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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战争计划的一般性质 
 

一． 战争计划的义意 

 

     凡战争开始之先，必须检讨战争的意义及目的。以策定作战计

划，及确定战争遂行的方针，必要手段的范围与所需力量的分量。  

 

     所谓战争计划，系总括一切战争行为而成为一种单一的行动，并

确定战争终局的目的。  

 

二． 绝对战争计划与现实战争计划 

 

  策定战争计划之际，先要把握着战争的性质。  

 

  战争性质的二重性，即绝对的战争与现实的战争（亦有译为理想

的战争与实际的战争），它的哲学概念，于第一章中已加以研究，本

章且就其内部的关联而说。 

  
绝 对 的

战 争 

1.绝对的战争，其真理可从事物之必然性的理由上来认识之 2.绝对

的战争是一种不可分的全体，而各个战斗的结果，对于本身无价

值，仅与全体相关联始有价值。换言之，可作如下解说： 

 

            依各种互相作用而成立 

絕对战爭    相继而起的战斗成为一个体系    一个终局的结果 

            有胜利的极限点 

 

   3.战争的遂行战争遂行时，开始就要对战争作一个全体的观察，为  

将帅诸者于前进的第一步，就要决定一切处置的方针及应集中力量

攻击的目标 

 

现 实 的

战 

1.现实的战争，其真理性的根据，可从历史中见之 

2.现实的战争系构成于各个独立战斗的结果，惟此等战斗前后所得的

结果，毫无互相影响。而决对的战争，仅是由一个终局的结果。反

之，现实的战争的胜利是数个战胜的总和 

3.战争的遂行 

战争遂行之际，于副次的各种利益中，如认为有独立的价值亦可追求

之。此外的事，纵诿之于事件的自然趋势亦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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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举此两种战争思想系成立于相对立的观念，实际上因各

种事情的错综发生，实不易识别之。而且当为基本思想的绝对战争观

念，又须参照现实的诸事情而修正之。  

 

故不论任何战争，非先观察政治的诸势力及诸关系的趋向，以把

握其战争的特质及其轮廓不可。  

 

在这个趋向上，战争的特质越近于绝对的战争，且战争轮廓越影

响及于交战诸国的全部，将各阶层均卷入漩涡时，则战争中各种事件

的互相关联越紧密。故不考虑 终的结果（即战争目的的达成），简

直丝毫不能有所动作。  

 

 三．政治的目的及努力的大小 

 

（1）战争上的努力系视彼我政治的要求大小而异，即在达成政

治目的所必要的程度之下而努力。  

 

     在战争的时候，不易测定敌之抵抗力及依此而确定我的目的与手

段，所以彼我所用战争的手段，亦因下列原因而不同一。  

    

（A)彼我政治要求的大小不同。  

     （B)彼我国家的形势及诸关系的不同。  

    （C)彼找政府的意志力、特质、能力等的不同。  

 

     大凡战争之事，努力不充分者，不特不能成功，且会发生积极的

损害，所以彼此皆要发挥优于敌人的力量，由此便成立一种互相作

用。  

 

     而此种互相作用，虽可依于彼我的努力而达于 高度，现实上，

政治的要求足以抑制此种竞争的意念，将彼我的努力停止于目的达成

的程度。  

 

     （2）战争手段范围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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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于上述，已可明了战争手段的范围，自有一定的限度，欲决定

手段的范围时，则要考虑到下列条件：  

 

       （A）彼我政治的目的。  

       （B）彼我双方的力量，及其他各种关系。  

（C）彼我政府及民众的特质、能力、其他各国之政治结合的

关系，及由战争所生之不可豫知的影响。  

 

     此等各种关系，是交错而生的，却不易观察和判断。  

 

     诚如拿破仑所说：「代数学上，若遇此种问题，虽以牛顿的硕

学，犹有所畴躇。」故对此判断而不错误者，唯有天才将军的慧眼始

能为之。  

 

     上述的战争目标及手段，不仅为其当时的各种状况所决定，亦为

君主、政治家、将帅等的智力与感情的特质所决定。  

 

     由是而观，可知各时代的战争，各有独特的性质，并受限制于独

特的条件，从而产生独特的战争理论，但不要忽略了它的根本，常由

于战争的本质所决定，从其根本性质，产生战争理论的性质。  

 

     如下且就各时代的战争特质作一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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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概观 
年代 时代 战争的特质 军制 兵器 战斗法 

希腊

诸共

和国 

此时各共和国间以国土

的毗邻，军队的人数亦

寡少，互相形成一种自

然的均衡，因之战争目

的亦仅限于平原的省

县、二三都市的掠夺与

占有 

（马

其

顿）

亚历

山大

帝 

以少数而素质优秀的军

队，席卷亚细亚，侵入

印度即由亚历山大使战

争发展为绝对型 

密集战斗（大集团战） 

「佛兰克斯」步兵的大集团

战斗时，系以白兵突击为主

特以意巴米农达斯创始的雁

行队次为有名亚历山大又将

重骑兵使用于会战队次的两

翼，强行决战 

 

古

代： 
 
第四

世纪

止 

罗马 罗马国势衰弱时，以寡

弱的兵力，仅为战利品

与同盟义务而遂行战

争。迄国势强盛时，跟

着开始侵略的行为，遂

完成古今无此的大共和

国 

皆兵

主义

（义

务兵

制） 

防

兵；
 
甲胄
 
盾 
 
攻

兵：
 
剑戟
 
弓矢
 
掷枪
 
投石

机 

密集战斗（小集团战）「列

纪安」 

将小单位部队配成三战列，

又以轻捷的运动，而破大集

团的「佛兰克斯」 

封建

君主

（十

世

纪–

十三

世

纪） 

查理大帝殁后，各诸侯

乘君主的无力而崛起，

各以骑士而确立封建制

度。但当时的战斗，系

以腕力与个人的格斗为

主，不适于集团的运

动，因之战争目的不企

图征服，仅止于「膺

惩」的范围 

封建

制 

同上 个人战斗 

骑士（骑兵本位）个人格斗

的战斗法，极为幼稚 

 

中

世： 

 

第五

世纪

至 

第十

五世

纪 

商业

都府

及小

共和

国 

使用佣兵的结果，便需

巨大的费用，兵数既受

限制，实力亦复孱弱因

之战争遂大大丧失其危

险性 

佣兵

制 

同上 密集战斗 

成为步兵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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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兵

时代 

由於封建制度衰退，形

成领土統统一的国家，

遂使身分上服從丛关

系，变為物质上服丛关

系，封建军队变為佣兵

军队，在三十年战爭

前，兵的素质仍是如

此，自然使战爭傾向於

政治解決，回避決战 

同上 火炮
 
火绳

枪 

梯队战术 
因火器的发明，使骑士战斗

的威力，随之衰颓，乃产生

梯队战术，所谓梯队战术系

先以实施火战的枪手开始火

战，继以第二线枪手实行接

战突击 

（三

十年

战

争）

考斯

道夫 

在三十年战争时代，各

国虽以佣兵制度交战，

但瑞典王考斯道夫即用

本国兵编成军队，常以

寡击众，而实行决战 

同上

（国

民兵

制） 

燧发

枪 

 

野炮 

梯队战术 

产生步骑炮三兵种，特以考

斯道夫炮兵用法划一新时期 

 

路易

十四

世 

佣兵制度更进化为俸给

制度，因而产生常备兵

制度（佣兵必须训

练）。诸国家成为一完

全统一体，用货币来实

现国家权力的集中。但

战争依然超不出政略行

动的范围 

常备

佣兵

制 

使用

枪剑 

梯队战术 

筑城术发达，被用于野战，

工兵独立窝坂的筑城及攻城

术开始闻名一时又军队的给

养系依仓库辎重行之 

近

代： 

 

第十

六世

纪 

至 

第十

九世

纪 

七年

战争 

 

腓特

烈大

王 

兵数虽寡少，但皆为征

募本国兵而训练之。以

建设优秀的军队。腓特

烈大王用此种军队，使

战争接近于绝对性质 

同上 

 

 

废止

弓枪

等以

小

枪、

枪剑

为主

兵器 

横队战术 

为发扬火力，便诞生横队战

术骑兵仅成为补助兵种腓特

烈大王斜形队次闻名一时 

近

世： 

 

第十

九世

纪以

降 

（法

兰西

革

命）

拿破

仑一

世 

由法兰西革命所形成国

民的自觉与征兵制度，

便清算了佣兵或募兵制

的不利，战争遂得发挥

绝对的性质在此时代，

拿破仑早已洞察之，便

对敌强行决战，而席卷

全欧 

征兵

制 

同上 纵队战术 

法兰西革命中，使法军采用

散兵战术的拿破仑便废弃运

用困难的横队战术，而创始

纵队战术，炮兵的集团使

用，骑兵的独立用法 

 

（注）窝坂 Vauban 为法国十八世纪炮兵工事建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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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 商业都府小共

和国 佣兵制 

常备佣兵制 民兵制 征兵制 

 

兵制的采

用原因 

1.为保护商权 

2.人口寡少，

体力亦不强壮

3.重金思想 

1.军队要有训练 

2.外人的雇用 

  A 减少敌国兵数，   

保存本国壮丁 

  B 防止自国人的叛

乱，及其他危险 

  C 不致影响本国人

民的生产工作 

3.重商思想 

1.要有爱国

的热情 

2.增大兵数 

1.为谋经费

的节省，并

求训练的精

神 

2.国民皆兵

思想 

价值 战时佣兵的素

质不良 

1.缺乏爱国的热情，

信赖统率者 

2.预备役，后备役招

募的困难性 

3.年龄素质的不划一 

1.以很少的

费用，战时

可以召集大

众 

2.训练不精 

1.产生征兵

顶替法及逃

避兵役 

2.将校地位

的贵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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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争目的 
 

     战争的目标，其概念在征服敌人。  

 

但为征服(原译倒灭)敌人，必须具有无形有形的优势，或积极敢

为的精神。若不具备此等条件，则战争的目标自受限制。  

 

一． 征服敌人 

 

    （一）征服的一般目标 

 

为征服敌人，未必须占领敌国的全部。  

 

试观战史，常以下表的各种因素而导致战争的终局。  

 

战争的终局，未必以一般的原因来确定，突然其来的事件，谁亦

不知其中含有特别原因，亦有完全不成话的许多精神上的原因，尤以

有时似乎历史上逸话般的琐细事变与偶然，对于战局的解决，往往予

以决定的影响。  

 

故吾人要看穿交战两国的主要关系，尤其势力及运动中心的重

点，然后集结全力而向其突进。  

 
战事结

束的要

因 

占领敌国的

首都而结束

战争的场合 

击灭敌军而结束战争的场合 击破同盟军而结束战争的

场合 

战例 一七九二年

之役，同盟

军若占有巴

黎，则对革

命党的战

争，将告终

结 

一八一四年，

一八一五年，

拿破仑的军队

即彼消耗之

后，故一经占

有巴黎，便解

决了一切 

一八一二年

于莫斯科占

领前，因本

能击灭俄

军，虽占领

其首都，亦

不能使战争

结束 

一八 0 五年拿

破仑击破奥

军，占有维也

纳、奥大利三

分者二，但以

俄军的存在，

依然未能屈服

奥军于是凭于

奥斯特里齐的

一战，方能决

定战局 

一八 0 七年

与俄普同盟

军对抗的拿

破仑，已席

卷普鲁士全

土，但在孚

德利兰予俄

军严重的打

击前，尚未

能决定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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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势力的重点，因其场合的不同而互异，今就其主要的述之如

次：  

 

1)军队——亚历山大、考斯道夫、查理十二、腓特烈大王等的势

力重心在彼有军队。故军队的溃灭，即为彼等生命的告终。  

2)首都——一国内讧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场合（例如一七九二年的

巴黎）。  

3)同盟的军队——小国依存强国之同盟军的场合。 （如一八 0

五年的奥大利，及一八 0 七年的普鲁士所依赖俄军的救援）  

4)同盟国利害的集中点——结合数国为同盟的场合。  

5)首领人物及舆论——在民众蜂起的场合。  

 

即征服的一般目标，应选择此重点而指向之，依此而予敌以澈底

的打击，使其得不到恢复均衡的余裕，若分离我的战力，向敌全体的

次要部份而积极努力，是用兵上所 忌的。  

 

     （二）征服敌人应具备的条件 

 

为征服敌人，我军必须具备下列两项条件：  

 

（1）我战斗力庞大我战斗力不特足以取得决定的胜利，且要保持

胜利，使敌无拻复均衡的余裕。  

 

（2）我政治处于有利地位为使我的政治情势有利，就要勿因战胜

而产生新的敌人，并要于 初澈底打倒敌人。  

 

   （战例）  

A.一八 0 六年法兰西侵入普鲁士时，虽有俄军的相对峙，但亦不

碍于对普鲁士的征服。  

B.一八 O 八年西班牙战争，法兰西虽遇英吉利的抵抗，终能完成

对西班牙征服之功。  

C.一八 0 九年对奥大利的战争，因法军在西班牙己受重大的损

耗，只得放弃之。  

 

     （二）征服敌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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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欲征服敌人，必要对敌作疾风迅雷的攻击，使敌没有喘息的机

会。过去往往有人以采取逐次的攻击为有利，实属荒谬。这个荒谬的

原因，系基于战争之力学的考察所致。即「以一定的力，可以完成一

定时间的事，若以二分之一的力，费二倍的时闲，亦可完成之。」但

在战争上，这个据则是行不通的。因为时间的余裕不仅可恢复败者动

摇的心理，使败者取得同盟国的援助及其他的结果，且可使胜者的优

势与时俱失，败者的战力与时俱增。  

 

     此外，尚有当为有利于逐次攻击的方法，列举如下： 

  
利于逐次攻系的理由 批判 

（1）攻略任侵入途中的敌要塞 对敌要塞或应攻击或包围，或仅行监视，要看

当时的特殊情况而决定。自然对于不足为我妨

害的要塞亦可拖延正式攻城的时间 

 

（2）储藏必要的补给品 仓库于驻军之际，虽属必要，但在行军之际，

则无必要，自然可以『因粮于敌』 

（3）在必要地点（如仓库、桥

梁、阵地等）设施防御工事 

都市及阵地的工事，不用军队亦能完成之，但

不能因此驻军而停止前进 

（4）许可冬季及憩营中之军队

的休息 

我方的休息，对敌更给予有利的休息 

 

（5）期待翌年的增兵 新兵力的期待，不限于攻者，防者亦然 

 

上面所述在攻势作战中的如何休息停顿，决不是胜者之利，反会

导致成功没有确实的保证。  

 

     故欲征服敌人，必须速战速决，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  

 

     （四）守势作战的目标 

 

守势作战的直接目标虽属保守，但律之前述守势作战本质的观

念，凡要打倒敌人，非伴着转移攻势不可，换言之，要想打倒敌人，

先取守势的形式，一俟我战力的优越，必须毅然转移为攻势。就一八

一二年战役的一面而说，可以看出俄军系先取守势的形式而开始作

战，一至法军的战力消耗殆尽，方突然转为攻势，而打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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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标的限制 

 

对敌征服的不可能时，则战争目标自受限制。  

 

此时军事目标的对象，有如下两种：  

 

1)占缓敌国土的一部份 

2)确保既占领土地以待好机 

 

而采取此种限制目标时，究竟应选择攻守的某一手段（即应攻或

应守），这是决定于彼我的政治情势，不是决定于彼我兵力比率的关

系。  

 

盖一小国与他大国交战时，系根据下列三种条件而决定攻守：  

 

1)豫测将来于我有良机的到来时——取守势。  

2)豫测将来于敌为有利时——取攻势。  

3)豫测将来彼我俱困难时——取有积极理由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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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争所受政治的影响 
 

一． 政治的目的影响军事的目的 

 

     战争所受政治的影响很大，战争的本来性质虽为征服敌人，但往

往中途便告停止，这是由于政治支配了战争的遂行。  

 

     （1）同盟国间的政冶影响 

 

（A）一国与他国缔结攻守同盟以为援助时，但所得的援助是有

限度的，他国决不会放弃本身的利益而认真援助之。 纵观欧洲

历来的政治关系，通常所谓同盟仅限于战时的供给若干兵力，且

这些军队系用本国的指挥官来统率之，行动常受限制，自不宜于

澈底实现征服敌人的作战目标。  

 

（B）虽当两个国家切实协同对敌作战时，其中必有一方无意于

积极协力，以征服敌人，先考虑本国的危险与可得的利益，然后

出兵相助，正类似商业交易，不使资金遭受意外损失，在这种场

合，军事的目的全受政治影响以至支配。  

 

     （2)单独遂行战争时的政治影响 

 

单独遂行战争时，政治的要求对军事的目的亦有很大的影响。  

 

     我军对敌要求牺牲较小时，则我战争的目的亦小，自无须作 大

的努力。  

 

     战争的动机如此微弱时，则战争的本质，如互相作用、竞争、猛

烈性、无拘束性等完全消失，彼我两军俱不冒险，仅运动于极狭隘圈

内，极其量亦不过以恐吓手段，对付敌人，使有利于外交谈判，以结

束战争而己。  

 

     由上而观，缓和军事动作之激烈性的力量（即政治要求）愈强，

则彼我的动作愈为被动，不活泼，消失战争的本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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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争乃政治的一种手段 

 

战争所受政治的影响如此其大，可以说『战争系以他种手段而进

行政治的继续。 』即在此场合的政治，系用外交的文书来代替会战的

遂行。  

 

     （1）战争所受政治支配 

 

故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独立的。  

 

于此使我想起从来所谓：『战争虽惹起于诸政府及诸国民的政治

关系，但战争一经爆发后，则此等政治的关系便告完全中止，表现全

然相异的状态。 』但从大局而观，此等政治关系，在战争期间系继续

至媾和为止。固然两国间外交文书的往复中断，亦所难免，但不能视

为两国的国民及政府间的政治关系因此而断绝。更详言之：  

A.以战争的基础来确定其一切方向的对象，例如本国及敌国的兵

力，两国的同盟者，两国的国民性及政府的性质等，都带有政治

的性质。  

B.现实的战争，不为战争的本质所规定，虽激烈地进行，一到中

途，便为政治所支配。  

C.故战争不是独立的，乃为政治的一部份。  

 

     （2）政治与统帅 

 

     当策定战争计划时，主要的与其以军事为着眼点，不如以政治为

着眼点。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而决定战争指导，及战争遂行

的主要方针，当然属于政治。  

 

     但世人往往说：『政治于战争系给予有害的影响』，这样的加以

非难，大概由于政治对于军事的要求，无从实行，或误用军事的手段

所致，倘若政治正确的话，则不应有此非难的存在。  

 

     故为使战争达成政治的目的，政治适应于军事的手段，则政治家

对军事要有正确的理解与洞察力。军事与政治如由一人所主宰时，则

高统帅必须加入内阁，参预一切大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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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战争计划上，便表现着政战两略的有机结合，军事的利害

与政治的利害成为一致与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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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说九。战争上政治与统帅的地位 
 

战争上政治与统帅的地位系依于战争的性质而异。歼灭战争所受

政治的影响极微，持久战争上，政治却代替了武力，成为战争指导的

主体。但不论在任何场合，政战两略的一致，乃战争遂行上不可缺的

条件，而以依 高的意志统一此两者为理想。  

 

现特介绍石原莞尔中将战争论的口述一节于下，以供参考（文责

自负）。  

 

      （政治与统帅）  

 

日本信长、家康等是政权在握者，又为统帅。普鲁士的腓特烈大

王是君主，又为统帅。在这种场合之下，军事与政治统辖于主权者，

自无若何矛盾。自拿破仑以降，君主不兼统帅，现实上，形成政治主

宰者与统帅实行者的分立，于是便发生关于统帅权的问题。  

 

德皇威廉第一为一纯粹的武人，初似皇弟的资格，历任军团长，

后即皇位，故在彼的场合，既为君主，又为统帅。当时参谋总长的地

位极低，隶属于陆军大臣之下，其阶级较军团为低，故关于统帅的事

宜，非经陆军大臣之手不可。迨一八一六年普奥战争之际，关于统帅

的事宜，始许其直接向威廉第一上奏。  

 

任普奥战争的当时，内阁总理大臣为俾士麦，陆军大臣为罗恩，

参谋总长为毛奇。到一八七 0 年普法战争之际，参谋总长在形式上已

脱离了陆军大臣的隶属关系，事实上统帅己与军政相对峙而独立起

来，此际关于统帅的独立，在罗恩与毛奇之间每发生争执，但以英主

威廉第一巧为调和之，处理之，遂使统帅与政治完全一致，因而收获

普法战争辉煌的战果。  

 
 

 

 

 

 

 

政治 

统帅 

俾士麦 罗恩 

毛奇 

威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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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威廉第二即位，因缺乏军事的智识，遂将统帅的大权全交于参

谋总长，政治与统帅以完全分立的姿态，迎接欧洲大战。  

 

于此，在欧洲大战初期，德军对法作战全由参谋本部的独断专

行，不受政治的制肘，而收决定的效果。但自玛因河战后，战争的性

质变为持久战争，使统帅的价值降低，政治的价值增大，毕竟德国因

未树立适当的政略，遂遭惨败。反之，同盟国方面，在大战初期因受

政治的左右，致在国境会战大吃败仗，此后入于持久战争的阶段，法

有克雷孟梭，英有路合乔治等大政治家的出现，巧为指导政战两略，

遂收 后的胜利。 （至于二次大战，盟国的胜利亦由于美有大政治家

罗斯福，英有邱吉尔，俄有史达林造成政战两略的一致，并巧为指导

之。——浴日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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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争计划的策定 
 

当策定战争计划之际，必须把握着战争的性质，尽量使其适合

之。  

 

持久战争上要明确地假定战争的目标，并精密而巧妙地运用政战

两略，以达成目的。歼灭战争系以绝大的武力，一举而制敌死命为要

着。  

 

战争的性质不问是否持久，又不洞识政战两略的适用范围，致陷

国家于危殆，或对于企图歼灭敌人的战争，不知武力价值的重大，而

受政治的制肘，致功亏一篑，见于战史，不知多少。  

 

克劳塞维慈对此两种战争有明确的认识，即以此而说明战争计划

的特质。  

 

一． 绝对战争 

 

以征服敌人为目标的场合，作战计划必须基于下述两个根本原则

而立案。  

 

    第一、集中我的兵力。  

    第二、遂行神速的作战。  

 

        （一）第一原则的研究 

 

（1)探知敌兵力的重心，极力使其还元于单一重心。至决定能否

将敌兵力还元于单一重心，要注意如下各点：  

 

A.敌军的政治联系是否确实即敌军系由一君主的军队所构成，或

为联合的同盟军。  

B.敌在战场上所表现的情况敌之兵力集合于同一战场，形成一枝

军队时，其重心 易明了，但在同一战场的敌兵力属于各国的军

队时，及敌兵力配置于邻近战场时，其重心不易明了。但对某一

部份加以决定的打击，其他部份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战场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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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隔离很大，其间如夹有中立地带与山岳等，则难将敌之重心

还元于一点。  

 

（2）对重点则集中我战力 

 

对敌重点务要澈底集中我兵力而攻击之。于次要作战可以获得重

大的利益时，亦不妨分散兵力。但此际我的兵力要比敌具有绝对的优

势，于主要地点方不会发生重大的危害。  

 

     此外，可将我战力作分散使用时，有如下的理由：  

 

（A）战斗力的基础原已配置分散时 

同盟军的基础配置系由同盟诸国的位置而定，在这种场合时，

如将兵力集结于一地，反为不利。  

     （B）分进可收更大的战果时 

采取集中形前进时，以截断敌之退路而歼敌为有利。另一面却有

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性，欲断行之，攻者固要有达成此目的之充分

的战斗力，尤以精神力更要优越。  

（C）战场扩大时 

战场扩大的场合，为确保我势力圈，掩护退却，必须扩大我正

面，但此际对主要地点的前进，不可受对次要点的前进所影响。  

（D）为谋给养的容易化时 

即对敌重点，而集中战力，以攻击之，乃为歼灭行为不可缺的要

件，但兵力的分割须为给养条件所许可。至拘泥于从来的习惯，

与兵力的几何学形式等，企图分割兵力，必生重大的危险，已不

待说。  

 

     （3）副次作战价值的决定 

 

从事作战，不能集中战力于主要行动时，就会发生副次作战的次

要行动。  

 

此际为了副次作战（或译次位作战，下简称副作战），则以不受

主作战所控制为要紧。假令在此两正面（即正副作战的两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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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同时遂行战争时，则以选定某一正面的一个重点为要紧，

所以此主副两种作战的遂行要注意如下各点：  

 

     （A）主作战正面取攻势，他方面则宜取守势。  

     （B）用于副作战的兵力，务要节约，并利用 大的抵抗形式。  

 

     要之，行使于副作战的战斗力，务须极力节约之，在主作战方

面，非企图将敌澈底击灭不可。  

 

       （二）第二原则之研究 

 

     （1)向目标直进 

 

徒费时间于无用的迂回上，乃为力量的滥费，这是战略的原则所

不容许的，故以向目标前进为理想。  

 

     （2）对敌主力强行决战 

 

为遂行神速的作战，必须求敌之主力而强行决战。然此在敌国境

附近获胜较易，若深入敌国内则获胜较难。且其成果，前者比后

者为大，且带有决战的性质。至欲对敌主力强行决战，以用包围

攻击，侧面攻击等方法澈底捕捉敌军为有利。而此必要的兵力与

攻击方向的决定，便是作战计划的根本问题。  

 

     （3）断行澈底的追击 

 

在会战上欲取得胜利，系以主力使用迅速且作不间断的追击为要

紧。  

 

     此际要特别注意的，如对于要塞的攻略而徒费时问，或在未成功

的次要地点而将战力分离。固然继续追击，足以增大攻者的危险，惟

将帅认为尚未消灭当面之敌，非加速追击不可。  

 

     倘若考虑背后的危险，而扩大了左右的配备，可视为攻者的突进

力已达极限，防者已自拔于遁走的状态，而准备新的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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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征服敌人的企图未绝，则非继续向敌作果敢的追击不可。  

 

      （三）关于次要行动的研究 

 

以征服敌人为目标的主作战行动，已如前述。其次再就由此所生

的副作战行动作一些观察：  

 

(1)负有次要任务的军队，则以个别给予独立的任务向共同目标

突进为要紧。  

 

此际要切戒牵制各部队的行动，并蹙丧其活动力，因为这样，足

使各部队的行动发生畴躇浚巡，优柔不断等恶果。  

 

又，从来攻者欲占几何学上形态的优越，而统一行动，但较不如

各个地点顾虑到其实际的成果，更足给予我们有利的结果，这是

不可忽略的。  

 

    （2）各部队所担当任务，务须适切。  

 

     （A）军队的适切使用法，以其时机的不同而异。  

         (a)与其他各国共同作战的时机 

         (b)同盟军为我援军的时机 

 

     遇此两时机，要考虑到各方面军应由各国官兵混合配属之，或应

独立使用之的方法。  

  
 条件 利 害 

混合使用 A.同盟诸国有共通的利

害，且极亲密 

B.各个政府俱抱有绝大的

牺牲精神 

各个指挥官虽有利已

的立场，亦不妨害于

战略 

各部队战斗力的

结合薄弱 

独立使用 A.不合于上述诸条件时，

可作独立使用 

B.欲独立使用援军时，通

常系使用于从属的任务 

各部队有坚固的团结 各国指挥官若站

于利己的立场，

以利害为主，则

难期真正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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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观，若为条件许可，则以混合使用比独立便用为有利。  

 

     一八一三年的战役，俄军以 强的战斗力参加同盟军，又把指挥

权交于普奥两国指挥官，即其范例。  

 

    （B）将帅的任用，及军队使用方面的选定 

 

     任用将帅，必须深明其性格，而委以适宜的任务。  

 

     担当次要任务的将帅，以具有豪迈而果敢的性格为宜，这种人

物，足以应付困难的战局，毫不迟疑，向着目标突进。又，决定将帅

及军队应用于某一方面，则要参酌其特性与地方状况。例如常备军

（优秀部队），慎重的老将军适宜于广阔平原地方，民兵、武装的民

众、少年气锐的指挥官适宜于森林、山岳、隘路等方面。援军则以使

其活动于饶裕的地方为有利。  

 

绝对战争之战争计划的策定要领 

 
征服 

第一原则：集中 第二原则：迅速 

探知敌兵力

的重心，务

使还元于单

一重心 

对重点集中

我的战力 

正常判断副

次作战的价

值，极力节

约其使用于

此的战力 

向目标直进 对敌主力强

行决战 

断行澈底的

追击 

 

 

二． 现实战争 

 

     （一）限制目标的攻势 

 

（1）攻势的目标 

征服敌人的企图不能实现时，则攻势的目标要以下列的目的，指

向敌国土地一部的占领。  

 

（A)为使敌国力的衰弱（因而衰弱其战斗力），而增我国力（而

增大我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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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缔结和约之际，以占领敌之省县作为我的纯利。  

 

于此要注意的，占有土地的地理关系，足以减耗我的战斗力。  

 
地理关系的有利场合 1)占有的土地（环绕我国土或接壤的土

地）可作为我国土的补足部份的场合 

2)占有的土地位于我所用主力的方面 

地理关系的不利场合 1)占领的土地夹有敌国省县的场合 

2)地形对我军作战不利的场合在这种场

合，不仅使会战难以胜利，且会发生未

经会战即须撤退的事态 

 

（2）目标假定的要件 

 

欲假定攻势的目标，必须考虑下记各要项：  

 

A.占有的土地可以继续驻军否？  

B.一时的占有（侵略、诱击），可以充分补偿损耗否？  

C.对敌之攻势，我能保持优越否？  

 

要之，以确认我战力的攻势极限点，不陷于危殆为要紧。此外，

敌企图侵略我省县时，自非将彼的作战与我的作战，此较其重要性，

及检讨其利害得失不可。  

 

A.彼我省县的价值同一时，一般我领土被敌侵入所受的损害，此

我占领敌国领土所得的利益为大。  

B.保持本国领土，通常较易实行。  

C.本国领土的丧失，仅得若干补偿，则不能抵消其痛苦。  

 

这样攻者愈有由攻势，转为从事防御于无直接掩护地点的必要。  

 

要之，带有限制目的之攻势，一般不易使兵力平均化，集中于某

一时间，某一地点。  

 

如在歼灭战争上，其结果，两军不发生主力的冲突，仅在各地点

返复于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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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限制目的之守势 

 

不企图歼灭敌人的守势作战，系以使敌战力消耗疲弊，成立媾和

为目的。  

 

此种结果，乃由于防者的顽强抵抗，与外部政治情势的变化（同

盟的结成、离散等），而防者作战的一般目标即期待于此实现。  

 

     防者的抵抗方法有两种形式:  

 

     （1）消极的抵抗法 

 

     防者务必固守于其所在地，以保全战力，并取得时间的余裕。  

 

防者的战力一有余裕时，即宜实行对敌侵入、诱击、及攻击其孤

立要塞等，以取得利益。  

 

       （战例）  

一七五八年以降的腓特烈大王之作战，即其代表。  

大王常集结兵力于要点，而在于被威胁地点，巧施内线、机动的

作战，极力回避会战，若有机会仅试行小侵略，以图节约自己的

战力，并使敌陷于疲劳困惫。  

 

（2)积极的抵抗法 

 

以积极的意图，求得彼我兵力的均衡，其有效方法，便是国内退

军。  

 

       （战例）  

一八一二年俄军对拿破仑作战即属此。固然俄国为本作战的遂

行，实冒莫大的牺牲与危险，却换来击灭五十万法军的战果。  

 

三． 对法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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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克劳塞维慈想定以奥大利、普鲁士和日耳曼联邦（或译德国

同盟)、荷兰、英吉利相联合，以对法兰西战争，并就其作战计划，加

以论证，兹将其大纲列之如下：  

 

     作战计划大纲（参照要图）  

 

1)战争性质——以征服敌人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2)国际关系——想定俄国为中立国 

3)战争目标——以一次至数次的会战击破敌军，夺取巴黎，将敌

残兵驱逐于罗亚尔河的南方地区。即对法作战的重心，在巴黎与

军队。  

4)主副作战 

       ——主作战正面 

          （A）北方方面军——布鲁塞尔、巴黎 

          （B）南方方面军——莱因河上流地力——特罗伊——巴黎 

       ——副作战正面 

          （A）意大利方面军 

（B）法领沿岸攻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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