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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抗俄的基本方案 就是不要和他講和7 
 

    對於結束韓戰，艾森豪的新行動已面臨攤牌階段，解除臺灣中立化，

取銷國軍突擊大陸的限制，將要求國會通過廢棄任何秘密協定等等，都是

採取行働的先聲。柯副總指揮客歲應本刊之請於撰成此文，闡釋對韓戥的

看法，說明當前民主陣營絕對不應與共匪集團謀和，雖然時局已稍有更易，

本文仍有其價値，幸忽明日黃花視之。——編者附註 

 

一、由艾森豪訪韓說起 

    艾森豪威爾元帥之所以贏得美國總統競選，自然有他的許多優越條件，

但是由於他競選時提出光榮結束韓戰的諾言，爭取了不少的選票，亦不爲

無因。無怪乎原任總統杜魯門於艾森豪競選勝利之後，即請其早日赴韓，

實現諾言，而艾森豪亦在深思熟慮之餘，很快的就實踐前言，親往韓國戰

場，以尋求光榮結束韓戰的方策，向他的選民交代。 

    艾森豪於視察韓國戰場之後，至今還沒有發表他光榮結束韓戰的方案，

只是不斷與他的顧問們接觸，而且還和前任韓國戰場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元

帥會談。自然這是制定方案前的必然現象，但由此亦可顯示出艾森豪焦盧

的心情。究竟艾森豪將何以結束韓戰，這不只是史魔毛匪所急欲知道的，

就是全界世人士亦正在喘喘不安，期待此一關係世界安危方策的揭曉。 

二、蔣百里先生的名言 

    蔣百里先生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曾寫了一篇「勝也罷！敗也罷！就是

不要和他講和」的名文。寫此篇文章的期間，正是南京陷落，而武漢亦將

被圍的時候。在此期間，日寇正挾其戰勝餘威，向我政府招降，並且，由

德使出面，企圖誘我政府媾和的時候，而蔣百里先生即以此文應世。他寫

                                                     
7
 本文刊登于<戰鬥明天>第一卷，第二期，1-5 頁，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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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論據，乃基於當時日寇的外强中乾，先天不足，他判斷日寇必無法

繼績長期的無限度的戰爭，所以此時日寇唯一自處之道，則只有速戰速决，

進行有限度的戰爭，亦即「戰爭論」裏所說的現實戰爭——有限度目的的

攻擊或防禦的應用。 因此，蔣百里先生便以此論據寫成了他的名著，而且

果如所言，日寇便在長期的無限度的戰爭下失敗了。 

    時至今日，如果以當時蔣百里先生的名言應用在反共抗俄的戰爭裏，

我以爲或許還要更恰當。自然蘇俄是地大人多，物產亦還相當豐富，而且

他還有不少附庸國做他的衞星，他是適合於長期的無限度戰爭的，但是他

的外强中乾，則一如當時的日寇。藎俄帝是處在内線作戰的不利態勢上，

只要全面戰爭一但爆發 ，他便有被自由世界包圍攻擊的可能，而且很快的

便要遭受戰略空軍的全面轟炸，很快的便要失去地大、 人多、物産豐富的

優勢；其次科學的落後，工業生產力的不及自由世界，這亦是他的最大弱

點，尤其是鐵幕内的不穩，這才是俄帝不敢爆發全面戰爭的最大原因。當

前俄帝唯一自處之道，則只有進行長期的而又有限度的戰爭，亦只是「戰

爭諭」裏所說絶對戰爭與現實戰爭同時蓮用。俄帝這一戰略的意義，就是

說在戰爭的目的上他是無限度的，是無限目標的攻擊，除非俄帝統治了全

世界，他的戰爭目的是沒有止境的；但是在作戰的手段上則是有限度的，

是有限度目標的攻擊。以陰謀、暴動、內戰的方法，逐次的滅亡自由世界

的所有國家。所以俄帝最怕的是全面戰爭的及時爆發，而且始終不和他講

和，使他有限目標的攻撃，逐次消滅自由世界所有國家的企圖無法實現。

因此，蔣百里先生「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和他講和」的名言，如果

應用在當前反共抗俄的戰爭上，自然是更恰當了。而艾森豪結束韓戰的方

策，我以爲亦將捨此無他途可循，否則，除非聯軍自願退出韓國，讓俄帝

遂行其逐次侵略的陰謀。 

三、列寧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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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的遺言：「戰爭中最妥善的行動是延遲作戰，以待敵人道德崩毀

時再打擊之，即輕而易擧。」列寧在這裡所指的「以待敵人道德的崩毀」，

大槪是基於馬克斯所推論的「資本主義最後必自然腐爛崩毀」而言。 

    列寧這一戰略的基本論據，除了上述馬克斯所推論出來的「資本主義

必然腐爛崩毀」的不合邏輯以外，那就是由於俄帝存在着內在的和外在的

弱點太多的緣故。俄帝的內在弱點是什麽？他內在的最大弱點就是政權的

不鞏固和內部的不團結。如果他的政權鞏固的話，那他就無需乎用極權專

制來做他政權的基礎，更如果他内部團結的話，那他就更不必用鐵幕來隔

離他的人民，和不斷的實行殘酷的淸黨整肅了。其次就是他的國力並不强

大，尤其科學落後，工業生產能力趕不上西方國家，這更是他無法補救的

弱點。俄帝的外在弱點又在那裏昵？那就是列寧自己知道得最淸楚的，馬

克斯所推論出來的「資本主義必然腐爛崩毀」的結論是不可靠的，而且列

寧還親眼看見在他所認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只沒有自行崩毀的跡象，而

且還天天的强大起來，就因爲他的敵人太强大了，所以他在無法一擧來完

成侵略企圖的時候，就只有等待分化，設法各個擊破自由世界，這就是列

寧這一戰略的由來。 

    俄帝和共產黨徒們一向是將列寧的遺言奉作金科玉律的，因此列寧這

一戰略亦就很自然的成爲俄帝進行侵略世界的基本戰略，而且在最近二三

十年來屢試屢驗的，俄帝亦就因此變成了今天威脅自由世界的强一大帝國

了。 

四、有限度戰爭是什麽？ 

    戰爭自然的目的在殲滅敵軍，務使對方完全屈服而後已，此乃克勞寒

維慈所說的理想戰爭。但是事實上，戰爭明明不能如理想來進行，由於客

觀事實的限制，戰爭有時必須中途停止，或和緩的延續下去，待機再起，

這亦就是克氏所說的現實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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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度戰爭是屬於現實戰爭範疇之內的，有限度戰爭的意義，克勞塞

維慈說得很明白，他說：「一國沒有殲滅敵軍的大力量，仍然可取攻勢時，

則其作戰目的，不得不限制而以征服敵國一部爲滿足。敵國土地之一部本

是製造勢力一個源泉，我奪敵之勢力源泉，一面使敵損失勢力，另一面又

可吸收敵地資源增加我的勢力。若至戰爭結局時，我所攻佔之地或永爲我

所有，或可換取相當代價。所以，凡攻勢轉爲守勢之後，若不是變勢的禍

患十分鉅大時，則征服敵國的一部，最爲確當。」他又說：「至於守勢，

最終目的决不可取消極，無論如何，務必乘虛反攻，我們都已强調其原則。

依理而論，攻者之進攻，非至萬不得已時 决不會停止攻擊斷絕戰爭的念頭。

攻者因前進減弱其銳進力，但守者有時反較攻者損失更厲害。且守者本較

攻者爲弱，若攻守双方損害相等，則守者所受困苦自必更甚。實際上，攻

者勢窮力竭後始會向守者求和 ，然這不過是一種戰爭變態。這個變態，是

因爲守勢動作上的「期待性」，而不是守者的「消極性」。所謂「期待」，

即等候好的機會，這是抵抗本身的特性，若萬一久待而無良機，只有向政

治關係中去設法。有時可以造成守者新的同盟國，或使攻者的同盟國發生

背叛行動。」由此可知所謂有限度戰爭：攻者是因爲無法將敵人完全屈服，

守者則是因爲不能與敵人實行决戰。所以前者的作戰，是對有限制目標的

攻擊，以求速獲戰果，並希望各個擊破敵人，後者則是實行逐次抵抗，以

期待敵人戰力消耗疲憊，乃至成立媾和。 

    有限度戰爭的最大效能之一是祗要達成全面戰爭中的若干特殊目標，

在戰史中此種成就屢見不鮮。普奥戰爭，普法戰爭，和日俄戰爭均屬於此

類型的戰爭，而且攻擊方面均獲勝利。相反的，拿破崙戰爭，第一、二次

世界大戰的德國，和中日戰爭中日本，他們均實行無限度目標的攻擊，但

均無法達成而皆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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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俄帝正運用這有限度戰爭的原理，以保持有限度戰爭的接觸爲手

段來遲滯全面戰爭的爆發，並小心的避免着直接參加戰爭。 

五、戰下去俄帝必敗 

    俄帝運用這一戰略，在最近二三十年來不知佔了多少便宜。首先他在

十月革命以後，運用有限度的守勢作戰，得免以被西方國家征服。從此以

後，他乃採用有限度的攻勢作戰，以國際共產黨爲工具，進行各國的内戰。

最初他向西方國家，如德國意大利發動內戰，但因計不得逞，乃又轉向東

方，尤其中國來製造共產革命。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俄帝仍然還是執行

這一戰略。初期他實行有限度的守勢作戰，以期待軸 心國家的疲憊和政治

的變化，後期則實行有限度的攻勢作戰，逐次的併吞東歐的許多國家。尤

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更是積極的進行有限度的作戰，希臘、中國、

韓國、越南一連串的戰爭，可以說均是俄帝這一戰略的妙用。但是在俄帝

運用這一戰略的時候，亦碰上了不少的釘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德

國、意大利、土耳其所有俄帝導演下的內亂，均爲希特拉、墨索里尼、凱

末爾等所盪平。就在中國如果不是因爲受抗日戰爭的影響，共匪亦早爲國

軍消滅乾淨了。由於上述的史例，便可以說明一個與俄帝作戰的原則：就

是如果你願意和他作有限度的戰爭，而又在他獲勝或者失敗的時候和他講

和，那你就得承認永遠失敗；相反的，如果你决心和他拼到底，勝也罷！

敗也罷！絶不和他講和，那你就先立於不敗之地了。所以今日民主與共產

兩個世界的衝突，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不要與俄帝講和，戰下去，

俄帝必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