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1/19 第三篇 战略 
 
 

第三篇 战略 
 

战略 
战略

的定

义 

战略的要素 战略

的形

態 

精神的要素 有形的要

素 

数学的要素 地理

的要

素（土

地的

影响） 

統計

的要

素

（給

与的

诸手

段） 

军

事

行

为

的

中

止

战

爭

的

动

学

法

則

军队

的武

德 

兵数

的优

势 

集中 

时间的集中 

兵

力

的

逐

次

使

用

价

值

兵

力

的

集

中

量

兵力

的 

集中

所生

疲

劳、

困

苦、

缺乏

等的

影响

 

战

略

預

备

队

兵

力

的

節

約

幾

何

学

的

要

素

|

兵

力

配

合

的

形

态 

地

形 

瞰

制 

战略

係將

战斗

作为

实現

战爭

目的

的手

段而

使用

之 

将

帅

的

技

能

（

胆

力

、

堅

忍

） 

勇

|

胆

力 

严

|

坚

忍

的

精

神 

军

中

的

国

民

精

神 

絕

对

的

优

势

（

強

大

军

对

的

编

成

） 

相

对

的

优

势

（

运

用

的

巧

妙

） 

获

得

优

势

的

其

它

兩

种

手

段

| 

奇

袭

及

诡

计

空

間

的

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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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2/19 第三篇 战略 
 
 

第一章 战略 
 

   一．战略及作战计划 

 

 所谓战略系以战斗来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故对战略，先要作如

次的两种观察:  

 

     (1)战斗力及战斗成功的可能性 

    （2）应使战斗力成为卓越的智力、感情力 

 

 为达成战争的目的，而策定作战计划，则必要根据此两点。所谓

作战计划是决定整个军事行动的目标，而各种军事行动又连结于该目

标。  

 

 从来作战计划不是策定于军队，惯例系策定于政府，所以政府殆

成为军队的大本营（如七年战争的腓特烈大王），但就一般说，纸上的

空论绝无效用，计划必须适应在战场上的实际状况，又不断地加以修正

方可。  

 

    二．战略手段的性质 

 

    战略上所使用的各种形式，手段极为简单，又经常为兵家所使用，

其所获结果，亦为人人皆知。但有些批评家却过于重视此形式与手段，

遂眩惑于前人辉煌的战绩，而以简单的活动形式为天才的表现。  

 

 可是战略的形式与手段未必为天才的表现，但实行之则不易，非

有天才的手腕不可。总之，断然遵守既定的方针，始终遂行原定的计划

而克服无数的障碍，不特要有雄大的魄力，且要有超常的明敏正确的思

虑。  

 

 其次，论战略而不把一切精神力加以考察，仅依物质的数量而立

论，则此种论调，便成为力的均衡，兵力的优劣，时间与距离的关系，

几何学的角与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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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战略上较难之点，不在于这种简单的物质数量，乃在于能否把

握着活动于其间之精神上的各种力量。  

 

     这种精神上的诸力，特别在战略的 高范围里（即战略与政治及

行政相关联的部份），常发生重大的作用，而使将帅判断困难。  

 

     三．战略效果 

 

 所谓战略效果是观察战争或战役的全体后，而又综合观察其间所

发生的战斗及会战的效果之谓。  

 

 战斗的效果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两种：  

 

 1.直接的——直接破坏敌战用力。  

 2.间接的——不是直接破坏敌战斗力，乃欲达成其目的，而决定

间接的目的，以遂行之，则可收此效果。例如占领敌方的省县、都市、

城塞、道路、桥梁、仓库等。  

 

    战争是多数战斗的结合。而战略效果仅为各个战斗的效果，即战略

效果，不是表现于占领地点及敌无防备的地方等方面，乃系决定于此战

斗效果之终局的总和。换言之，决定整个作战成败之所在，实为 后得

利或失利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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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略的要素 
 

     战略的要素，依其性质，可以做下面五种的分类:  

 

 1.精神的要素——属于精神的特性及精神作用所惹起的一切。  

 2.有形的要素——属于军队的战斗力、编组及兵种的此率等。  

 3.数学的要素——属于作战线的角度，及具有外线机动与内线机 

  动的几何学性的部份。  

 4.地理的要素——属于土地的影响，如瞰制地点、山岳、河流、 

  森林、道路等。  

 5.统计的要素——军队维持的手段（给养、补充等）。  

 

     此等要素在战争某种行为中，无单独的作用，乃常互相混合的存

在着，故分析此等要素而作个别的研究，并非无毛病，但从另一面观察，

却可以明确理解此等要素的价值。  

 

一．精神的要素 

 

     精神的诸力（或简称精神力）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全体，而且军

队的运用，也是凭于指挥官的意志力而决定，即军队与将帅、政府等的

智能及其他精神上的各种特性，战地的人心，战胜战败的影响等都足给

予军事行动的重大影响。  

 

     但因对此精神力问题观察的困雏，故尚为人置诸脑后，不过战史

却常提示了这种精神力的价值。  

 

     基本上精神力可以分为如次的三种因素，就中应以何者 值得重

视，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各因素均足给予战争极大的影响，在战史

上已有明确的事实为之证明。  

 1.将帅的才能 

 2.军队的武德 

 3.军中的国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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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现代，欧洲各国的军事均达于同一的水准，兵学的原则各邦

亦各趋一致，故像腓特烈大王用斜形战斗队形击破奥军于拉顿一样的使

用特殊技能来博得战胜的事已很困难了。  

 

 所以在今日的状态，军中的国民精神与军人战斗动作的娴熟，实

具有加倍的重要性。  

 

 在精神诸力中表现有特别作用的，就是胆力与坚忍的精神。胆力

常足以超越猝至的危险，成为一种独自的活动原理。战争除可由空间、

时间及物质的数量的计算来推定其成功率外，又不能不承认胆力，具有

一定的成功率。故胆力可以说是将帅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没有胆力决

不会成为卓越的统帅。又坚忍是打破战争上的无限艰难、辛苦、困乏等，

而取得赫赫战果的唯一途径。肉体与精神衰弱的人，决不足以克服此等

战争上困难，唯具有强烈的意志者，方能达成 后的目的。  

 

二．有形的要素 

 

  （一）兵数的优势 

 

 有形的要素（或称物质的要素）是兵数、武器、编成及各种技术

等，就中以兵数的优越作为战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设在白纸上想定彼

我的编成、装备、军队的素质等完全相等，则决定彼我的胜败，主要的

就是兵数的多寡。但如果全将其他战胜的因素置之不讲，仅以兵数的优

越作为战胜的绝对因素，其错误自不待言。  

 

     反之，若认为兵数的优越对于战胜没有多大影响，而战胜乃属于

其他战略要素，如军之几何学的态势，及地形的利用等，这也是犯著重

大的错误的。还有一种思想流行于十八世纪，以为军队的兵数要有一定

标准的大，但超出此以上的战力，反为有害。总之，兵数的均衡自要有

一定的限度，其程度如果悬殊过什，则任何因素均不能凌驾之。不过在

近欧洲战史上，以寡兵而胜二倍以上之敌，也有不少例子，如拉顿之

战，腓特烈大王以三万兵而破八万的奥军，在罗斯巴哈之战，彼又以二

万五千兵破五万的奥法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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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在德勒斯登之战，虽以十二万兵击败二十二万的奥俄普联

军，但这个兵力的此例，却不及二倍。 

  

    反之，称为古今第一流的两大军事天才家，——腓特烈首以三万兵

而为五万的奥军所破，拿破仑亦以十六万兵而为二十八万的联合军所

败。  

 

     由上而观，可知在今日的欧洲，纵是超卓的将帅，欲与拥有二倍

优势兵力之敌对战而取胜，实在困难。  

 

     故欲战胜，就「非在决定的瞬间，尽量地集结多数的军队不可。」  

 

 但这种兵数的优越应如何求得之呢？  

 

     （1）兵数的绝对优势 

 

 在战争之初，应尽量以大多数的兵力参加战役，期在兵数上占绝

对的优势。  

 

    但这种绝对优势兵数的决定，乃属诸政府的权限，而出征军的总指

挥官通常只能使用既定的兵力交战而已。  

 

     （2）兵数的相对优势 

 

    总指挥官为求在战斗上取得其数的优势，只得巧于运用，以造成相

对的优势而已。  

 

 总指挥官为造成相对的优势，就要具备有——对敌情之正确判断，

以寡兵牵制敌人的勇气，实行强行军的至刚气力，出以敏捷果敢的奇袭，

突遇危险的到来，而精神的活动力愈加活泼等条件。  

 

     但于此（即关于造成兵数的相对优势）亦有只以明确测定空间与

时间作为兵力运用上之主要因素的思想流行着。惟现以公平的眼光，通

览战史，仅因测定时间与空间的错误而招致失败的战例，亦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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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富于决断心而英明的将帅如腓特烈大王与拿破仑，其凭疾风般

的行军，以一军逐次击破数个敌军时，决不能仅用时间与空间的单纯计

算来说明的。  

 

 但为获得这种相对的优势，应采取如何手段呢？  

 

 （A)决胜点正确的决定。  

 （B)军队 初的行动方向能正确无误。  

 （C)不眩惑于眼前的现象，常保持集中优势的兵力。  

 

（二）获得优势的其他两种手段 

 

    获得优势的其他两种手段,就是奇袭与诡计：  

 

    （1）奇袭 

 

 为获得相对的优势，就常要以奇袭为行动的基础。且依于奇袭的

实行，可以使敌军发生混乱，及挫折其士气而收获精神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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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奇袭的本质，有如下表： 

  

 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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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以奇袭而取得辉煌的战绩，只得再数到拿破仑与腓特烈

大王。且就这两位名将所行奇袭的战史为例证：  

 

 （A）战术的奇袭 

     (一)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对布留歇军的战斗。  

    （二）一七六 0 年腓特烈大王对牢敦军的利格尼兹战斗。  

 （B）战略的奇袭 

     一八 00 年拿破仑的越过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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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战争开始，奇袭敌国的战例 

     一七四二年腓特烈大王进入细勒西亚的作战。  

 

  (2)诡计 

 

 诡计是秘匿我军本来的意图，使敌脑筋混乱，面自犯错误之谓。

故诡计为奇袭所不可缺的一要件。但诡计的实行，却常附带着如次的困

难： 

     （A)恐其终归无效，例如发布虚伪的方略与命令，并故意使此种

消息传入敌耳。惟此种作为，除在特别时机外，一般不易收效。  

 

     （B)为牵制敌人，或实施伪战斗配备（如伪阵地）以眩惑敌人，

但须用很大的时间与劳力，且往往容易招来正面兵力薄弱的不利。  

 

    故指挥官不喜用诡计，在许多场合都用常道。  

 

    但在战略的指挥上，如因兵力的不足，必须活用诡计。尤其陷于途

穷力屈，绝无胜算时，更非从诡计中求生路不可。  

 

三．数学的要素 

 

    （一）兵力的集中 

 

 为求兵力的优越，一般须保有强大的兵数，而在决定使用的瞬间，

尤须保有强大的兵数。  

 

 正如前述，将帅不能自由决定兵力的多寡，仅能依其集中兵力而

使用之，即兵力非在适切的空间与时间上力求集中不可。  

 

 (1)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为求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必须极力避免兵力的分割，但亦非无与此相反

的事实，古来将帅依漫然的感情，实行兵力分割者，屡见不鲜。至关于

兵力必要分割的场合，留待下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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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时间上兵力集中的研究对象，就是兵力逐次使用的价值。兵力的

集中量，及兵力集中所发生之疲劳、困苦、缺乏等的影响。以下且加以

简略的解说:  

 

 （A)兵力逐次使用的价值 

 

 战争为互相对立的两方之兵力的冲突，兵力较大者便可以歼灭敌

方或完全将其驱逐之。故一般认为兵力的逐次使用，必犯很大的过失。

但于此将兵力作有利的控制，其理由有二：  

 

 ·火力是战术的基础，在战斗初期，应凭火力的发挥而力求减少

 损耗。  

 ·彼我的战线陷于停顿、疲劳、困惫的时候，增援新锐的兵力，

 其价值甚大。  

 

     在后者的场合，若胜败的归趋既明，则胜者便可以借精神上的优

越感而压倒败者。假令此时，败者有新锐兵力的增援，亦无从挽回颓势。  

 

     一般战术上的战果，系产生于战斗中，即在战斗未终结时之彼我

混乱的状态中。反之，战略上的战果却产生于战斗终结之后。  

 

     故在战术上，可以借新锐兵力的加入，捕捉战况一转的机会。但

在战略上，这种时机却已成为过去。由此吾人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在战术上可以逐次使用兵力，但战略上则要同时使用之。」  

 

     （B)关于兵力的集中量 

 

     关于兵力的集中量，观于上述，已可了然。即欲获战术的成功，

开始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其余兵力则作为豫备队，而等待于敌炮火的

射程以外。但战略上则要将可能使用的兵力，同时使用之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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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上一旦成功之后，则战术上状况的剧变，即可减少（因战

 斗已终结）。  

 ·使用于战略上的兵力，不应使其全部受损耗。  

 ·决定战略上的适剩兵力，极为困难。  

 

 （C)兵力集中所发生疲劳、困苦、缺乏等的影响。  

 

 我们即已研究了战术上的破坏要素，即对炮火及白兵战应否保存

兵力，其次更发生对于战略上的破坏要素——疲劳、困苦、缺乏等应否

保存新锐军队以为补充的问题。  

 

     于此，且解答之如次：  

 

 ·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比未使用的新锐军队，其威力较小。  

 ·在战略的行动中所发生的疲劳、困苦、缺乏等损耗，并不像战

 斗损害（即参加该战斗兵数的死伤)一样的成正比例而增加。  

 ·由于兵数的增加，反减少全般的危险及减轻勤务。  

 

 故对于这个战略上的破坏要素，没有保存兵力的必要。要之，为

达成战略上的目的所使用的兵力，以同时澈底使用于同一地方，同一行

动的效果为 大。  

 

   （二）战略预备队 

 

    （1）战略预备队的任务 

         

       预备队的一般任务是：  

 

 ·交替战斗中的军队或增援之 

 ·预防意外的危害 

 

 即前者纯粹属于预备队战术的任务，后者有时属于战术的任务，

有时属于战略的任务。例如在河川山地防御场合，因对敌情侦知的不确

实，为变更我兵力的配备，就先要准备一部兵力，以防不预测事件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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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敌情的不确实性，如在战略的活动愈离开战术的活动，接近于

纯粹的战略时，则愈减少。至与政治发生密切的联系时，则完全消灭。

这样，战略的预备队也自然随之减少（即指敌情不确实性的减少）。  

 

     （2）战略预备队的价值 

 

 ·战略行动动常欲隐秘于很长的时间及广大的地域，实为困难，

 故在许多场合可以侦知敌的战略企图。  

 ·战略上的胜利为各个战斗结果的综合。大军的战胜，足以补偿

 小军的败续而有余。故在主要决战上使用所有的兵力，如另一面

 为敌所破，则这一面（主决战）非求其必胜不可。  

 ·战术上的兵力逐次使用，在求胜败决定于战斗的终局。反之，

 战略上的兵力同时使用，系展开主要的决战于战斗的初期。  

 

 基于上述三种观察，可以说，战略预备队除抱有特别目的之场合

外，都是不必要的，反会发生危险。  

 

 战略上在某地点所发生的不利，一般可以借其他地点的胜利来补

偿。至将某地点的兵力移调于其他地点，而使其平均的事情则很少。  

 

 预备队是用以预防不利的，尤应及时使用于企图决战的正面，以

博取胜利，但实际上，竟有使用不到者。例如一八 0 六年耶纳会战中的

普军。  

 

    （三）兵力的节约 

 

 兵力的节约，系戒其力的浪费，而确保其全部的协同动作之谓。

换言之，即使兵力的每一部份没有不呈活动的作用。  

 

 倘若在必要以外的地力配置兵力，或在决战时机，尚有一部份兵

力在行军中、机动中，像这样的使用兵力，与其说是愚拙，不加说是自

寻危险。  

 

     （四）几个学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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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学的要素即兵力配备的形态，以影响于筑城为 大。在战斗

上如军队的运动、野战筑城、阵地的占领、攻击的法则等皆成为几何学

上的线、角等问题。尤其战斗之际，欲包围敌人，更成为几何学的要素

问题。  

 

     然在运动战上，与其说是受这种几何学要素所支配，无宁说是受

精神力，各级指挥官的特性及偶然性的影响为尤大。  

 

         （1）战术上之几何学要素的价值 

 

在战术上因时间及空间的短小，则容易使其限制为 小的限度。例如一

个部队因侧面及背面受敌攻击，忽然退路又被其遮断时。故欲避免这种

危险，就不能不求几何学之态势的优越。于此，在战术上可见几何学的

要素，实为重要的因素。  

 

         （2）战略上之几何学要素的价值 

 

    在战略上因其有关系之时间及空闲的长大，故几何学要素在战略上

的效用不十分重要，枪炮射程的距离不能由这个战场到达那个战场。且

当实施战略上的迂回行动时，往往需时数周或数个月，加以空间距离的

扩大，故纵以如何完整的战略配备来实行当初的企图，亦极困难。固然，

几何学的配备不健全，但有一点的战胜亦可产生很大的效果。故可以结

论：  

 

 「在战略上战胜之数，及其价值的大小远在几何学的要素之上。」  

 

 我们对于克劳塞维慈这个数学要素的观察，实发生种种的怀疑。

这是现代的战争比诸当时的战争（主要的指腓特烈战争与拿破仑战争)，

各种交通通讯机关的特别发达，已增大了军队的机动性。所以于研究本

章的理论时，就非先了解克氏的思想是基于拿破仑时代的战略思想为念

头不可。  

 

 四．地理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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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形 

 

 （1）地形影响于军事可从如下两方面来观察：  

 

 （A)影响于军队的粮食给养。  

 （B)影响于军事的活动：  

       -障碍运动 

  -障碍俯瞰 

 

     这三种影响，可使军事行动发生多种多样的复杂化。  

 

     （2）地形影响于军事，主要的依于土地的性质而变化，其代表的

东西为:  

 

 ·耕地——此等地方为许多壕、墙、篱、堤等所切断，并有许多 

  独立的住宅与丛林的存在。  

 ·森林地、沼泽，湖沼地带。  

 ·山地、起伏地等。  

 

 此等地形的特性，不仅直接影响于战术行动，且影响于战略上的

兵团运用、编成、装备等。  

 

 即在这种特种地形欲举行一如平原地的大会战，极为困难，而分

散的各个战斗却直接成为决定战胜的要素。因之与其说凭将帅的战略运

用足以决定胜败之数，不如说由于下级指挥官的独断能力，军队的战斗

精神。  

 

     又，在山地、森林、耕地等运动困难的地方，对于兵种的配合亦

必要特加注意才可。  

 

        （二）瞰制 

 

 战略上瞰制的利益有如次三种：  

 

    （1）战术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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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高地可利用作为难于接近的障碍物。  

 （B)从上方向下方射击，射击距离虽然同样，但命中率却较反对 

  方向为大。  

 （C)有俯瞰展望的利益。  

 

 （2）接近困难，俯瞰容易，又成为战略上的利益。  

 

 （3）俯瞰足以使精神振奋。  

 

 地理影响于战略如此重大，但仅以此而欲取得战胜则不可能。地

形是死物，有待于利用，战胜是依于战斗的胜利而获得。  

 

五．统计的要素 

 

 统计的要素——军队的维持手段，主要的关系于战斗力，留待战

斗力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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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说四。兵器的重要性 

 

     克氏在本书上，每强调兵数的优越为战胜的决定要素，此固因为

当时的情况使然，正如该书后面所说:「 近各国军队不仅兵器上装备

上训练上相类似，就是将帅的战术能力亦概达于同一水准。」（见战斗

力篇第一章）惟降及现代由于各国武器装备优劣的不同，在战场上恒以

武器、袋装备的优劣，而决定胜败。尤其自原子弹出现后，各国军事家

皆推断：在将来战争上，由于原子弹的使用，纵是若何庞大的陆海军，

亦归于无用。故将来的制胜必为少数具有 大速度和航续力而携带原子

弹的空军。但照我们的观察：原子弹如果仍被使用于将来战争上（不被

禁止的话），其威力难免不受限制，即是说，当防御的武器出现时，必

将失掉其作用或减少其威力。虽然，但我们还是相信决定将来战争的胜

败主要的仍为「新兵器」，「新装备」。这是我们今日研究克氏的兵学

应注意之点（此附说为浴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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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略的形态 
 

     一．军事动作的中止 

 

 若从理念来观察战争，则军事行动应是续继而不间断的。  

 

     试阅战史，便可看到静止与无活动的状态，占着战争的大部份。

这个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参照第二篇第一章）：  

 

    （1）人心本具有怯儒，缺乏决断的意念。  

    （2）人类的判断及洞察力的不充分。  

    （3）其他条件如同样，则防御比攻击为有利。  

 

     倘若寻诸拿破仑战争以前的战史，也常见不基于上述原因，而发

生长期之军事行动的中止。主要的，一面由于军事的要求，及他方面的

国情与道义的政治论等军事以外的原因，但其影响却异常重大。  

 

     像这样的战争，便陷于仅为武装中立，或示威运动，俾有利于谈

判，或为等待将来的好机，姑先止于多少利益的获得，或仅为履行不愉

快的同盟义务而参战等形态，遂使战争抛弃原来猛烈的本质与面目。  

 

 此时代,战争的停止活动竟占战争期间十之八九。  

 

 战争的如此中途停顿，遂使兵学理论趋于技巧，及强调机动态势

的优越与决战回避主义，甚至以决战属于野蛮人的战争。但以法国革命

的爆发，突然惊醒了沉醉于这旧式兵术思想的人们的迷梦，并发挥战争

本来的激烈性，而席卷全欧。  

 

     依此而观察现代的战争，可以定出如次三种性质:  

 

 1.军事行动不是继续进行着的，也有中止的期间。  

 2.两个战斗之间，必有相持的时间，此时双方俱取守势。但战斗

 却连续到战争的结局为止。  

 3.两敌中抱有积极的目的者常取攻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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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军事的动学法则 

 

        （1)休止与紧张的反复 

 

     正如前章所说，近代战争是有它的中止期间。倘若军事动作的中

止状态成立时，这时就要保持彼我有形无形的力量及一切关系与利害的

均衡。至某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而开始活动时，则他方为对抗之亦开始

同样的活动，于是便发生战斗的紧张。此种紧张，一方为达成豫期的目

的，或在他方未绝念抵抗前而继续着。  

 

 这样便会发生新的紧张，或发生一时的间断，即静止的状态。这

两种状态是不断的循环着，且以下表来表示这种状态：  

 
 

     

 

                

                           

政治的原因 军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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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紧张的程度与战果的关系 

 

 决战的效果以在紧张的成立时为尤大，这个理由是:  

 

         （A)目的既确定之后，因之意志力亦加强，且动作的必要亦

   迫切。  

  （B)一切均指向大规模的运动而准备。  

 

     而紧张的程度愈大，则决战的价值亦愈增加其重要性。  

 

     例如一七九二年法将丢谟利埃（Dumouriez）率革命军侵入普鲁士

而破敌于发尔密（Valmy 法国一乡村）时，顿使法军的士气为之大振。

反之，在荷赫刻赫（Hochkirch 萨克森一城市）的战胜却没有多大的感

觉。  

 

     古来的战争（指拿破仑以前的战争），已如上述，均以休止、均

衡的状态为常则。此等战争中的诸行为，不会发生重大的效果。况且有

仅为祝女帝诞生（如荷赫刻赫的事迹），或恐污辱军职（如库涅斯多夫

的事迹），或为博得将帅的虚名而出于战斗，其战果如何，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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