他认为，最高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水滋养万物

而不争名利。同样，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应主动挑起战争，而应通过和平与智慧来应对外界挑战。

这一观点与现代和平主义思想相呼应，主张战争应作为最后手段，而非国家力量的象征。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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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2.1 防御方的角色定义

在“洪武之治”这一背景下，防御方主要指明朝中央政权，即以朱元璋为核心的统治团队。朱元璋不仅是明朝的创立者，同时也是认

知战反击的重要发起者，他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政策，成功巩固了明朝政权，并打击了内部与外部的反对势力。

朱元璋的反制目标是维护政权合法性、增强对百姓的控制、打击叛乱与反抗，并确保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他在应对认知战中，采取

了多层次的策略和手段，这些手段不仅依赖于武力镇压，更注重通过信息管控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来争取民心，削弱攻击方的影响力。

2.2 防御方的认知战方法

朱元璋的认知战反制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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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2.2.1 权威话语构建：强化统治合法性

防御方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攻击方动摇。朱元璋深知，元朝残余势力以及其他反对者会从其出身、血统、统治方式等

方面攻击他的合法性，因此他通过多种方式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

皇帝权威的神圣化：朱元璋努力通过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建立起明朝皇权的神圣地位。通过强调天命，他宣称自己得到了上天的支持，

因此其统治不仅具有合法性，更具有神圣性。通过在诏书、圣旨、地方公告中频繁引用“天命”这一概念，朱元璋成功将皇权与神圣不

可侵犯的宗教权威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在《大明律》中，皇权被视为法理的核心，任何反对皇权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天命的亵渎。

强调血统与正统性：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朱元璋对自己的农民出身始终抱有一定的顾虑，担心其身份成为攻击的焦点。为了应对此

类攻击，朱元璋通过重塑自身家族的历史，强调他出身于一个崇高的祖先血统。例如，他自称是“朱氏大族”的后裔，且祖先曾在元朝

和宋朝担任要职。这种血统构建不仅增强了明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打消了民众对他出身卑微的疑虑。

修编历史：明初，朱元璋命令编撰《元史》，通过在官方史书中构建对元朝残余势力的负面评价，试图在历史认知上剥夺敌对势力的

合法性。历史的书写成为了认知战的关键一环，通过史书和文献的控制，朱元璋有效打击了元朝残余势力的文化与政治正统性。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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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2.2.2 信息管控与过滤：确保信息传播的绝对主导

为了有效应对攻击方的谣言和虚假信息，朱元璋构建了严密的信息管控体系，以确保官方信息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有效的过滤手段，

阻断不利于朝廷的负面信息传播。

邸报制度的建立：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邸报制度，这一制度类似于现代的官方新闻发布系统。邸报通过印刷和分发的形式，将

朝廷的政令、政策以及战事胜利等信息迅速传递至全国各地。这种制度的设立确保了官方信息的权威性，同时压制了攻击方散布的谣

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言论的严格管控：朱元璋对地方官员和百姓的言论自由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任何对朝廷不利的言论或传播谣言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

的惩罚。比如，朱元璋推行了一项政策，任何在公共场合发表反朝廷言论者都会受到处死或流放的严厉惩罚。通过对言论的高压管控，

朱元璋有效遏制了攻击方通过民间言论煽动叛乱的行为。

“空印案”中的信息管控：空印案是朱元璋通过信息控制打击地方官员腐败的一个典型例子。明初，一些地方官员利用空白印章从事

贪污腐败活动。朱元璋通过严查空印案，一方面打击了官僚腐败，另一方面通过这一案件向民众展示了朝廷的廉洁与公正。通过公开

案件处理结果，朱元璋希望向百姓传达朝廷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决心，从而维护朝廷在民间的形象。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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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2.2.3 思想控制与意识形态渗透：增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

朱元璋非常注重利用思想与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控制，特别是通过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推广，将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植于士人阶层

与普通百姓的认知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认知战，通过控制民众的思想，使他们接受朝廷的统治理念，防止被攻击方的思想动

员。

儒家思想的推广：朱元璋大力推广儒家思想，特别是通过科举制度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确保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接受忠君思想

的熏陶。这一做法不仅使士人阶层成为朝廷的坚定支持者，还将反对皇权的思想排除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例如，朱元璋多次在

官方诏令中强调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念，利用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原则来塑造民众的思想意识，使他

们自觉地接受朝廷的统治。

思想控制的具体措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思想，朱元璋通过颁布法令，禁止任何涉及批评朝廷的书籍流通。他还对官员和知识分子的

言论进行严格审查，任何有违忠君思想的言论都会被视为叛国。在明初，“文字狱”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针对那些在诗文中隐晦表

达对朝廷不满的知识分子，这种高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反动思想的传播。

实际案例：洪武年间的“大儒张士诚事件”：张士诚原本是元末的地方割据势力之一，虽然他最终被朱元璋击败，但他在占据苏州时，

曾利用儒家思想巩固自己的地方政权。朱元璋意识到张士诚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利用可能在未来对自己构成威胁，因此，他在剿灭张士

诚之后，迅速清洗了其拥护者，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以强化对忠君思想的独占权。这一举动被视为朱元璋对敌对

势力的思想渗透的有力反击。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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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2.3 防御方的实际工具与媒体手段

除了信息与思想控制之外，朱元璋还利用了各种实际的工具与手段，强化其认知战的效果。

《大明律》作为思想控制的法律工具：朱元璋通过颁布严刑峻法，如《大明律》，不仅用法律约束民众的行为，还通过法条灌输忠于皇

权的思想。《大明律》对反对朝廷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任何形式的反叛、谣言传播、造谣中伤都会受到极刑。通过法律的恐

吓作用，朱元璋进一步压制了敌对势力的认知攻击。

“告谕四方”的诏书传播系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通过广泛的诏书系统，向全国民众宣传朝廷政策和政绩。这些诏书不仅用于传播

政治信息，还是进行认知战的主要工具。通过这种方式，朱元璋确保朝廷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并迅速打压了敌对势力传播的负面信

息。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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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方的认知战反制策略
2.4 典型案例分析：防御方在认知战中的胜利

2.4.1 蓝玉案：通过认知战清除潜在威胁蓝玉案是朱元璋通过认知战成功消除内部威胁的经典案例。蓝玉作为明初的重要将领，立下

了赫赫战功，但由于其过于骄横，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朱元璋深知蓝玉的权势和影响力对朝廷的威胁，于是策划了一场以认知

战为核心的打击行动。

信息塑造与敌对形象构建：朱元璋首先通过暗中操纵朝廷内部的舆论，将蓝玉描述为一个骄横跋扈、不服中央权威的将领。他通过朝

廷内外的官员散布消息，逐渐将蓝玉塑造成威胁朝廷安定的潜在敌人，借此削弱他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和声望。

信息操控与清洗行动的结合：在收集了足够的舆论支持后，朱元璋迅速对蓝玉发起清洗行动，指控其“谋反”，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处决蓝玉及其党羽。这场清洗不仅消除了蓝玉本人对朱元璋统治的威胁，还通过塑造蓝玉的“叛逆形象”，进一步强化了朱元璋在

朝中的威信和权力。

舆论的高效操控：在蓝玉案之后，朱元璋通过官方诏令和邸报，广泛传播蓝玉叛逆的罪行，将蓝玉案塑造成朝廷对叛乱分子的成功打

击。在全国范围内，这一信息极大地震慑了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同时也树立了朱元璋对反叛行为的强硬形象，进一步巩固了明朝政权

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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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空印案：通过信息管控打击官僚腐败

空印案是另一个经典案例，展示了朱元璋如何通过信息管控和认知战策略，迅速打击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并提升朝廷的形象。

信息操控与事前宣传：在空印案发生之前，朱元璋对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已有所察觉，但并未立即采取公开行动。他首先通过邸报系

统向全国散布一些零散的腐败案件消息，试探地方官员的反应。在官员逐渐暴露出更大规模的腐败问题时，朱元璋利用这些信息来打

击他们。

快速打击与信息公开：当空印案爆发后，朱元璋迅速展开严厉的清查行动，数百名地方官员被处死或流放。整个过程中，朱元璋通过

官方公告和新闻系统，将空印案作为“肃清腐败、挽救朝廷形象”的成功案例进行宣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认知战的成功之处：空印案不仅打击了官僚腐败，还通过信息战树立了朱元璋铁面无私的统治形象。在空印案后，地方官员的行为受

到极大约束，百姓也对朝廷的廉政政策更加信任。朱元璋通过这一案列展示了认知战的另一重要层面，即通过塑造强有力的统治形象，

实现对官员和民众的双重心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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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防御方在认知战中的优势

总结来看，朱元璋在洪武之治期间的认知战策略非常成功。通过对信息的严密控制和宣传，朱元璋不仅粉碎了多次内部叛乱和反抗势

力的攻击，还成功塑造了明朝政权的正面形象。防御方在认知战中成功的核心因素包括：

对信息流通的完全掌控：邸报系统和诏书的广泛使用确保了朝廷信息能够迅速传达至全国各地，同时通过严密监控言论自由，压制了

攻击方的信息传播。

强有力的思想控制：朱元璋通过科举制度、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法律制度的渗透，将忠君思想深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确保了民众

思想的一致性，削弱了攻击方的思想渗透。

结合武力和认知手段：在实施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始终通过信息宣传将这些打击行动塑造成正义之举。无论是蓝玉案还是空印案，

朱元璋都通过认知战巩固了其权力，并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朝廷的合法性和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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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防御方的认知作战反应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奥威尔通过讽刺的手法揭示了极权主义政权如何通过扭曲语言

和操控思想来控制人民。他的这句名言揭示了战争在极权国家中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制造外部敌人，

强化内部团结；另一方面，通过战争不断消耗资源和保持社会的紧张状态，防止人们质疑统治的合

法性。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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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立第三方的定义

在洪武之治期间，除了攻击方和防御方外，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立第三方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地方士绅、商人阶层以及部分

地方百姓。相较于叛乱者和朝廷支持者，这一类人并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自保、维持经济利益，并希望在朝廷与

反叛势力的冲突中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地方士绅：地方的地主和士绅阶层在社会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虽然表面上效忠朝廷，

但在实际行动中更倾向于维持地方稳定，避免卷入朝廷与叛乱者的冲突。商人阶层：商人往往只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通过灵活

的态度，与攻防双方保持一定距离，以确保商业活动不受战争和叛乱的影响。普通百姓：大部分百姓希望过上安稳的生活，不愿卷入

政治纷争。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和叛乱者的煽动，他们往往采取观望态度，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3.2 中立第三方的认知战方式

中立第三方在认知战中的态度更多是策略性中立，即他们通过与攻防双方保持一定联系，尽可能避免卷入冲突，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利

益。

3.2.1 地方士绅的策略性中立

地方士绅通常在朝廷的统治和叛乱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他们通过展示对朝廷的忠诚，确保自己不受惩罚；但在面对地方叛乱者时，他

们也会采取妥协政策，以确保自身和地方的安全。士绅们通过信息操控在本地维持秩序，同时尽可能减少外部势力的干预。

信息操控：地方士绅通过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控制地方上的舆论动向。他们会根据形势决定支持朝廷或叛乱势力，以确保其

家族和财富不受到威胁。例如，某些士绅在叛乱势力占领地方时，会利用其影响力在百姓中散布“不必反抗，叛军会善待百姓”的信

息，以保持地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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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商人阶层的灵活态度

商人阶层通常以利益为导向，他们倾向于在攻防双方的冲突中寻找商机。在朝廷和叛军之间，商人会谨慎选择与谁合作，并利用信息

不对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信息操控与交易：商人在认知战中的作用表现为信息的买卖与交易。例如，在某些边境地区，商人会将朝廷的军情或叛乱者的动向卖

给对方，以获取额外利润。通过这种信息买卖，商人不仅能在冲突中保护自身的利益，还能借助不同势力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

3.2.3 普通百姓的观望态度

普通百姓在明初的认知战中，更多是采取观望态度。他们希望避免卷入朝廷的镇压或叛乱者的暴动，尽量不表达任何明显的立场。然

而，攻击方和防御方都会试图争取这些中立群体，通过传播信息影响他们的选择。

心理操控与动员：叛乱者常常利用百姓对朝廷苛政的不满，试图通过谣言和虚假信息动员他们参加反抗行动。而防御方则通过严厉的

法律和宣传来恐吓百姓，确保他们服从朝廷的统治。例如，在空印案期间，朱元璋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向百姓传递信息，任何形式的

反叛和支持叛乱者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惩。这种高压政策有效地抑制了百姓加入叛乱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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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立第三方的实际影响与作用

中立第三方虽然不直接参与认知战中的对抗，但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对攻防双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方稳定的关键因素：地方士绅的态度往往决定了某些地区是否会陷入叛乱或支持朝廷的掌控。如果士绅站在叛军一方，地方可能会

迅速陷入混乱；但如果士绅选择支持朝廷，叛乱势力往往难以在地方扎根。

信息流通的中介者：商人在冲突中往往充当信息流通的中介，他们的行为对双方的信息掌控能力有重要影响。在某些边境地区，商人

甚至能够通过向攻防双方出售信息，控制局势的发展。

民心向背的决定者：普通百姓的态度在战争和冲突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无论是攻击方还是防御方，都需要争取民众的支持。通过控制

百姓的思想与行为，攻防双方都能在认知战中获取更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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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攻击方或防御方的友军角色

“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和铁赢来的。”

拿破仑深知战争的残酷和代价。作为一位军事天才，他的这句话强调了战争胜利的代价，暗示了每

一次战斗背后无数士兵的牺牲。战争不仅是战略和指挥的较量，更是勇气、决心和毅力的考验。在战

场上，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而是通过无数次血腥战斗才得以实现。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KJJ

感知

第四章 攻击方或防御方的友军角色
4.1 友军的定义与角色

友军在认知战中扮演着协助攻防双方的角色。他们可能是地方上的官员、外部同盟者（如少数民族势力），也可能是明初外部边疆地

区的地方军阀。

4.2 攻击方或防御方的友军在认知战中的策略

在明初的认知战中，友军作为攻防双方的重要辅助力量，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协助认知作战的进展。他们通常承担着传播信息、动员民

众、维持地方稳定等关键任务。友军的策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4.2.1 合作式信息战：扩散对己方有利的认知

友军常常利用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帮助攻防双方扩散对己方有利的信息，削弱对手的影响力。例如，地方官员或外部同盟势力可以利

用其信息网络，迅速传播官方政策或反对方的丑闻，以达到影响民众思想的目的。

地方官员与防御方的合作：在洪武之治时期，许多地方官员选择忠于朱元璋，并在其政策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发布公告、

实施皇帝的诏令，将官方信息传达到最基层。这些官员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认知战的重要协作力量。例如，在推行《大明律》时，

地方官员通过讲解法律条文，向百姓灌输服从朝廷的思想，巩固了明朝在地方的控制。

少数民族势力的认知协作：明初，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怀柔政策与少数民族建立了同盟关系。少数民族首领在当地享有很高的权威，他

们往往帮助朱元璋在边疆地区传播明朝的统治理念，削弱反叛势力的影响。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例，一些部落首领通过支持明朝

的政策，成功动员当地百姓忠于朝廷，打击了元朝残余势力在边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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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争取民心：通过福利和保护提升地方支持

友军除了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还通过提供地方福利和保护百姓来争取地方民心，使得攻防双方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认知作战。友

军势力利用其在地方的强大影响力，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的支持，并借此对攻防双方的认知战产生决定性影响。

地方官员的施政与民心争取：明初，一些地方官员通过改善地方行政效率和保护百姓利益来赢得民心。例如，某些知府在执行朱元璋

严厉的赋税和法律政策时，会采取灵活的手段，减轻百姓的负担。这种策略不仅避免了百姓对朝廷产生怨恨，还进一步巩固了地方对

中央的忠诚。这些地方官员在认知战中通过“善政”塑造了朝廷的正面形象，减少了攻击方在当地的煽动效果。

少数民族友军的保护作用：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势力往往充当了朝廷的边疆屏障。例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下，土司首领通过向

明朝朝贡换取保留自治权，成为防御方的重要友军。通过对边境百姓的保护，土司势力不仅增强了对朝廷的忠诚度，也成功打压了来

自边境外部的侵扰势力。明朝与这些友军的合作使得朝廷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得以维系，并增强了明朝在边境地区的认知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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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联合行动：与主力部队或防御方共同实施认知打击

友军往往与主力部队或防御方合作，通过联合行动来实施更大规模的认知战打击。例如，地方官员或少数民族首领可以与中央军队配

合，在军事打击后进行认知战，确保地方在军事清剿后不会再次被反叛势力占据。

蓝玉案中的地方协作：在蓝玉被指控谋反后，朱元璋为了迅速平息全国的动荡，特别要求地方官员配合朝廷发布有关蓝玉叛乱的罪行

公告。许多地方官员迅速反应，通过告示和布告将朝廷的决定传达给民众，并且在朝廷的要求下，积极配合肃清蓝玉余党。这种协同

方式是防御方认知战的典型策略，友军通过配合中央的舆论战，使得对蓝玉案的处理迅速得到地方百姓的支持，避免了叛乱余党在地

方的再次崛起。

南方土司势力的联合行动：在明初的南方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势力作为防御方的友军，帮助朱元璋清剿地方叛乱。例如，西南地区的

某些土司首领主动要求与明朝军队合作，剿灭当地的反叛势力。通过与军队的联合行动，这些少数民族势力成功打击了叛军的认知传

播，并通过发布公告，展示朝廷对叛乱者的严厉惩治，向当地民众传达了明朝的强大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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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际的友军策略与媒介

4.3.1 地方性公告与舆论宣传

地方公告是友军在认知战中常用的工具之一。通过张贴公告、举办民间集会，友军可以有效地向地方百姓传达信息。地方官员在这一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公告向百姓解释朝廷的政策、澄清谣言，确保了朝廷的信息传播速度。

公告传播的具体方式：例如，某些地方官员通过公开诏书的形式，向民众宣布朝廷的恩赦或税收减免政策。在一些边远地区，官员会

专门举办民间集会或宣讲会，向百姓详细解释朝廷的施政方针，以减少地方的反抗情绪。在这种公告传播过程中，地方官员通过精确

的认知传播，强化了百姓对朝廷的忠诚度，削弱了攻击方利用地方矛盾发动叛乱的可能性。

4.3.2 宗教场所作为认知传播的媒介

宗教场所，特别是佛教寺庙和道观，在明初的认知战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教领袖往往拥有很强的地方影响力，朱元璋利用这一

点，将一些重要的宗教领袖纳入朝廷体系，作为友军在地方帮助传播朝廷的思想。

寺庙作为舆论阵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大力整顿宗教事务，并对重要的宗教场所进行控制。例如，许多地方寺庙会在朝廷的要求下，

帮助传达官方的政策和命令。宗教领袖通过在讲经布道中强调忠于朝廷的思想，向信徒传递朝廷的认知。这种通过宗教传播的方式，

不仅影响了大量底层百姓，还有效削弱了攻击方利用宗教煽动叛乱的可能性。

具体案例：寺庙中的诏书传播：在明初的某些叛乱地区，朱元璋通过宗教手段平息了地方的动荡。例如，在南方的一次农民起义中，叛

乱者试图利用宗教煽动地方百姓反抗朝廷。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朝廷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寺庙住持，要求其在讲经时宣读朝廷的恩赦诏

书，并强调叛乱者的罪行。这一策略成功地瓦解了叛乱者的宗教动员，使得起义迅速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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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攻击方或防御方的友军角色
4.4 典型案例分析：友军的认知战协作

4.4.1 云南土司势力的认知协作

明初，云南地区的土司首领是朱元璋的重要同盟者，他们通过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成功抵制了元朝残余势力的影响。在认知战中，土

司首领不仅提供军事支持，还通过在地方传播朝廷的政策，帮助明朝在云南地区树立了威信。

土司领袖的认知传播方式：云南的某些土司通过组织当地百姓进行集会，宣传明朝的怀柔政策和边疆税收优惠政策。他们通过不断强

调明朝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成功使得当地民众对元朝残余势力的影响力产生怀疑，最终选择支持明朝。这种友军与中央政权的认知协

作，是明初认知战的重要一环。

4.4.2 地方官员的民心争取策略

在朱元璋统治初期，地方官员面临着来自叛乱势力和腐败问题的双重压力。某些地方官员通过实施灵活的政策，积极争取民心，帮助

朝廷控制地方局势。

例子：福建地方官员与防御方的合作：福建是明初叛乱频发的地区之一。某位福建的知府通过减少赋税、宽待百姓的方式，成功平息

了地方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他还配合朝廷发布有关朝廷政绩和军队胜利的公告，成功削弱了叛乱者的影响力。通过这种灵活的策

略，该知府帮助朱元璋稳定了福建地区的局势，并通过认知战方式在当地树立了朝廷的正面形象。

4.5 小结：友军在认知战中的关键作用

友军的参与对攻防双方的认知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不仅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还在民心争取和地方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通过友军的协作，防御方能够在地方上有效传播政策，打击反叛势力的舆论动员。而攻击方则往往通过动员地方不满的势

力，将其转化为友军，增强其在认知战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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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和铁赢来的。”

拿破仑深知战争的残酷和代价。作为一位军事天才，他的这句话强调了战争胜利的代价，暗示了每

一次战斗背后无数士兵的牺牲。战争不仅是战略和指挥的较量，更是勇气、决心和毅力的考验。在战

场上，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而是通过无数次血腥战斗才得以实现。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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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5.1 朱元璋统治下的认知战成效总结

朱元璋在洪武之治期间通过认知战打击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势力。他通过信息控制、思想渗透和严刑峻法等多种手段，有效应对

了攻击方的认知作战。

认知战中的权威话语构建：朱元璋通过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成功构建了朝廷的权威性，使得攻击方的认知攻击难以取得成效。

对信息传播的完全掌控：通过邸报系统和严密的信息审查，朱元璋确保了朝廷在信息战中的主导地位，防止了反对势力的舆论传播。

友军的协作与地方稳定：地方官员、少数民族势力等友军的配合，为朱元璋的认知战提供了重要支持，帮助其巩固了地方的控制。

5.2 洪武之治的现代启示

洪武之治中的认知战为现代军事与政治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认知战不仅需要信息的掌控，更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和民心

争取的策略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朱元璋通过认知战的成功经验，展示了如何在内部动荡和外部威胁下，通过控制舆论和思想，保持

政权的长期稳定。

现代认知战的应用：现代社会中，信息传播更加迅速，认知战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通过学习朱元璋在信息管控和思想渗透方面的经验，

现代政权可以更好地应对内部的社会动荡和外部势力的认知攻击。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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