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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慈在本篇系就寓有攻势的防御为最有利的作战形式而

论。根据这个基础观念，进而研究国土防御的各种手段与方法，最后

则论述战场防御的各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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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守势的本质 
 

一．守势的概念 

 

    守势是抵抗敌之攻击，而粉粹其企图之谓，其特征系等待敌的进

击。即在实战上，守势常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守势本身的目的，在维持现状，于每一部份上，欲歼灭敌军，则

常要伴着采取攻击的各种动作。  

 

二．守势的价值 

 

    守势之利有两点：  

 

1.等待之利由于攻者误认、恐怖、怠慢等所生一切的踌躇，防者

均可因之而造成有利的结果 

2.地形之利 

 

    现以守势的价值与攻势作比较的研究：  

 

   （1）战术上所见攻防两种手段的利害：  

 
战斗的胜因 意  义 攻  击 防  御 

奇袭 在某种地点，以优

于敌的兵力，出敌

的意表而袭击之 

实行全体的（以军

的全部）奇袭为有

利，此为攻者当然

之利 

实行部分的（各部

队）奇袭 

地利 地形的障碍力地形

隐蔽的利用 

 地形之利专属于防

者 
包围攻击（迂回） 火力的包围退路的

遮断 
企图包围攻击其全

体（包围或截断全

军） 

可以完成部份的包

围企图，尚待于地

形的洞悉，奇袭等

而扩大效果 

 
上表所列的三个胜因之中，攻者仅能获得奇袭及包围攻击两部份

之利，反之，防者却能得此三者之利，能活用此三者而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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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战略上所见攻守两手段的利害： 

  
战斗的胜因 意  义 攻  击 守  势 

地利  

 
 地形之利专属防者 

奇袭 奇袭的原来定义，

为在特定的地点配

备优势的兵力，出

敌意表，而袭击之 

战略上奇袭比战术

上奇袭，其效果更

大，但非乘防者的

过失不可，且此种

现象不常有 

乘攻者兵力分离之

际，而奇袭之的利

益属于防者 

 

包围攻击 包围攻击在战略上

很多改善其性质 

一．火力包围的不

可能 

二．交通线于侵入

敌国时，易发生弱

点 

一．防者较在战术

的场合可减少退路

的威胁二．内线的

效果很大，防者可

活用之 
战场的补助作用  攻者侵入敌地愈

大，则战场之补助

作用的效果愈减少 

要塞的援助、粮食

及补给等，于防者

为有利 

 

民众的协力   国民军，民众的武

装等以在国内作战

时，对于防者为有

利 

精神诸力的利用  攻者的精神优越 凭将帅的才能而利

用之，以对于防者

为优 

 

    依于上面的综合研究，守势比攻势，可以说是更有力的作战形

式。但从另一面说，守势的目的是消极的，为达成积极的目的，非付

以最大的牺牲代价，转取攻势不可。  

 

三．攻防价值的变迁 

   

    攻防两者的价值系跟着战斗方式的变化，互相竞争其优劣而变迁

迄今，兹将列表如下，以便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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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价值的一覧表 
攻防价值的优劣 时代 

攻击 防御 

决定优劣的原因 说明 

 

三十年战争  优利 军的展开及配备为

会战的主要事项 

 

七年战争 优利  机动力的增大 腓特烈大王利用军

队的机动力，常击

破优势的奥军。罗

斯巴哈、拉顿诸役

的战胜，即其代

表。  

七年战争末期  优利 坚固阵地的诞生 防者为抵抗之，因

不能实行机动，便

占领坚固阵地。所

谓坚固阵地系利用

大河深谷山岳等以

行横队战术，使攻

者不能实施攻击 

拿破仑战争 优利  队次的分割与迂迥 拿破仑废止旧式横

队战术，而采用纵

队战术，这个结

果，使有固定性队

次易于分割，迂回

部队常要跋涉山岳

溪谷等障碍，以致

放弃坚固阵地。 

拿破仑战争末期  优利 给予阵地的独立性 防者为抵抗之，常

注意占领有独立性

的阵地，更使防者

占优势 

 

    至从战史上研究攻防的价值，每因防者缺乏成功的战例，故欲证

明攻势的绝对有利，未必不是。  

 

    何故呢？大抵防者取守势时，兵力常比敌为寡且弱。  

 

    不过对于优势的兵力，而取守势的防者，则攻势亦未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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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战争中的腓特烈大王在科林、库涅斯多夫诸役的战败，即其

证明。  

 

四.守势所附带的一般性质 

 

   （1）攻势的集中性与守势的偏心性 

 

外线作战属于攻势，内线作战属于守势。即在攻势与守势作战上可以

见其特性——集中性与偏心性的对立。今就这两种特性而研究其利

害： 

  
 定义 运动的效果 判决 
集中运动（外

线） 

1）所谓集中运动

正如下图表示之

外线的行动，兵

力的效果是生于

指向共同的点 

 
 

（F 是敌的略号） 

（1）战术的利益 

A 可以实行包围攻击 

B 可以切断敌的退路 

 

（2）战略的利益可以威

胁敌之策源。要之集中

运动的利益，正如克氏

说：「对 a 作战毫不减

其效力，并可同时对 b

作战。同样，对 c 作

战，并可对 a 作战，这

样，其整个效果不仅为

a+ b，而且超过之」 

偏心运动（内

线） 

（1）所谓偏心运

动，正如图示之

内线的行动，以

全体结合，而对

各个目标

 
 

（一，二，三次

系表示攻势的顺

序) 

（1）不失良机的内线作

战，可以将敌各个击

破。  

（2）内线的利益系以与

此有关系的空间之增大

而扩大成此例，要之，

偏心运动的利益，系结

合 a+b+c 的战力而发挥

于一点。 

（1）

集中

形，

可以

得辉

煌的

成

功。

偏心

形，

虽质

朴，

却可

得确

实的

成

功。 

 

（2

）集

中

形，

目的

积极

而力

弱。

偏心

形，

目的

消极

而力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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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攻者不一定站于外线，防者亦不一定站于内线。  

 

惟从一般的倾向上就可充分认识攻防两者。  

 

     （2）攻势及守势的互相作用 

 

    战争系以守势而开始成立的。何则？因攻势的绝对目的，不在斗

争，而在目标的占有。防者为抵抗敌的攻势，势非斗争不可，这样便

发生战争了。  

 

    故防者为策定防御配备起见，先要判断攻者的攻击方法，及按土

地的状况，而决定采取怎样防止攻击的战斗指导方针。  

 

    在另一面，攻者亦侦察防者的防御配备而选择攻击手段，攻防两

者是这样的互求优越，而起互相作用。  

 

（注）集中运动亦有译为向心运动，偏心运动亦有译离心运动。  

 

(注)克劳塞维慈于本章上，系先力证攻势防御为最有利的作战形式，

但照我看，防者每易陷于被动退缩，求能依照企图而转移适切的攻

势，则要能作最大的努力。故现今各国的典令均以守势为在不得已的

场合所采取的作战方式。  

 

又就内线外线之利害而观，尚有多少应加以批判的地方，即被受拿破

仑战术的影响，以内线的各个击破较为有利的方法，但这是因当时的

交通，通信机关，尚未十分发达，致使外线作战的指挥发生困难，后

来毛奇在普法战争中，却发挥外线作战的奥妙，以歼灭法军，这是昭

彰见诸战史的。  

   

即内线外线是各有利害的，但应何去何从，虽视乎将帅的「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 」但仍以守势为最有利的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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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略守势 
 

一. 战略守势的性质 

 

战略守势乃为积极的达成战斗目的，而利用其有利的战斗形式转

移为攻势的一种手段。  

 

故在战略守势上，攻势转移，为不可缺的事，原来各种抵抗系专

为此攻势转移以求战力的优势而进行的。  

 

且防者除可利用上章所述战略或战术的胜因，如地利、奇袭、包

围攻击、战场的补助作用、民众的协力、伟大的精神力等外，还可探

取具有自然优势的特别手段。  

 

二. 战略守势特别手段 

 

战略守势的特别手段为后备军、要塞的利用、民众的协力、国民

武装、同盟等项。 

  

（1）后备军的活动所谓后备军的活动系指全体国民牺牲自己的

财产，生命而参加战争，尤其国内防御时，常备军更可多面发挥

其潜力。  

 

（2）要塞的利用守势时，要塞的价值，远比攻势时为大。即攻

者不能使用国境附近的要塞，反之，防者却可适切地利用深设于

国内的要塞。  

 

（3）民众的协力在国内防御上，防者可以得到民众很大的协

力，如军需补给、谍报等。反之，攻者欲向民众课征时，要出以

武力的强制，则很困难和麻烦。  

 

（4）国民武装民众的协力愈密切时，便变为「武装蜂起」，即

武装自动参战，像拿破仑苦恼于西班牙国民武装的战例，便可见

效力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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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盟国际间利害的错综，足以促进政治的均衡，并有维持

现状的倾向。故防者为维持现状而采取自卫行动，便易取得同盟

诸国的同情与协力，成为有利的援助。  

 

三. 守势的抵抗种类 

 

     守势的抵抗可依反击的时机而区分为下列四种：  

 

区 分 方 法 战 例 
第一抵抗法 敌军侵入战场，立刻攻击

之 

摩尔维兹（一七一四、腓特烈） 

荷恩普里得堡（一七四五、腓特烈） 

第二抵抗法 在战场境界的附近占领一

阵地，待敌向其前面进出

而攻击之 

苏尔（一七四五、腓特烈） 

罗斯巴哈（一七五七、腓特烈） 

第三抵抗法 敌的攻击动作经我摧毁之

后，即转移攻势 

布纶策维次（一七六一、腓特烈） 

第四抵抗法 逐次转移内地的抵抗 莫斯科战役（一八一二、拿破仑） 

 

关于此等抵抗的价值，且从下举三点加以研究：  

 

（1）守势利益的享受守势的利益以转移攻势的时机愈迟愈大，

换言之，愈处于被动地位愈享有守势的利益。  

 

（2）防者的负担防者有利亦有害，即防者愈是被动的防御，其

不利亦愈增大，战场如为敌军侵入，则防者的负担（牺牲）便增

大，就中以在本国内交战的场合，其牺牲更增大。  

 

（3)对攻者反击的手段反击系用武力使攻者肉体精神的疲劳而进

行之。总之，前述三种抵抗法，主要的系用武力加以反击，而此

第四种抵抗法乃在以武力使攻者肉体精神疲劳，战力日益消耗，

而放弃其攻击的决心。  

 

若从守势的效果上来观察，当选定防御的各种形态时，一面要考

虑到必要牺牲的多寡，并能决定之，另一面还要考察地形、住民、习

俗、风气等决定是否适合于其防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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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军的战斗力发生特别悬殊时，力的关系，足以决定防御的形

态。  

 

     例如常以攻击为主的拿破仑于一八一三年八月，因感于自军兵力

的不足，遂取守势，至是年十月，兵力的不均衡更选于顶点，乃在来

此钖采取决战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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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守势会战 
 

守势会战通常乃防者将攻者的集中态势予以分离之后，便转为放

射的攻势。为此，防者对于敌欲截断我退路的企图，就要讲求对策。  

 

防者能击破敌于分离之际，则攻者再无集结其兵力的可能，并收

辉煌的战果。拿破仑的特勒斯登会战，即其好例。  

 

守势会战主要的系利用要塞或阵地而施行。惟于此选定的适当与

否，其影响于会战胜败的重大，已不待说。  

 

     以下且就要塞与阵地加以若干说明和观察：  

 

   
 

一. 要塞 

 

（一）要塞的效果 

 

要塞的战略效果，可分为主动（属于攻势）和被动（属于守势）

两种。  

 

被动的效果系指保护要塞之所在地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而言，主

动的效果，系指要塞守备兵及其他协同部队对要塞周围所受的影响而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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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考） 

主動动效果： 

  （1）要塞守备兵出击的可能地域。 

  （2）协同部队的活动地域。 

主动的效果，以要塞守备兵力愈大亦愈大。又，协同部队的存在，足以扩大其效

果。 
 

   （二）要塞的意义 

 

古代都市的要塞仅以直接保护都市的生命财产而存在。降及近代

要塞所具的战略意义，已被重视，以间接保护国土，为本来的任务。

这样，要塞的意义既扩大，其目的亦因之而有各种不同，有利用要塞

的被动效果，有利用主动的效果。  

 

     要塞所具战略的意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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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的意义 
1. 

可利

用作

为安

全的

储藏

品仓

库 

2. 

为富

庶大

都市

的保

全机

关：

不仅

成为

自然

的储

藏品

仓库

且为

防者

战略

上的

重要

支柱 

3. 

为城

寨：

阻塞

道

路、

河川

等，

表现

城寨

原来

的意

义 

4. 

为战

术的

据

点：

当为

防者

之

翼，

发挥

其价

值 

5. 

为驻

军

地：

作为

确保

交通

线的

安

全，

及对

敌游

击队

奇袭

的良

好驻

军地 

6. 

为败

兵或

寡弱

部队

的避

难集

结地 

7. 

为对

攻者

的防

御机

构：

要塞

不特

可牵

制吸

引敌

方兵

力，

且可

在敌

后方

成为

孤立

的要

塞，

担任

扰乱

敌背

后的

任

务。 

8. 

为舍

营地

的掩

护

物：

不仅

可负

交通

的阻

塞，

前哨

先遣

部队

的任

务，

防者

且可

利用

要塞

以为

配

备。 

9. 

为未

占领

省县

的掩

护： 

在未

占领

省县

内，

凭着

要塞

的占

有，

而妨

害敌

的自

由行

动。 

10.

为国

民军

编成

的中

心

点：

食料

品、

武

器、

弹药

的供

给泉

源地 

11.

为河

川防

卫的

机

关：

河川

的支

配、

山地

交通

路的

扼守 

以背动的效

果为主 

保有主动的效果 发挥主动的效果 

 

    （三）要塞的位置 

 

跟着要塞之战略意义的增大，便是要塞位置的选定，具有极大的

价值。  

 

    要塞配置上应特别注意之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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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塞应设于为攻者所必攻的地点——交通线的要冲，例如

直通一国心脏部的道路，横断富饶省县的交通线，及便于船舶航

行的河川等处。  

（2）要塞的分布，要塞宜设置过半数于国境，其他一部份宜设

置于国内的首都，主要都市，军需制造等地方以为掩护。  

（3）要塞以数群的配置为适当，因这种要塞群的威力特别增

大。  

（4）设置要塞必须考察当地的地理情况，即须考虑当地的河

川、山岳、森林、沼泽等地形的障碍应如何利用，而妨害敌之围

攻。  

 

二． 防御阵地 

 

     （一）阵地的意义 

 

防御阵地，在其占有地点的意义上，须先从这方面来观察：  

 

（1）战略的意义防御阵地占有的地点，在全般作战上能否给予

战略上的影响？  

（2）战术的意义占有的土地能否有效地强化战斗力？  

 

      （二）占领阵地时，于战略上应考虑的要点是：  

 

（1）敌的迂回行动所谓迂回是回避防御阵地正面，而攻击或威

胁其侧面或背面的行动，其目的可分为如下两种：  

 

    （A)侧面攻击或背面攻击——战术的行动。  

    （B）退却线或交通线的遮断——战略的行动。  

 

（2）敌通过我阵地的侧方所谓阵地侧方的通过是说敌不作占领

我阵地打算，仅率其主力向他方前进，在这种场合之下，使我不

得不放弃阵地。  

 

     （三）防御阵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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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定防御阵地时，固须考虑到上述各要项，且要适合其目的，

即说防御阵地应具备的各种性质如下：  

 

（1）战略的性质（强化阵地的战略性质）  

 

    

敵軍 

我軍 

                    

 

    （A)阵地侧方，使敌难于通过。  

    （B)阵地背后的交通线，使敌无从截断。  

（C)交通线关系（交通线的性质、数量等）。可使防者获得有利

的效果。  

      （D)阵地所在地的一切，有利于防者：  

       （a）瞰制的利益。  

           （b）地方的情况配合于军队的特质及编成性质。  

 

（2）战术的性质（强化阵地的技术）  

 

     （A）地形的利用。  

（B）工事的设施。  

     （C）要塞、野堡的利用。  

（D)天然障碍物的利用与设置。  

  （E）地形的侦知。  

     （F）阵地的隐蔽。  

 

三．坚固阵地、设堡阵地、侧面阵地 

 

防御阵地具有如下的特殊性质时，可称为坚固阵地，设堡野营，

侧面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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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固阵地 设堡阵地 侧面阵地 

阵地的特质 所谓坚固阵地，系

成于天然与人工的

两因，可视为难攻

不陷的坚固阵地，

构成坚固而长大的

正面与对敌迂回的

良好之翼的据点。 

建筑堡垒，构成各方

面皆成为正面，掩护

配备于其地域内的战

斗力，以间接掩护国

土。 

与敌的前进路成平

行或斜交而位于侧

方的阵地。 

阵地应具的条件 （1）能使攻者于

通过侧方时发生困

难，又不能威胁我

背后（2）能使攻

者的攻围困难

（3）能使我的补

给安全（4）能期

待援军 

因侧方通过容易，及

阵地的抵抗力亦不

大。故须设于要塞的

掩护下，以增大其强

度力。 

（1）对攻者的退

却线及交通线加以

威胁 

（2）对攻者的战

略之侧翼加以猛烈

的攻击 

（3）使我退路不

为敌所威胁 

效用 依不可攻的防御

线，而直接掩护特

定的地域 

（1）对优势而士气旺

盛之敌，具有绝对的

威力 

（2）坚固的设堡阵

地，在如下的场合，

足以增大其价值 

A。在国土狭小而可行

退军之狭隘土地的场

合 

B。在友军来援、恶劣

季节、民众蜂起、攻

者补给缺乏等场合之

下，足以增大设堡阵

地的价值 

C。敌军的突击力失却

锐气的场合 

（1）在以寡弱的

兵力而牵制攻者强

大兵力的场合

（2）对于大胆企

图决战而优势之

敌，往往可用为遮

断退路的冒险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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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说七。关于永久筑城方式的变化 
 

克劳塞维慈于本章所说的要塞系指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期

的孤立要塞。就其战略价值说，欲适用于交战兵力显著增大，及攻城

兵器的进步有如隔世之感的近代战争，实在困难。  

 

     又，利用天然、人为的障碍，以为敌不可攻的坚固阵地、设堡阵

地等，其价值亦尽失了。  

 

     在当时，要塞与野战军的阵地完全分离，个别发挥其机能。降及

近时，为两方交战兵士的增大，与军用技术的进步，要塞与野战阵地

完全结合为一体，形成筑域地域或筑城地带了。  

 

兹将其变迁的概要，列表如下：  

 
顺序 （1） （2） （3） 

名称 单一要塞 集团要塞 防御幕 筑城地带 

 
组织 

 
说明 以负有特别任

务的战略点为

核心，于此设

置围廓，其周

围构成圆形的

永久设施 

在为防止陷于孤立的重要数地

点，建设要塞，其间隔，纵为

敌军侵入，亦不能永久占

领，以确保较大的地域，或以数

个要塞构成防御幕 

所谓筑城地带，系

将若干防御地带作

并列或鳞次的配

置，或以纵深甚大

而相连的防御地带

为之，其要部系照

永久筑城的设施构

成野战军阵地的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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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守势战略上的对侧动作 
 

对侧动作，系专指战略上的侧面动作而言，即防者在守势战略上

对于敌侧面的行动，可分为如下两种：  

 

      一、对敌交通线的威胁以威胁敌的输送部队、补给品储藏所

等，而促进其退却为目的。  

 

      二、对敌退却线的遮断 

 

    但亦有发生此两种目的复合的场合，亦有不负有击破敌人的积极

任务，而仅为牵制的场合。  
   对交通线的威胁 退路的遮断 
方法 以别働队截断敌交

通线 

敌前进达于极

限的场合，则

易截断其交通

线 

集结全兵力攻

击敌背后的场

合（侧面阵

地，迂回） 

分割兵力，以

一部威胁敌侧

背，以一部当

于正面（占领

迂回阵地） 

（2）敌交

通线暴露的

场合 

实施的

场合 

（1）

在敌

交通

线延

长所

掩护

不充

分的

场合 

敌交

通线

与其

配备

正面

不成

直角

的场

合 

交通

线通

过我

领土

内的

场合 

 

（1）敌击破我

军而不能利用

其效果的场合

（2）我军退却

为敌所不能追

击的场合 

（1）在本国领

土内作战的场

合 

（2）在广大地

域作战的场合

（3)在独立国

的场合 

（1）防者的兵

力开始即行分

割的场合 

（2）防者的有

形无形的战力

占优势而企图

决战的场合

（3）敌军前进

运动达于极限

的场合 

 

是施的

注意 

（1）截断敌的交通

线，若不能继续使

其截断，则其效果

微小（2）截断其交

通线时，要考虑其

场所的特种情形 

（1）不考虑交

通线与兵力的

关系等，断然

以多数支队实

行之（2）依战

略的机动力，

使敌退却 

我交通线须不

为敌所截断 

不为敌使用内

线作战，而使

我陷于被各个

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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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略上的对侧动作，其有效的场合（时机）有下左三种：  

 

一．战役末期。  

二．守者向国内退军的场合。  

三．能利用国民蜂起协助作战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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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内退军 

 

一． 国内退军的义意 

 

所谓国内退军系向国内自动的退军，不用武力而使敌陷于疲劳困

苦，自取灭亡的间接抵抗法，即为保全我战斗力，而巧避会战，但对

敌却不断抵抗，以消耗其战力之谓。  

 

二． 国内退军的利害 

 

关于国内退军的利害，如下表： 

  
利 （1）攻者战力的消耗（参照攻击篇） 

（2）防者战力的增强特别为国内民众的武装 

（3）攻者因交通线的延长便招来给养的困难性，而陷于疲惫 

（4）破坏攻者可利用的宿营地、道路、桥梁等，以阻止攻者的进击 

害 （1）被敌侵入，致我领土损失 

（2）给予我精神上的不利影响 

（3）战斗离脱不适切时，有陷于溃乱的危险性 

 

 

三． 国内退军遂行的根本条件 

 

   (1)国内退军遂行的根本条件：  

 

     (A)要有广大的土地。  

     (B)或有袤长的交通钱。  

 

    （2）国内退军的有利条件：  

 

    （A)耕种不繁盛的地方。  

    （B)忠诚而好战的国民。  

    （C)恶劣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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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条件，足使敌军的给养困难，不得不为远道的输送，多数支

队的派遣，跟着便招来勤务的繁剧，致成为疾病的原因。且在另一方

面，又可使防者易于对翼侧的动作，而陷攻者于疲劳困苦。  

 

四． 国内退军的效果所影响于兵数 

 

     敌兵力愈大，其侵入的行程亦愈增大，已不待说。惟伴着兵力的

增大，便是侵入困难性的增大。  

 

     （1）被认为增大侵入困难性的因素：  

 

     （A)因兵数的增加而发生给养及宿营的困难性。  

     （B)行进速度的迟缓。  

（C)战术战略的阵中勤务，所要求于各级人员之努力愈大。  

 

（2)下述各种因素对于守者的退却不无影响，尤以影响于攻者特

别重大，其理由如下：  

 

     （A）攻者的兵数通常比防者为大。  

（B)国内退军是防者自动的计划，反之，攻者为应付之，常要准

备与警戒。  

     （C)因退路被破坏与截断，使攻者的宿营给养益加困难。  

 (D)为对抗防者国民武装的蜂起，攻者的各种勤务益加繁重，行

进迅速亦因而迟缓。  

 

五． 实行退军的方法 

 

     （1）退军的方向 

 

防者退军的方向应选定敌的两侧被我包围（国民的武装反抗）又

能继续抵抗的国土内部而行之。但在此场合，或应掩护国土的主要部

份（心脏部）从直路退却，或让敌侵入国土的主要部份而企图逃脱从

侧面退却，全视当时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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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防者变换退军的方向（即退军路线之方向的变换），有如次

的价值：  

 

（Ａ)可使敌不能维持其原有的交通线，即攻者不能不放弃原有

的交通线而编成新的交通线，极为麻烦。  

（B）防者如再指导退却接近于国境的场合，则攻者又不能以原

有的姿态而掩护自己的侵略地。  

 

      (2)退军的要领 

 

退军的要领，可分为集中的退军，与偏心的退军。  

 

集中退军是指全军向同一的方向退却而言。偏心退军是指向各方

向作分离的退军而言。但偏心退军易陷于被敌各个击破，且攻者在战

略的侧面施行严密的警戒时，亦无弱点可乘。  

 

故通常的退军皆以集中的方式而行之，惟对敌欲借所占领的省县

为掩护的场合，即可放胆施行偏心的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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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说七。关于俄军的莫斯科退军 
 

国内退军的代表战例，算是一八一二年莫斯科的战役，虽说此战

役乃俄军的自动作战，但照克劳塞维慈的论述，可把它当作国内退军

的作战而看。  

 

现在且从日人伊滕政之助氏著：「拿破仑的战略与外交」一书，

摘录关于拿军兵力逐渐消耗的状况如下：  

 

一八一二年概观 

 

    本战役是拿破仑一生中使用最大兵力的战役，其结果又成为彼中

一生战争中最悲惨的一幕。现将此分为两个时期来看：  

 

第一期是进军期，自六月上旬，至十月中旬。拿氏初期甚得意，

但到中间便起不安了。  

 

这个期间的日数，约有一百三十日，行程达四百里。交战两回，

全胜。  

 

     第二期是退军期，自十月中旬至同年末，是拿氏的失望时期。这

个期间的日数约八十日，行程约四百里，战两回，全胜。  

 

     以上，即在约二百一十日间，行军约八百里，经四次交战，损失

兵员约四十五万，真是古今稀有的悲惨战事。  

 

（注）下图系表示拿破仑兵力渐耗的状况，其主因是由于不毛酷寒的

领土所影响，及挫于执拗的俄军所采取的游击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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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中日战争，中国的战法，即属此种国内退军，企图消耗日军

的战力，争取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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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24/31 第六篇 守势 

第六章 民众武装 
 

     欧罗巴国民战争的诞生实肇始于十九世纪法兰西大革命之时，但

当时尚有对国民战争非议者：有的说民众的武装乃为造成社会革命的

一种手段，有碍于国内治安的维持。有的从精兵主义的立场上，评论

民众的武装必招来国军战力的降低。但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结果，已粉

碎了这种杞忧，并将民众武装的效果昭示于世人，使欧洲各国竞相实

行国民皆兵制度，而收实效。  

 

一． 民众武装的效果 

 

（1）民众武装，若分散蜂起于各地时，其效果更大，并不以在

一定的期间，一定的地点集合为大军，企图决战为本旨的。 

  

（2）民众武装以战线愈延长，及与敌接触面积愈广大，其效果

愈增大。 

  

（3）此外，民众武装欲发挥其效果，必须具备下列各种条件：  

 

     （A）战争举行于国内。  

（B)战争不以一次的决战而终结。  

     （C）战争遍及于广大的地域。  

     （D）好战的国民性格。  

（E）国土构成于山岳、森林、沼泽及耕地等，尤多断绝地，可

使敌不易接近。此外居氏的散处，亦足使敌军的宿营警戒大感不

便，而间接增大其效果。  

 

二． 民众武装的利用 

 

（1）民众武装军的用法：  

 

（A）武装民众往往要隔离战场使蜂起于攻者不易攻击的省县，

而侵蚀其侧背。  

（B）与其将兵力集结于一地，不如使其分散蜂起，使敌难于应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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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使为正规军的一部，担任支援时，极有效力。  

     （D）民众武装军要力避决战，采取奇袭的战法，以扰乱敌军。  

 

     （2）民众武装军的用途：  

 

     （A）当为会战败北后的补助手段而利用。  

     （B）当为会战遂行前的自然补助手段而利用。  

 

     （战例）民众武装军的效果，已被证实于一八 0 八年西班牙战

役，虽以拿破仑的武略，外交的手腕，结果亦不能扫荡西班牙民众的

蜂起，使被常耍分散兵力来应付这方面，因而弄至背后不安，这便是

他这次失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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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战场防御 
 

    迄上章为止都是关于国土防御的论述，其次且就战场防御而研

究。  

 

一． 战场防御之兵力运用上的两种特质 

 

     战场防御的穷极目的为打倒敌人，即胜利的获得。此际作为战斗

的对象：第一为战斗力，次为国土，其他内政外交的各种事件亦成为

重要的对象，但大多以前二者具有决定的支配力。  

 

（1）战斗力——以保护本国的领土及侵略敌国领土为任务。  

战斗力毁灭，则国土亦随而丧失。  

（2）国土——给养战斗力，并源源供给壮丁，国土虽被侵略，

战斗力却不随之毁灭。  

 

即保存我军战斗力，歼灭敌军战斗力比我国土的保有还具有重要

性，这是战胜的根本方法。故为将帅者首应努力的是应如何保持我战

斗力的优越，及加何歼灭敌战斗力。至于国土的保有，虽为次要问

题，亦要顾及之，如果国土放弃得太多，一时虽未必促成兵力的衰

弱，然为时过久，就会使兵力归于衰弱。  

 

为达成前者的目的，要努力集结我的兵力，以增大其冲击力。反

之，为保有国土，则要分割我兵力。  

 

故欲防御国土，就要开辟数个独立的战场，在各战场集结各个战

斗以击灭敌人。  

 

二． 战疡防御的两种形态 

 

防御的两种要素是决胜与待敌。  

 

然此二要素，系依于以何者为主而产生战场防御的两种形态？  

 

（1）战场外防御……（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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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企图与敌决战而行防御，其直接目的在歼灭敌战斗力。  

     （2）战场内的防御……（待敌）  

          系对敌而防御我战场。  

即很少企图与敌决战，而以防御国土，作为木身的直接目

的。  

 

     前者就其原来的性质说，带有绝对战争的性质。反之，后者回避

决战，单纯表现互相监视的状态，带有监视的性质。  

 

三． 决战防御 

 

     （1）在阵地企图决战的场合 

 

防者在阵地企图与侵入之敌决战的场合，则在该战场的守军常要

施行对自已有利的决战。于此应注意之点如下：  

 

    （A）求兵力的集结，我战斗力要形成重点，予敌以澈底的打击。  

    （B）适切选择阵地，以有利于决战为主眼。  

    （C）搜索敌主力的情况。  

 

     而在此场合，对攻者可以试用下表所列各种抵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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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方法 第一抵抗法：

防者对敌军侵

入战场而迎击

之的方法 

第二抵抗法：

待敌到达某

地，然后进出

前面而攻击之

的方法 

第三抵抗法：

占领阵地，待

敌来攻的方法 

第四抵抗法：

向国内退军的

方法 

适用的场合 （1）乘敌兵

力分离的场

合：在此场合

要力求敌情的

明了，并以断

然的决心，而

遂行任务

（2）防者拥

有足以实行会

战之大兵力的

场合 

（3）攻者的

军事能力拙

劣，又优柔不

决，而防者可

以断然立取攻

势的场合

（4）我军的

性格，特别适

于攻击的场合

此视乎军队之

精神的素质或

编组而异

（5）缺乏优

良阵地的场合

（6）急须决

战的场合

（7）以上诸

要因之若干相

结合的场合 

 

（1）防者的

兵数并非劣

势，因之而须

构筑坚固阵地

的场合 

（2）其地方

适于此租作战

的场合即防者

运动容易，而

敌各方面的运

动均呈障碍的

场合 

（1）防者的

兵数处于劣

势，要利用障

碍物的场合

（2）该地特

别适宜于此种

防御的场合

（3）凭借设

堡野萤的场合

A.特在主要战

略地点的场合

B.能期待外国

救援的场合

（4）利用国

境要塞的场合 

（1）我军的

有、无形的战

斗力与敌军此

较，认为在国

境或附近实行

抵抗没有成功

把握的场合

（2）以争取

时开的余裕为

要着的场合

（3）国土的

状况适合于国

内退军的场合 

 

 

    （2）攻者回避我阵地而欲通过侧方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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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者回避我阵地的正面，欲在我阵地以外求决战，或欲通过我侧

方的场合，防者为对抗之，要采取如下各种方法：  

 

区分 一 二 三 四 五 
方法 自始即将兵

力分为二，

以一队与敌

确实遭遇，

以他队为其

应援的方法 

将兵力集结

于阵地，敌

若通过其侧

翼，则急向

阵地侧面前

进而迎击的

方法 

集结整个兵力

向敌的侧面采

取攻势的方法 

向敌交通线动

作的方法 

向攻者的战

场或国土逆

袭，而对敌

实行报复的

方法 

利害 第一、第二、第三个方法，皆系对敌企图决

战而最适合于防御本来的目的 

 

第一个方法—有陷于各个击破的危险 

第二个方法—坐失战机，不能充分利用地形

等 

第三个方法—遮断攻者的交通线，同时向其

正面及侧面施以包围的攻势 

 

以第三个方法为最有效率的手段 

此方法为我交

通线优于敌的

交通线时，方

能适用，其效

果则不能对敌

强行决战 

此方法可说

是变则的方

法，敌不犯

有重大错

误，或不发

生其他特殊

事故时，则

无效果 

 

四． 逐次防御 

 

在企图决战之际，结合整个战斗力作集中的发挥，至为必要。  

 

     但当为战斗力一部份的土地、要塞等属于不动的战斗力，不像兵

力一样的能自由移动集中。故在不得不活用此等战力时，就要采取逐

次抵抗的方法。  

 

而逐次抵抗的主眼是：  

 

    （1）不动战力的活用。  

    （2）攻者战力的消耗。  

        （A）因战场的扩大，而招致战斗力的消耗。  

          （B）因会战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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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在未求得我战斗力的优越前，就要拖延其决战时期，以在攻

者的战斗意志薄弱的场合，其效果尤着。  

 

五． 非决战方御 

 

     攻防两者均无积极的意志，俱欲避免决战，仅以收获可得的利益

为满足时，这便是非决战之所由生。像这种战争，其战斗的对象自然

限于要塞、土地、仓库等的略取为其攻击目标，有时至于仅为保持军

队的名誉而求战。在法兰西革命以前的战争悉带此种性质，将帅竞相

运用战略机动之妙，作为文明国家最崇高的战争指导。  

 

     降至拿破仑则打破此种旧式战争思想，强敌决战，一举而歼灭

之，遂得席卷全欧。  

 

     于此有人评拿破仑的战法为「野蛮的暴力行为」，或「兵法的堕

落」。但也有人崇拜拿破仑的战法，却评决战防御为不可两度使用。  

 

     但这种方式的变化不仅基于战争性质的变化，且由于社会情形的

变化，即非决战防御的施行，是由于社会各种情形不要求军队作剧烈

的决战所促成。  

 

     次就非决战中防者的对应处置而说，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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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者

的

攻

击

目

标 

略取无掩护的要塞 不行决战而占领地域或略

取大仓库 

带有重大危

险而收若干

成功的战

斗，例如战

利品的获得

及军队名誉

的保持 

 

防

者

的

对

应

处

置 

布阵于要塞前方而掩

护此要塞 

依战线的阔

大而掩护国

土 

以侧面行进

而迅速到达

攻者的前

方，遮断其

侵入 

回避不利的

战斗 

 

说 

 

 

明 

（1）敌不求与布阵

于要塞前面的我军决

战，则不会攻略我要

塞，且我可利用要塞

作为补给品储藏地

（2）防者布阵于要

塞后方时，则要塞有

被敌围攻之虞，且有

受敌奇袭的危险 

在此场合以

地理的价值

为大即兵力

的不足，要

利用天然的

障碍物与筑

城来捕足 

 

而此种抵

抗，仅适宜

于相对的防

御，而不适

宜于企图决

战 

（1）占领

长大的阵地

线，尚未能

将其国土的

一切出入口

悉行占领时

（2）防者

豫期敌军主

力来攻，为

对抗之，必

须集结我主

力时 

（3）不使

兵力胶着于

长大的阵地

线，而作机

动的指导时

 

此等时机虽

叮利用，惟

以对于抱有

积极企图之

敌，则会失

掉应战之机 

 并用防御的

攻击手段

（1）对敌

交通线的动

作（2）向

敌地游击

（报复或掠

夺物资）或

诱击 

（3）对敌

兵团及哨兵

攻击或恐吓 

 

  而此种战斗，以交通线具有极大的价值，各将帅尤要奋力乘其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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