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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一．克氏小传 
 

     战争论是普国克劳塞维慈将军的著作。克氏生于一七八 0 年马格

德堡的近郊，十二岁即入军队服务，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参加莱茵

河畔的战役。  

 

     一八 0 一年至一八 0 三年在柏林陆军大学读书时，深得闻名当时

的沙纶和斯特将军的栽培。  

 

     一八 0 六年耶纳之役，充当掷弹兵营长奥斯达亲王的副官，因负

伤被俘，拘留于法兰西。  

 

一八 0 七年十一月归国，充当沙纶和斯特将军的幕僚，致力于普

鲁士军制的改革，因而奠定普鲁士复兴之基。  

 

     一八一二年战争，服务于俄军的参谋部。一八一三年充当布留歇

将军的幕僚，对拿破仑作战，煞费苦心。  

 

     一八一五年战争，充当第三军团参谋长，与格奈塞瑙共建殊勋。  

 

克氏著手于战争论的著述，已开始于一八一 0 年，系以进讲普王

太子所用的教材为底稿，孜孜地著述。  

 

一八一八年被任为柏林军官学校（Die allgemeine Kriegsschule）

校长，这时他凭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得的宝贵经验，更努力于近代战史的研

究，直至一八三 0 年在北勒斯劳充当炮兵总监时，才完成战争论的体系。

实则，他埋头于这部兵书的著作，达十二年的长期间。  

 

一八三一年染虎烈拉，逝世于北勒斯劳，时五十一岁。此时战争

论尚未完成，旋经他夫人玛丽女士的整理，翌年才把他这部战争论的遗

稿刊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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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战争论的两个因素 
 

     克劳塞维慈诞生于一七八 0 年，正当普国稀世的英主腓特烈大王

的晚年（大王殁于一七八七年），即普国的威权建于绝顶的时代，彼在

整个的年青时代，非常景仰大王所建设大普鲁士的伟业，于此可知彼对

于大王的杰作——两次亚勒西亚战争及七年战争之史的埋头研究了。  

 

大王即位时代的普鲁士，仅德意志帝国内的一邦而已。大王之父

腓特烈威廉一世，爱好当时繁华的法兰西的风尚，并谋整军经武，富国

强兵，以此传之大王。但是普鲁士的近邻是俄罗斯、奥大利、法兰西、

瑞典、英吉利等强国，他们都是极力压制普鲁士的复兴的。所以大王对

于战争，老早从巧妙的外交政略上决定这些国家的向背，然后挥戈使用

当时的横队战术，给养装备，自然这种战争缺乏一举歼灭敌军的机动

性，而陷于长期的状态。在这个期间，为导致战争的媾和，自然每要作

外交上的周旋。  

 

影响战争论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战争所发生政治价值的重要性。  

 

     克氏立志从军，始于一七九一年法国革命爆发之时。  

 

     由于孟德斯鸠、卢梭等的倡导鼓吹自由思想，便成为推翻君权的

先声，促成巴黎革命的流血。而极保守的普鲁士尚未受到这种革命思潮

的影响，且在社会运动之前，与奥大利互相提携，对法国的革命宣战。  

 

但在国民的意识与士气两皆旺盛的法军，由于卡尔诺的使用散兵

战术，便将奥普的联军击破，这个时候，康德在普军的本部大声疾呼

道：『今日从此开始世界史崭新的一章了。』  

 

    由于康德的大声疾呼，遂把普军唤醒了，同时，有青年司令官拿破

仑，创建了新战斗方式，以疾风扫叶之势，席卷意大利，连破奥军，迫

其媾和。因此遂促成自腓特烈大王以来以武功闻名于世的普军，开始积

极的改革。  

 

    一八 0 六年的铁鞭终加于过信形式和以自负为荣的普军了，这就是

耶纳、亚尔斯特的会战。克氏在普国大败记事上的卷头有如下的记述：  

李浴日译  lee@leeyuri.org                        世界兵学社发行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3/9 总 论 

 

     『公平的人士对于一八 0 六年以前及同年之普国的观察，均作如

次判断:「普国是灭亡于其形式的。」因为过度信赖这种形式，又杂以

自负，便不觉地使精神为形式所蝉脱，正如只闻器械戛戛之音，而不问

其有否适用的人。』又说：  

 

     『一七九二年的普国军队已不同腓特烈大王时代的军队了，将帅

及其他的指挥官，已白发斑斑，变为懦弱老弱，实战的经验亦已付诸东

流，腓特烈二世的精神，不复全般磅礴，并因军用材料的预算与旧时同

额，而各种物价却逐渐升腾，亦弄得不完全，不堪使用。柏林的武库虽

是谨慎地储藏着炮兵材料，犹有一钮一钉的不备，且所存的钮钉亦不适

于实用。只有士兵所用的白刃，虽保持其光润，枪身（铁部）频用通条

擦磨，枪床（木部）每年涂漆，手枪亦然，其实这时普军已变为欧洲最

劣等的军队了。 』  

 

     但是普鲁士对拿破仑的复仇精神，此时已达于顶点，斯泰恩的内

政改革与沙纶和斯特的军制改革相继着手，废除旧式训练的佣兵军队，

诞生了采用新式散兵战术训练成功的新国民军队，克氏此时充当夏伦和

斯特的幕僚，致力于军制改革，此后始终倾注其半生精力于对法作战

上。  

 

战争论实是这个结晶的作品。  

 

但彼在对法作战期间，认识了战争唯一的手段是战斗，战斗须凭

会战的方式，一举而歼灭敌人。  

 

克氏的第二个思想，即关于武力价值之绝对性的确信，也是成熟

于此时。由上而观，他幸运地遭逢着两种本质不同的战争，又以哲学的

锐利头脑给予系统的解剖。  

 

  三．战争论的内容 
 

战争论分为如下八篇：  

 

        第一篇 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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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系克氏披露其对于战争本质的见解，故本篇为战争论的主

眼，并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研究态度。  

 

        第二篇 战争的理论 

 

本篇系阐明战争理论的研究方法，若从另一方面观察，可以说他

是系统地表明对于战争论的研究态度。  

 

        第三篇 战略 

          

        第四篇 战斗 

 

        第五篇 战斗力 

 

以上三篇系就战略的各种要素加以研究，而各种要素的意义作用

等，系从战争本质的见解上加以研究。  

 

        第六篇守势 

 

        第七篇攻势 

 

以上二篇系说明战争的根本两种形态——守势及攻势的本质，又

就战略上各种要素的作用影响等而论述。  

      

        第八篇战争计划 

 

     本篇系对于战争整个的构成之研究。  

 

     总之，第一、第二篇说明战争的本质。第三、第四、第五为说明

构成战争关于战略上的各种要素。第六、第七篇说明战略上各种要素之

行使形态。克氏最后总括上面，而论及战争逐行的具体方策，并以对法

作战计划而结束全书。  

 

   四．战争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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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说：『在各时代便有各时代独特的战争理论。 』  

 

本书作于十九世纪之初，但因战争技术的日新月异，自然其中某

部分不无失却生命之处。  

 

但是，德国兵学从毛奇发展到鲁登道夫的总力战理论，法国兵学

完成于福煦，苏联兵学经列宁、史丹林而创造独自的阶级斗争理论。虽

说这些兵学都是时代的、社会的产物，却不能不说系以克氏的战争理论

为母胎而产生的。  

 

     我们非从克氏的战争理论中，把握其不朽的战争原则，使其发生

伟大的效用于未来的时代不可。今日我们陶醉于新理论之余，倘若把兵

学泉源的克氏当为陈腐的东西而抛弃之，那就荒谬不过了。  

 

克氏战争理论的不朽价值，可以归结为如下三项:  

 

（1）科学的研究态度 

 

关于战争的著述，已肇始于希腊的古代，但把战争作科学的研

究，实以克氏为嚆矢。  

 

彼说：『本书的科学性在努力探究军事现象的本质，而指示构成

此等现象之各种事物的性质，及与此等现象相连系之点。 』  

 

     克氏于此不惜费十二年的光阴，思索又思索，探究又探究，且以

战史为对照，真是煞费苦心!  

 

这不能不说是在东方兵学代表作之孙吴兵书上所看不到的一特

质。  

 

（2）精神要素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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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认识了战争上的精神要素，并强调战争不单靠物质的力量，

与以几何学的方式而决定胜败，不待说，这是他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得的

宝贵经验，又是精研战史的赐物。  

 

克氏在那徒是崇拜几何学的战略态势，或囿于物质威力的此较之

当时欧洲兵学界中，算是独自发挥其卓越的见解了。  

 

克氏的研究，是体验的，哲学的，以之对比我东方兵学上之直觉

的、飞跃的精神要素，实给予我们一个重大的教训。  

 

（3）关于战争之二重性的观察 

 

克氏在战争论上对于基本思潮的战争二重性之观察，可以当作他

战争论的主眼。所谓战争的二重性，可从下述两方面来观察它战争的性

质：  

 

第一种战争，不问它是否发生于政治的意图下来进行，或仅为夺

去敌人的抵抗力而使其应允我任意所提出的媾和条件的意图之下来进

行，总是以打倒敌人为其当面的目的。  

 

第二种战争，仅以在敌国境的附近作若干侵略为目的，惟此际这

种侵略，亦不问是为占领侵略地而进行，或是为在媾和之际保障其侵略

地而进行。  

 

固然在这两者之间的种类亦很多，然在此时，此两种战争的努

力，常是维持全然相异的性质，到底不能相调和的。第一种战争遂行的

代表者是拿破仑，第二种战争逐行的代表者是腓特烈大王。至关于战争

本质的见解，系视乎将帅和政治家在战争遂行上所抱着真确的信念而

定。  

 

    五．克氏时代以来战争性质的变化 
 

克氏时代以降，在欧西相继发生普奥、普法、俄土等战争，因而

促进军事的进化，尤以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欧洲大战，因其参战兵力

的庞大，及各种科学兵器的进步与发明，使战争的性质起了一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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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力战的倾向 

 

欧洲大战的结果，最显著的倾向，就是总力战。高岛大佐在他所

著『皇战』一书对于总力战有如下的定义:『总力战是对原来的武力战

而言，它系以武力、政治、经济、思想等之有机的综合力而战争。』  

 

固然，古来的战争，并没有和政治、经济、思想等分离。克氏说

过：『战争系用别种手段进行的政治继续。』拿破仑也说：『政治是我

们的命运。』但政略手段先于战略手段而决定战争胜败的归趋，亦不乏

战例。  

 

     就经济方面而看：如七年战争，系以国库准备金的有无，来左右

战争的胜败。拿破仑亦发表过：『战争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

还是金钱』的名言。  

 

关于思想战争，可举十字军、三十年战争等为实例吧。  

 

     但在这些战争上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力，并没有像在现代

战争的直接深刻反映于国民的实际生活上。它仅是政府的战争，或国家

官吏的事业。且那些力量在战争目的遂行上，老不注意于综合的发挥。  

 

     高岛大佐把总力战的内容，分类为『武战，政战，经战，心战，

学战。』诚然，在总力战上，我们非认识政治、经济、思想的力量成为

战争遂行上的重要战力不可。  

 

     还应注意的，所谓备战的经常化。这是说在战时要能最迅速而综

合地发挥国家的总力，因此，在平时就有把国家的态势转移为这种状态

的必要。至于武力以外的战力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也要在平时建立

了有利于我战时的基础。这是近来一般的趋势，各国总是尽其最大的努

力来完成国防国家的建设的。  

 

（2）武力战本质的变化 

 

   （A）战场的立体化、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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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上次欧洲大战以来，因为飞机的发达，便造成战场的立体

化、全面化。在陆战上，海战上如果缺乏空军力量的参加，便无法制

胜。  

 

     又用空军可以一举摧毁敌国政治军事经济的中枢，且有一部份空

军万能论者，论断在将来战争上，用空军可以在转瞬闲决定战争的胜

败。  

 

     可是，今日空军武力的价值，尚未发展到这个程度，只造成了到

开战之时变后方为前方的状态，于是便由军事战争，一变为『全民参

战』了。  

 

     (B)阵地纵深的增大与战斗的坚韧性 

 

     阵地纵深的增大（竟至配置数线于纵深数千公里的阵地上），是

由于火力装备、化学装备的充实，而使战斗愈加坚韧剧烈，导致战争的

长期持久。在未能以一击而结束战争之二次欧洲大战，其阻止德军数度

的攻势，导致绵亘数年的长期战争的原因，即为法军以凡尔登、巴黎为

枢轴之坚韧抵抗的赐物。  

 

     在这次大战后，各国为使战争在短期间结束，便有机器化部队的

创设。苏军曾提倡以此一举而突破阵地之全纵深的新战术。  

 

   （C)参战兵力的庞大与战线的延长 

 

     参战兵力的庞大，也可以看做近代战的一特色，战线的无限扩

大，正如二次欧洲大战，包围延翼竞争达于极点时，便形成北由北海，

南至阿尔卑斯山的大战线。  

 

     因此，福根汉对凡尔登战区所主张的消耗战略，兴登堡的突破包

围战略等，便相继应运而起。  

 

（3）政治战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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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克氏时代的政治内容，系以外交战略为主体，凭于巧妙的利

用，便可以在折冲樽俎之间，支配战争的命运。但在近代的政治内容，

正如高岛大佐所说，不仅是外交战略已扩展至政治、经济、通商、贸

易、思想、宣传等社会生活的全面。尤其是政治与武力，不是各个独立

的存在，而是密切的，有机的关联而活动着。  

 

  （A)国际关系的泛世界化、密切化 

 

克氏时代的国际关系仅限于欧洲的小天地，反之由于现今交通、

通讯机关的发达，使世界的距离为之缩短。在国际间投下一石，其波纹

立刻荡漾于全世界。  

 

     不独这样，国家间的利害冲突，不仅限于国境，且于政治权利、

通商贸易、思想宣传等方面亦互相交错着，甚至每一方面往往带着有数

国的共同利害关系。于此倘若某一国对某一国开战，就会突然造成全世

界的风云，不许你局外旁观的。  

 

    （B）战争的大企划化、组织化 

 

     战争遂行的形式之成为大企划化（依照企图的计划），也是现代

战争中的一大特色，尤其战争入于长期的状态，这种色彩更为浓厚，即

人与物的资源动员，军需资材的充实补给，及后方国民生活的安定保障

等，都要置于财政、金融、生产、消费、通商、贸易等经济的统制管理

之下。  

 

     （C)思想宣传组织网的扩充 

 

    最后说到思想宣传组织网的扩充，就中以哲学为背景的学术战，成

为最强力的武器，可以操纵着敌国的人心。  

 

以上系就战争性质的主要变化而述，但下举克氏各篇战争理论的

原则部份，却依然不变，尤其熟读玩味，益觉带着多少怂恿我们创造新

理论的成分。我们从他呕尽十二年心血的结晶中，领略其崇高远大的思

想，使我们在这个新时代中，非致力于斯战争理论的建设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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