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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谓战争 
 

    一．战争的概念 

 

     （1）战争的基本要素乃两人以上的斗争，即决斗之谓。所谓战争

毕竟不外是决斗的扩大。我们可以说：战争是集合无数之各个决斗，而

成为一个统一之全体的东西。  

 

 （2）所以战争是为屈服敌人而实现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此

种暴力为对抗敌人的暴力，就要利用各种技术上、科学上的发明以为武

装。  

 

    二．战争概念的无界限性 

 

 故战争是交战双方各为屈服敌方意志之无界限的努力。  

 

     （1）暴力使用的无界限性 

 

 战争是否定那种以为不必流血只要巧妙制敌便可屈服敌人的博爱

主义。毕竟战争是暴力行为，于使用时，并无限度，必达于极点。此一

国对他国使用暴力，他国亦不得不用暴力来抵抗之，由此所发生的互相

作用，在概念上是无从窥知其极限的。  

 

     （2）打倒感情的无界限性 

 

     战争的直接目的在剥夺敌之抵抗力，故交战双方各为打倒其敌方，

在我未打倒敌人之前，而敌人自必先要打倒我，这样，互相打倒的感情

愈加兴奋，作无界限的伸张。  

 

     （3)力之发挥的无界限性 

 

 欲打倒敌人,先要测知敌人的抵抗力，依此决定来发挥自己力量的

程度。从敌现用的各种战斗手段，可以测定其数量(物质力),但对于敌

之意志的强弱(精神力)则不易测定，故我要努力使我力量增大到可以压

倒敌抵抗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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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缓和战争的无界限性的现实诸因素 

 

 人类的悟性倘若停留于抽象的境界，则上述关于战争之却无界限

性的观察，实有其真理。但现实上，于下举各条件成为缓和战争之无界

限性的要因：  

 

    （1）战争不是完全的孤立行为，且与过去的国家生活有密切的关联 

 

 纵然认为战争全属孤立的行为，其发生又与过去的国家生活无关，

于此亦可以明白暴力之无界限行使的意义。然在战争中，以彼我两国间

常继续着政治的交涉及敌国意志的试探，故保留着政治上妥协的余地。  

 

    （2）战争不是完成于一次的决战或同时并行的数个决战 

 

 战斗力的要素——土地与人口，以其不能同时行使，及同盟国的

参战亦由其自由意志而定，所以集中全力发挥于一次的决战很困难，尤

以人性的一面有保存其战斗力到最后使用的倾向，故常阻碍力量作无界

限的发挥。  

 

    （3）要顾虑到战争结局后之政治上的种种 

 

 在战争上将敌军完全击灭不算战争的终了，故须考虑到战争结局

后之政治上的种种，即要使其将来不能利用政治上的变化，以图挽回既

倒狂澜。  

 

    四．现实生活足以排除概念的无界限性与抽象性而依照盖然性的推

  测 

 

 倘若敌对的双方已非纯粹属于概念，而为具体的各个国家与政府

时，则战争不属于观念的行为，已成为特异的实际行为。即战争常事者

的各方须互相根据着敌方之性洛，设备、状态诸关系等，及盖然性的推

测，以察知对手所采取的行动，而决定自己对付的方法。又，战争亦具

有一种偶然性的要素，此种性质极近于赌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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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战争行为的继续问题 

 

    就战争的纯粹概念而说，则战争成为暴力的无界限行为。所以彼我

双方的政治要求，不管怎样微小，所用的手段，不管怎样卑下，但战争

行为一陷于中止时。就会违背其（战争）本质。因此，所以：  

 

 (1)一方要等待有利的时机，他方亦将努力使其没有等待时机的余

  裕。  

 

    （2）双方的力量完全平衡时，挑战者必抱有积极的目的。  

 

    （3）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但于此所用的力量未臻较强的程度时，

而发生一种平衡的状态，倘若此种状态暂无变化，则双方必将媾和无疑。

如有变化的可能性，则怕陷于不利地位者，非进而求战不可。  

   

 于此，战争行为便带有继续性，而煽趋两方的互相努力。但现实

的军事行动带有这种继续性者，实属罕观。这是什么缘故呢？  

 

    （1）因守势比攻势为有利的战争形式 

 

    目下的状况于我有利，但因力量不足，未能抛弃守势的利益而转移

攻势时，则非等待将来的机会不可。何故呢？盖将来以守势为立场而求

战者，实较现今立即采取攻势，或媾和为优。于是战争便入于休止的状

态。  

 

    （2）因未能全知敌情 

 

    一般所谓敌情认识的不完全，乃成为抑止军事行动、缓和其进行的

因素，至于战争行为中止钧可能性亦为缓和军事行动的一新要素。盖军

事运动的中止（即休战期间则能），便能借此战争延长的整个期间，弛

缓其紧张性，阻止其危险的进展，及恢复其曾彼破坏的均衡力量。  

 

 这样，战争愈远离概念，至将一切打算完全成立于盖然性的推测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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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于上述，当力之无界限的发挥被缓和，及盖然性的法则支配战

争时，政治目的，便再现其英姿，而此目的对军事行动的支配力愈大，

则军事行动愈弛缓。  

 

    六．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1）人类社会的战争，即全国国民间的战争，是胚胎于政治上的

状态及依于政治的动机而爆发。故战争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又是国家意

志遂行的一种政治手段，即战争不外是用其他手段而为政治（政治的对

外关系）的继续。  

 

 （2）战争的动机大而强烈，则影响于国民的整个生存的程度愈显

著。战争在未发动之先愈紧张达于极点，则愈接近于观念的形态。共结

果，所谓将敌打倒者，愈成为中心目标。战争的目标与政治的目的愈合

而为一，则战争愈近似真正的战争，而不近似政治。反之，战争的动机

与紧张性微弱时，则暴力必遵从政治所指定的方向而行动，战争愈与政

治相近似。  

 

    前者是第一种战争，后者是第二种战争，所以战争系依其所惹起的

动机及紧张的性质而形成各种的类别。  

 

    依于上述可以明白克劳塞维慈对于战争的本质，是从这三方面来观

察的：即其一是战争的本来激烈性——憎恨心及敌忾心。其二是战争的

盖然性与偶然性。其三是战争与政治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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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的总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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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说一。战争之质的观察 
 

克劳塞维慈系从现实与理念的两面来观察战争，并区别战争为概

念的战争与现实的战争两种，但在今日若从质的力面来观察战争，则政

治的价值与武力的价值便成为决定其性质的主要原因。 「战争是使用

武力而遂行国策的行为」（石原莞尔将军战争论的定义），所以国家为

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时，便发生战争的行为。  

 

    于此，政治价值此武力价值大时，则战争将在政治上求解决，而武

力的活动范围便变为狭小，且有时武力仅作为政治行为背后的威力而存

在着（第二种战争——现实的战争）。  

 

    反之，不依赖于政治，即政治价值小，而武力价值大，且专用武力

来解决战争的，则战争带着决斗的性质，接近于概念的性质（第一种战

争——绝对的战争。）  

 

其关系用图表示如下：          
        战争 

（注）       

（1）武力的活动范军增大时，则政治的活动领   

     域缩小。政治的活动范围增大时，则武力 

     行为自然减少其必要性。       

 

（2）于此所谓政治活动，主要的指外交的活动 

      ，但亦包合其他政治事象如思想、宣传、  

政治 

武力 

     财政、经济等。  

                               

    至于武力价值与政治价值系依其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各种形态、国

际关系、军事的进步等而变化，在各时代便产生各时代的独特不同的战

争。  

 

    在近代战争上的武力价值(尤以飞机的发达)与政治价值(国际关系

的复杂性)均比过去的战役特别增大，且其活动范圈亦特别增大，结果，

便产生了国家总力战的新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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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争的本质关系，可以说依然不变。于相对的比率上，当一国的武力

足以压倒他国时，便会实行歼灭战争（列如此次欧战德国的侵入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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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争的目的及手段 
 

    一．战争的目的 

 

前章系说战争种类的多样性，当然战争的目的亦随之多样，兹分述如下：  

 

     （1）概念战争的目的 

 

    从概念上研究战争的目的，则战争唯一的目的，可以归结为打倒敌

人，即敌抵抗力的剥夺。  

 

    为要打倒敌人，必须毁灭敌之战斗力并占领其国土，此两种目的已

达到，但敌的意志仍未屈服，换言之，尚未能迫使敌政府和他的同盟国

与我签订和约，或未能使敌国民降服时，则不能视为战争的终结。  

 

    所以直到和约的谛成，才可以当做战争目的的达到，或战争的终结。  

 

     （2）现实战争的目的 

 

    现实战争的目的系凭武力强制敌人来缔结政治的和约。概念战争的

目的，即所谓敌抵抗力的剥夺，但这在现实的世界裹决非通常的存在，

或未必成为媾和的必须条件。  

 

    在现实的战争上成为媾和的动机有二：  

 

     （A）对于战争胜败的推测 

     （B）对于力之消耗的考虑 

 

战争系亲视政治目的价值如何，而算定因此所要牺牲的大小（就

战争的范围及继续时间而言），但力之消耗与政治目的的价值，陷于特

别不平衡时，即足使战争中止，媾和缔约。  

 

即在现实战争上，一方不能完全剥夺他方的抵抗力时，则彼我双

方俱从事于胜败，及其所必要消耗之力的推测，因而造成媾和缔约的动

机，然作为此购和动机的方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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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为媾和动机的方怯（胜败的推测）：  

 

    （a）敌战斗力的破坏及其省县的占领此方法以打倒敌人为目的时，

其性质全然不同，即所谓战斗力的破坏，仅以使敌失掉胜利的信念，而

领略对手的优势为满足。其次敌人不愿从事于流血的决战，甚至全不愿

以兵戎相见，则占领其防御力薄弱或全无防御力量的省县，亦为相当有

利的事。  

 

    （b）其他方法即用政治的权谋术数，如离间敌的同盟国，或使其

不能倾注全力于战争，或自己取得新同盟国，由此，而使敌对于战争胜

败的推测，发生不利的自觉。  

 

（B）作为媾和动机的方法（力量的消耗）：  

 

    （a）以增大敌之力量的消耗为目的，而破坏敌之战斗力，及占领

其领土。  

 

    （b）直接增大敌力之消耗的三种特别方法：（A）侵入——此为占

领敌之省县，但不以长保于自己手中为意图，乃以在其地域实行征发，

或使与荒芜为目的。 （B）吾人的努力，専集中于足以增大敌方损害的

事物（注：例如第一次欧战军的攻击凡尔登）。 （C）使敌疲劳，即依

连续的对敌行为，使敌的物质力及其意志，逐渐涸竭崩坏。  

 

（总括） 
 

战爭的目的 
纯概念的战爭目的（打倒敌人） 現实的战爭目的（因政治目的之多样而

有各样的战爭） 

敌战斗力的

毀灭 

敌国土的占

領 

敌义志的屈

服 

促成对战爭胜敗的

推測 

对力之消耗加以考

虑 

以強制媾和当作战爭的终局 敌战斗力的破坏 

省县的占領 

政治的权謀术数 

敌战斗力的破坏 

国土的占領 

国土的侵入 

增加敌的消耗 

敌的疲勞 

歼灭战爭 消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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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而观，为达成现实战争的目的，其方法有败种：如敌战斗力的

破坏，敌地的掠夺，单纯的占领，单纯的侵入，政治的权谋术数，及使

敌疲劳等。这都是因时制宜，强迫敌人媾和的方法。即由于战争的诱因

——政治目的之多种多样，而使战争方法亦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二．战争的手段 

 

战争唯一的手段是争斗（Kampf)。  

 

     （1）战争的单位 

 

    战斗不同个人的争斗，系由复杂的各部份构成一个全体。我们对此

全体可区别为两个单位：  

 

    （A）主观的单位以晖队所构成的各部份作为一个战斗单位。  

 

    （B）客观的单位以争斗的目的及其对象物（object)，作为战斗的

单位。  

 

     (2)战斗的目的 

 

战斗一般的目的是毁灭敌战斗力。但在采取其他目标的场合，则

毁灭敌战斗力亦非为绝对必要之事，例如敌之土地被占领，敌之兵力的

消耗等是。  

 

    又，战斗是战争的一肢节，以击破敌之战斗力为最终的目的。但在

上述场合，击破敌战斗力未必为直接的目的，但亦有当为间接的目的。

这样，我们便可认识战争唯一的手段是战斗，然因其使用形式及战斗目

的多样，遂使战斗的种类亦随之多样。  

 

       三．战斗的两种形态 

 

    （1）敌战斗力的毁灭（战争的积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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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述，战斗目的是多样的，但敌战斗力的毁灭却成为军事行动

的基础。何故呢？假如事实上不能实行战斗时，或在敌放弃企图时，其

根本亦常须豫测此种毁灭的必然性。故所谓敌战斗力的毁灭，比其他手

段，均为最高且最有效的手段。就另一方面说，这种手段却常招来很大

的牺牲与危险。所以将帅们虽明知采取这种手段所获效果的巨大，但每

每又成为避免决战而选择其他手段的那由。  

 

    于此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我们如为避免决战而选用其他手段，必

须确知敌人亦同抱有此种义图为前提。假定在敌企图大决战的场合，则

我必将立于不利的地位。盖我已把自己的企图及各种手段的一部份指向

于其他方向，而敌人自绪战初期便得集中力量于决战方面。七年战争中

的排特烈大王与道恩元帅的战斗，其间的事实，便可证明。  

 

（注）在七年战争中的排特烈大王以寡少的兵力，强迫奥将道恩

（Dauns）元帅决战，而收获赫赫的战果。反之，道恩拥有比大王

优势的兵力，但因回避决战，反为所败。  

 

   （2）我战斗力的保存（战斗的消极目的）  

 

    当我欲毁灭敌战斗力时，则我的企树是积极的，以打倒敌人为目标。

当我欲保存自己的战斗力时，则我的企图是消极的，仅以使敌放弃其企

图为目标，此种纯然抵抗的战斗目的全在延长战斗行为的继续时间，使

敌陷于疲惫。但所谓消极目的，决不是绝对被动的意思，乃为期待将来

的决战，其根本与积极目的相同，俱以毁灭敌之战斗力为企图。  

 

    以上所说战斗的两种形态，便是攻守两种形式的区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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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 

 
战  斗 

爭斗的概念 战斗的单位 战斗的目的 战斗的兩种形态 

战斗是

战爭的

唯一手

段 

争斗不

同个人

的爭斗，

系由复

杂的各

部份构

成一个

全体 

战斗分有主观的、

客观的兩种單位 

一般的

目的 –

敌战斗

力的毀

灭 

其他 – 

采取特

种目标

的场合 

积极的

意图 – 

敌战斗

力的毀

灭 – 攻

击 

消极的

意图 – 

自己战

斗力的

保存 –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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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争的摩擦 
 

战争的摩擦是争战的特质，这种性质便是实战与桌上战争（纸上

谈兵）的重大歧分。  

 

    战争的一切原理很简单，正因很简单，也便是困难之所在。这就是

由于战争伴着各种的摩擦（或译障碍）。  

 

    战争所发生的摩擦有如下几种：  

 

    一、战争的危险性 

    二、战争的令人肉体劳苦 

    三、战争所得情报的不确实性在战时所获得的情报以虚伪的为多，

尤因人类恐怖的心理足以助长之。所以关于危险的情报，往往不属于虚

伪的，便属于夸大的，这均足以扰乱指挥官的判断的。  

    四、战争的障碍在战争中常有偶然事情的发生，如部队行动的困难、

不测的天候手气象的影响等障碍，都足以阻滞军事行动的。  

 

    而克服这种磨擦的手段，就是使军队习惯于战争，习惯可以使身体

忍受大劳苦，可以使精神抵挡大危险，可以使判断不为目前的印象所眩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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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事上的天才 
 

    所谓军事上的天才，即在智、情、意各方面，赋有足以克服战争上

各种摩擦之异常素质的人物。兹就这些性格作如下的研究：  

 

       一．智力与感情的协同活动 

 

        （1）克服战争的危险要有勇气 

 

    战争是危险的事体，故军人第一必要的性质是勇气。  

 

    勇气分为个人的勇气与对于责任的勇气。个人的勇，可作如下的分

类，所谓真勇者必具备有此两种性格:  

 

个人的勇气 
对於危险的不介意（先天的） 在于积极的动机（感情的） 

由於稟賦或轻生  成于观念习惯 名誉心、爱国心  其他各种感奋 

 

        （2）克服战宁的劳苦要能忍耐 

 

    战争足以令人肉体发生高度的辛劳与困苦，故非具有足以克服此种

劳苦的体力与忍耐力不可。  

 

        （3）克服战争的偶然性，不确实性所需的诸性格——句面眼，

决断心，沉着。  

 

·所谓局面眼（亦称慧眼或机眼），即纵在如何黑暗之中，常能

保持一道光明，烛知真相的智力。  

·所谓决断心，即仗此一道光明，而向前迈进的勇气。  

·所谓沉着，即遇意外的事件而能善为处置的能力。  

 

        （4）克服战争上各种障碍所需的意志 

 

造成战争的氛围，如危险、人体的劳苦、不确实性、偶然性等。

故在此等摩擦中，求能出以确实而有效的行动，必要有强烈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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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意志力，未必生于对个人的危险，乃起于挥官对于战斗胜败的责任

心。  

 

·精力表现于行为动机的强度，其本源具名誉心。  

·刚毅在各种冲突上表现意志抵抗的坚强。  

·忍耐在继续时间上表现意志的支持力，其根源是智力。  

·感情上的坚固性纵当如何强烈的兴奋刺激之际，常能依理智而

行动的能力。  

·性格法的坚固性所谓性格坚固乃指牢守自已的信念而言。所谓

性格坚固的人物，即最能继续保持其信念的人物。感情的平衡影

响于性格的坚固极大，一般感情坚固的人物，其性格亦强固。但

关联于此性格上的坚固。却有一种变相的顽固，所谓顽固是拒绝

他人较高的意见而绝不予采纳的态度，主要的由于感情上的过失。  

 

      二．智力的活动（地形观）  

 

欲知战争与土地关系的密切，主要的有待于智力的活动。  

 

·战争与土地的关系是不断地存在着，即凡军队的军事行动莫不

有一定的空间。  

·战争与土地的关系足以变更诸力的效果，甚至有使其整个变化

的作用。  

·战争一面要受某一地方的很小地形所影响，他方面又与大空间

有极大的关系。  

 

    但欲把握着此等关系，实非易事，何以呢？因为指挥军队活动的空

间极广大，纵是苦心搜索，未必周到，又欲正确地知道它变更无常的情

况，亦很困难。  

 

    欲克服这种困难，必须有特殊的精神能力，吾人把它叫做「地形恨」

（Ortsginn 或译地形感觉），所谓地形眼系指所到每一地方能迅速正

确地作几何学上的想像，使整个地形常能涌现于脑际。很显明的，这是

想像力的一种。  

 

    这种才能的使用，在阶级上，愈是高级的将帅愈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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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军事上的天才，即凭于智力、感情、勇气及其他各种心力的

合一以从事军专活动的卓越军事指导者，世人惯将单纯而勇敢的军人称

为军事上的天才，这是不对的。殊不知智力比勇气尤为重要。虽是下级

指挥官，苟欲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亦必须具有优秀的智力，其阶级愈

高，则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  

 

    故凡欲在战争上建立殊勋者，自下级至高级，均须具有特殊的天才。  

 

    然而历史家和其他论史的人们，仅对于居第一位者——司令官的地

位而曾建殊勋的人们，惯称为天才，这大概是因居于此地位所需要的精

神及智力较居于第二流以下的地位者为大吧!  

 

    更有进者，凡欲在一个战争或战役中，博得光荣胜利的指挥官，尤

非兼具有高等政治的伟见不可。这是说战略与政略要一致，将帅又须成

为政治家。但彼却要常不忘记了自己仍身为将帅才可。盖彼在其视野中，

一面须囊括整个国际政局，同时另一方面必须对其凭目己的各种手段所

能达成之任务的范围有正确的意识。  

 

在此场合的各种关系，既多式多样，境界又很不明确，其结果，

必有许多要因杂入于将帅的视野之中，而此等要因的大部份有待于推测

而知，所以将帅必须发展其统一力与判断力而成为一种惊人的洞察力。  

      

但这种高等的精神作用，即天才的眼力，如果没有上述感情上及

性格上诸特性为其支柱，恐亦不能创造历史，垂名后世。  

 

最后我试问：在军事上的天才，究以何种智力为最适宜？于此，

我可以断言:「军事天才是临战时而能付托以我们子弟的生命、祖国的

名誉与安全的人物。这种人物与其长于建设，不如长于反省；与其偏于

局部尽其推求之能事，不如具有概括全体之能力；与其具有热烈的胸怀，

不如赋有冷静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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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 
 

军事上的天才 

战爭的本质 战爭的摩擦 

打倒武力 支配政

治 

危险

性 

肉体的

劳苦 

偶然性不

确实 

障碍 战爭與地形

观系 

战略能力 政治能

力 

勇气 忍耐 局面眼决

断力 

意志

力 

地形眼 

洞察力 智力与感情的协同活动 智力 

将帅 

 

 

附说二。关于战争的真义 

 

    克劳塞维慈因受黑格尔哲学的影飨，其论战争上的精神要素的重要

性，比诸欧西别的兵学者还要强调，但对于战争本质的那种见解，终脱

不出欧西派的唯物观念。即他所述的，断定战争为观念的「力与力」的

抗争，不承认其间有什么道义的存在。在现实的政治作用上，又专以利

害的打算为基础而遂行战争。  

 

    固然他把战争作客观的观察，自有其一面的真理，尤以欧西由来的

战争尽属于这个范畴。  

 

    中国的战争想想与欧西派的兵学思想，截然不同，我们只稍一览我

国历代各家的兵法及现代国父的战争理论之后，就会澈底明了了。 （此

两行为译者加入——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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