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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战略战术  
 
 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正如母子一样，战术依存于战略，又随战略

所指示的方针而行动，战术的行动可以影响战略的成败，而正确的战略

却常能给予战术致胜的基础。至于战略战术的定义，几乎每一个兵家都

有他的界说，萧米尼说：「战略系在地图上作战，对战争全局打算的方

术；战术系在战场上直接指挥部队的方术。」克劳塞维慈说:「战术为

一战闘间使用战闘力的学术，战略为使用多数战闘以达到战 争目的的

学术。 」毛奇说：「战略系在地图上运用理想，决定方针，统率全军

以行作战的方术；战术系在实地的战场，指挥一部份军队，以行作战的

方式。」哥尔兹说：「战略系指挥全军之术，战术系指挥部份军队之术。」

这都足供我们对于战略战术意义的了解。以下我且来研究国父的战略战

术。  
 
     现在我们根据国父的言行来研究他的战略战术，可以说他在对内

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是攻势，即「战略攻势」，在对外的革命战

争上所主张的是守势,即「战略守势」，至于战术则以采取攻击为主，

我且先论他的战略。  
 
 
 
 
   国父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法，像民元以前的进攻满

清，是一种奇袭式的攻击，亦可称为游击战。 （详见本书「绪言」）

民元的兴师北伐，是采取战略功势，民十一、十三的两次北伐以及历次

的讨贼军事，也是采收战略攻势，即以精神力比敌处于优势的革命军（然

人数武器比敌处于劣势），作连续的进攻，求敌而歼灭之。西方兵家说：

「虽说数目上的优势，为任何企图胜利者所不容忽视的原则，但数目较

少的一方，仍有进攻并击败敌人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优势之所在，

或为指挥人力物力较少者之智力，或为将士用命。」（志一）可作为国

父这个战法的注脚。见于遗教上有：  
 
   一、民元布告全国同胞书说：「凡我各省军民代表同心戳力，率

众前驱，效诸葛一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

用兵贵神而速，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

勋。」  

一、战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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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四发表讨袁宣言说：「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当以秦

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划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

京左。三军既兴，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

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护法之役电襄阳黎联军总司令暨全体将领说：「执事据

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势，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

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若复东取武汉，

断敌归路，而西南大兵，奋击于前，更使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前此失在

姑息，除恶未尽，以致奸人迭出，变乱频仍，今兹务定正本清源之策，

为一劳永逸之计。」  
     四、民十一讨陈电覆陈护黄说：「分路进兵，以期破贼。」  
   五、民十三关于讨陈及北伐致蒋中正先生的信，其一说：「望兄

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则川湘各军必

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否则不论奉直谁胜，西南必亡。际此

之时，能进则存，不进则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说：「江西得救，则

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会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

不足平也。」于此可见国父是采取拿破仑「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此

外，他亦采取我国古代兵法所谓「先发制人」的原则，因为欲采取攻势，

其动作必须先发制人，争取战争最初的胜利，由最初的胜利，而发展为

整个的胜利。他说：「余倡议讨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发制人，

致遭失败。」（「孙文学说」第六章）又见陈英士致黄克强的信说：「中

山先生在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发専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

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二曰速战：中

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行动极称自由，我惟

有出其不易，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

已确鉴，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

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战略攻势的采取，并不限于革

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为完成他的革命目的，亦须采取攻势。二次世界

大战中，德国闪击欧陆各国是采取攻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亦是采取

攻势。因此，他们都是先发制人，施以猛烈的闪击。于此我再要引申的，

攻势与守势，并不是极端对立的，虽说「较强的一方恒采取攻势，较弱

的一方恒采取守势」，但在某种情形之下，攻势可转为守势，守势也可

转为攻势。不过在攻击的一方未达目的而转为守势时，却会给予守势的

一方以反攻机会。守势的一方，为力求保全自已人力物力，和对方实力

在攻击中消耗之后，终获决战的机会，而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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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攻势固可以取得胜利，守势也可以取得胜利，正如毛奇所说：攻势

是「到达目标的直路」，守势则是「兜着很大的圈子」。  
 
     其次，关于对外抗战的战略，国父基于当时的情势是主张取守取

势的，亦即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因为敌人来侵，施行攻势作战，利在

包围歼灭，速战速决，而我因军力比敌劣势，自然要施行守势作战以制

之。但国父所谓「守」，决不是绝对的「守」，永远的「守」，是以反

攻为最后目标的「守」，克劳塞维慈说：「凡自信是寡弱的，不得不先

处守势，但守势的结果，不可归于消极。若守者之力已渐大，则常转变

为积极目的，速把守势弃掉，一至抵抗到相当程度，即自然须变为攻势。

所以守势作战是循自然之进行，必始于守势而终于攻势。若因最初处于

守势环境而限于一般被动的抵抗，始终不行攻势运动，这是不合理的。

若不问事态如何，始终墨守守势，决不转为攻势的，那是更不合理。因

为守者专靠站在原来的地位来打退敌人而不转为攻势的军事行动，是和

以绝对被动的守势思想来行会战一样的不合道理。」国父的主张正和克

氏相同，即先取守势，俾取得充分的准备，养其全锋，俟敌疲惫，然后

乘机大举反攻。当民初帝俄侵略我外蒙古日急，国父主张对俄抗战，意

谓在战略上应先采取守势，即所谓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

俟第五年练兵八百万至干万，然后转为攻势，直抵莫斯科、圣彼德堡。

详见「钱币革命通电」。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在战略上就是采取守势，

一俟时机成熟，当转为攻势，反攻大陆，与诸民主国家会师莫斯科。  
 
     此外，还应特别举出的，国父在战略上（或用兵方略）有两项较

具体（并带有弹性）的指示：其一是：「此后战略宜大变更，集中全力

速趋省城为上策，集中全力以扑灭麻子为中策，缩短战线，以保势力，

而待援军亦为一策。惟不忍舍去土地，与敌相持，分薄兵力则为下策。

望兄速酌施行！」（覆陈某告战略三种电）其二是：「竞存不日动，各

宜先后继起。舰队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门，与附近各营同时起

事。并令少部队与数小舰进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断其交通之路。以大

队水陆并进，取香山顺德握而守之，以容奇为舰队根据，以大良为部队

大营，以甘竹勒楼黄连紫坭菜蕉门中一带之水为防线，水陆军握而守之，

为持久计。此防布置妥当，即分兵进取虎门东莞石龙一带为右翼，以绝

彼东江之交通。然后分东西路水陆夹攻：西路取道官窑石门，水路以攻

石井，东路取道广九铁路，进攻长州牛山各炮台。得手进攻河南花地，

与西路联络，而包围佛山陈村敌军，尽缴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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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战方略之大要也。务望与舰队同志谨识而执行之！」（「再致李绮

庵指示作战方略电」）于此亦可见国父确是一个大战略家。  
 
 
 
    
   克劳塞维慈说：「战争唯一手段，无论为攻势，为守势，而决定

战闘者，厥在战术。所以一切战略计划，皆以战术之成果为目的者，盖

以战术之成果，为胜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帅说：「战略自体不能存

在，须赖战术，始能发挥其价值。」战术之重要，于此可见。在这里，

我们首先应知道国父关于战术的论述：第一、关于战术的发生：国父认

为它是发生于战闘的事实。他说：「现在的军人都是说入学校，研究战

术学，学成了之后，为国家去战闘。照这种心理来讲，当然是先有言论，

然后才有事实。但是照世界进化情形说，最初人同兽闘，有了几百年，

然后那些毒蛇猛兽才消灭。在那个时候，人同兽闘，到底有没有战术呢？

当时或者有战术，不过因为没有文字去记载，便无可稽考，也未可知。

后来人同人相争，国同国相争，有了两万多年，又经过了多少战争呢？

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后世也不知道。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

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

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

闘的事实，然后才有那本兵书。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闘的

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近来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个

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

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无烟

枪，我们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有书呢？还是先有书

然后才有事实呢？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菲洲英波之战始。当时

英国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的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

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兰

搬到菲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有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

初到菲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

吃亏不少，便学土人伏地的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国人打仗，英

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士回

本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传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理都采用

它，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不是先有言论，才发生事实。」

（「民权主义」第一讲）  
 

二、战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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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于战术的革命：拿破仑说过：「没有十年不变的战术」。

克劳塞维慈也说过：「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从历史上看：战术的变

化，在専用徒手肉搏的时代，是「点的战术」，到了用戈予弓矢的时代，

便变为「线的战术」，再到用枪炮兵舰陆上海上的时代，又变为「平面

战术」，泊乎现代，由于飞机的出现，使空中亦变为战场，更进化为「立

体战术」。这不过是就其大概而言。至于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所

变的只是解释及其应用方法，这又是不可不如。自然国父对于战术的认

识，不是永久不变的论者，且以受到拿翁克氏理论的影响，所以他说：

「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

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

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

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

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

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闘舰。现在外国的战闘舰，每艘

要值五千万元以至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舰。外

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闘舰为最快，战闘

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闘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

是海军的战闘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

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

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枪炮，到了今日也算是

旧式。……不像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

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革命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

（「民权主义」第五讲）又说：「武器与战术固有关系者，以中国论，

昔用之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军人精

神教育」）可是战术的进化，固是跟着武器，而武器的进化又跟着什么

呢？当然是科学。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之上的，不是政治哲理，

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

的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

弹药，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

学昌明而来的。那种科学就是十七八世纪以后，倍根、牛顿那些大学问

家，所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民族主义」第四

讲）  
 
     国父认为我国在现代战争中，应先讲战术，他说：「自海禁既

之后，与英战，与法战，与日战，与联军战，未有不败者，非无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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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谙战术故也。苟谙战术，则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国患之，南菲洲杜国

之农民，英国患之。」（「军人精神教育」）但他却反对囫囵吞枣，依

样画葫芦地抄袭外国的战术，他说：「此次欧战发生，每一日中所用子

弹，实不知其几万万也。在激烈战闘时，每日所用，有至十数万万发。

然以其效力计之，则非万弹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战术，乃以子

弹遮拦敌人，使不得前进，故多在二千米达以外用之。若在八千米达以

外，至几万米达时，则须用重炮，亦如用步枪然，多在以子弹遮拦敌人

之前进。此外空中以飞机战，水底以潜艇战，类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

地洞，与闭天地洞，为炮弹所不能及者，两方兵士相遇，则以徒手搏击，

甚至 战时，阒若无人，不知其战闘地点，在于何处者。推其所耗子弹

极多，以吨数计，总在几千几百吨以上（每吨合中国一十六担八）。此

种战术，中国决不能学，因彼之制造子弹有加无已，且发弹系以机械，

不费人力。现有最新式机关枪，一分钟可发一千五百颗子弹者，以一百

颗为一盒，计算每一分钟可发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务在多发子

弹，堵截敌人而已。」（同）惟在革命战争中的战术应探取攻击或防守

呢？今日我根据追随国父的老同志说：国父的战术是以采取攻击为主的

（注二），并且我们根据他如下的电令亦可以看出来：  
 
     其一、电令许某：「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矣。现战情己变，江门军

当全数出三水芦苞，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击省城之敌（指陈

炯明逆军——浴日注）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其二、电令胡汉民传令永丰舰长：「现杨总司令令希闵亲率滇军

由龙岗出击淡水平山之敌，该舰长搜击海上偷渡之敌，毋使漏网。并相

机与杨总司令联络，协同动作。若无线电不通，着盐运使派安北舰传令，

并助永丰击敌。」  
 
     其三、电令虎门廖司令湘芸：「我追击军大破残敌于石滩之东，

现已占据福田石龙之线，残敌向惠州溃退，虎门各部，着速出击，以扫

荡石龙南东之残敌为要。」  
 
     于此。我们要明白的，战术攻击固配合战略攻势，亦可配合战略

守势。但是在现代战争上，倘若被迫而取战略守势，战术亦以防守为主，

死守阵地的挨打主义，这样，牺牲固重大，更无从战胜敌人，势必为敌

人所迂回包围或中央突破，而招来全军的覆没。古兵法说：「以攻为守，

乃自保也。以守为守，乃自毙也。」正是此意。故为击退敌人，歼灭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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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战胜敌人，必须采取攻击主义，对敌实行前攻，后攻，左攻，右攻，

或袭击，扰击，诱击，伏击，截击，侧击，尾击，追击，亦即放弃「以

静制动」的战术原则，政取「以动制动」的战术原则，方可获胜。  
 
     又，国父在战术上最喜用「奇兵」（有时亦包括战略）他说过：

「用兵忌攻坚，尤贵出奇。」（「致石青阳与黄复生从速图陕电」 ）
这走采用我国古代兵家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民十二东江之

役，电朱培德许某等指示说：「望显丞抽一劲旅抄敌人后路为要。」电

刘某指示说：「望兄能调一队至白沙堆，一以绝敌人后路，二可保我航

线，闻敌人食粮辎重，皆在风门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夺之，则

博围可解，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图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

「秘密|为要件，能如是，才可以出敌意表，博得辉煌的战果。  
 
   此外国父在战术上（亦即以攻击为主）尚有两大贡献如下：  
 
   一、游勇战术：此种战术，即现今所谓游击战术，国父于进行推

翻满清时，即用此种战术。国父对于安南之黑旗用以抗法及南菲洲杜国

之农民用以抗英的游勇战术，素有研究，当民国十一年兴师北伐，驻节

桂林，曾召集各军将校讲演「军人精神教育」，谓「此种战术颇适用于

中国，若以北方交战，尤为相宜。」根着举出此种战术的五种技能：一

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并作如下的说明：  
 
     何谓能命中？军队之有无战闘力，以能杀敌与否为断，故命中为

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论，即外国军队，亦未必擅长。 ……若游勇战术，

则与之相反，彼视子弹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轻施放，而有五十颗子弹，

便已十分满足。以现在军队论，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颗以上子弹，何

以一言北伐，犹以为少，岂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诸君须知子弹之

接济与补充，有在后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视子弹，因其子弹，

只有此数。非遇敌人，则无补充之机会，故不在后方接济，而在取诸前

方，此不独游勇为然，即如粤军自援闽以至回粤，其子弹皆取自敌人为

多，而不专恃后方接济，其明征也。若在无枪炮而用弓箭之时代，射箭

比放枪更难，而古时有百步穿杨者，即在能命中，否则临阵之际，最多

随带三四十枝箭矢，若无命中能力，即不啻无的放矢，只须数分钟间，

矢尽而己亦就擒，又焉能战？枪炮亦然，不能命中者，则子弹之消耗多，

而杀敌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坛之战，段祺瑞军队耗去三百万子弹，而

张勋之兵死伤，合计不过一百七十余人，此则由于不能命中之故。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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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子弹之有效，在能命中，不能命中者，子弹虽多，皆为废物。近

时兵士，往往轻于放枪，不问命中与否，放枪时，甚有高抬两手，或紧

闭眼睛者，此何异于无的而发矢！须如子弹最为宝贵，中国既无若干大

兵工厂，不宜学欧洲战术，以子弹为遮障，宜学游勇战术，视子弹如生

命。但平时须练习射击，务求合中，不使虚发，此为军人之勇，有恃无

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谓能隐伏？即避弹方法，但此种避弹，非如义和团之用符咒，

乃系利用地形，为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时，常以此询诸一般游勇，彼

云：「人立地上，靶子颇大，敌人一望即知，故须借地形以为埋伏之所，

或藏在石头后，仅露其首，以便靶子缩小，敌人无标的可寻，我尚可从

容窥探其举动。即在子弹如雨之际，尤宜深自闭藏，勿庸惊窜，因此时

前后左右，必无敌人踪迹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盖得诸经验，而

与操典中所谓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故隐伏亦为技能之一。  
 
    何谓能耐劳？此与隐伏相关联者，我亦问诸游勇，彼谓：「隐伏

秘诀，只是「不动」二字，至少须耐十二小时之劳，直至夜深，始可潜

行。因子弹之速力，异常快捷，人虽有追风之绝足，必不能过于子弹，

走避易为所中，不如耐心隐伏，较为安全也。 」此外尚有实例可讲，

前此黄克强在钦廉起事时，有一次仅剩四人，逃在山上，敌之围攻者，

约六百余人，然彼实不知仅有四人也。来攻时，皆用二一十人为前锋，

而此四人者，如何抵御？据其事后所述：敌人未来时则隐伏不动，俟彼

来袭，在五十步左右，始行 枪。每 一排，必死敌二三人，连 三四

排，敌人之死者十余人，卒以脱险。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隐伏与耐

劳之技能，否则以四人敌六百人，宁有幸事耶！  
 
   何谓能走路？现时中国尚未有完全铁道，行军之际，专恃走路。

练习之法力，须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后，每日递加五里，如此则不觉劳

顿，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战术，亦即以善走称。尚有实例可征，北军一

到南方，每以山岭崎岖为苦，南军则如履平地，快捷异常，是为我之所

长，敌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为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何谓能吃粗？游勇所恃之粮食，即此炒米一种，每人携十筋，可

支六七日，不至苦饥，遇有作战时，且无须费造饭时间，此亦为游勇之

特长，胜于正式军队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占据地方不少，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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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补充缺乏，乃至于败。粮食亦为补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粗，则

于行军极为简便，既免飞蒭挽粟之苦，而给养亦不患烦难也。  
 
     以上五种技能，是国父在距今刚刚三十年前所说的。较之今日游

击战上所用的技能，虽很简略，仍可作为今日活跃于大陆上游击队之用。

今日我们应加紧发展大陆上有枪或无枪的游击队。  
 
     二、非常战术：这种战术，亦称革命战术，系主张「用我军一千

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去打破敌军十万人。」

甚至「用一个人打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本来寻常战术，都

是主张以优势的军队对劣势的军队，或以相等的军队而战，至低限度亦

不过以二对三的军队相战，像兵学天才家克劳塞维慈在他战争论上，也

是强调「兵数的优势为战略上第一原则」，战略如此，战术亦如此。其

论拿破仑的作战说：「拿破仑常以大会战制胜，他是近代绝无仅有的名

将，除一二会战未能以多兵制敌，不得不用超绝智力而取胜之外，他都

以集中较敌优势的兵力或稍稍劣势兵力为常法。」可见国父的战术思想，

比普通兵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为进步，他日我们反攻大陆必须发扬国父这

一种战略战术思想。今日所谓「以寡击众」亦应作如是观。国父说：「什

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地方，小而言

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至少也能够打十个人。大

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可以打破敌人十万人。

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军人，才叫

做革命军。……现在广东有十多万兵，都不能说是革命军。因为他们都

是一个人去打一个人的。如果我军一万人遇到敌人一万人，才敢去对阵，

若是遇到了两万敌人，便不敢前进。像这样的军队，有什么用呢？怎么

可以说是革命军呢？至于本大元帅今天所谓的革命军，是一千人能够敌

一万人，像有这样大力量的军队，在诸位军事家看起来，或者以为不可

能的事。大概照寻常的军事经验讲，我军无论练得如何精良，总要用几

倍人去打敌人，才可以操胜算。譬如用三万人去打一万人，才可以说是

有把握。如果敌人有三万人，我军只有二万人，便不能说是有把握，至

于敌人有一万人，我军也只有一万人，更不能说是有把握。像这样的军

队，是寻常军，不是非常的革命军。世界上有非常的时机，能够做非常

的事业，便要有非常的革命军，才可以成功。诸位将士不信，只考察十

三年以前的革命历史，革命党和清兵奋闘，没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敌百，

用一个革命军打一百个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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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诸位将士是湘军，是从湖南来的，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

黄文强。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

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

枝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

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争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

百人，像这样的战闘，是非常的战闘，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

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所以本大元帅要大家以后能够打

胜仗，做非常的事，便要变成非常的革命军。像黄克强那次在钦廉打仗

一样，如果不然，就是枪好弹多，还是送把敌人，自己没有用处。 」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讲词）再说:「现在的军队不是革命军，

只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广州起义的军队，才可以说是革命军，当他们

起义的时候，在广州的清军，有满洲的驻防军，有李准的水师，张鸣岐

的陆师，总计算起来，不下五六万人，革命军的人数不过二三百人，那

里有今日这样多的军队呢？当时的武器不过是手枪炸弹，那里有今日这

样好的长枪大炮呢？那样少的人数，只用手枪炮弹，一经发动，便攻进

水师各行台和总督衙门，后来因为约定的外援，没有赶到，便完全失败，

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黄花岗。所以黄花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天打

死了的革命军，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

愧称为革命军。假如当时我们的革命军有三千人，或者敌人只有三千人，

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当时广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

万人，我们的革命军方又没有三千人，只有三百人，众寡太相悬殊，所

以结果归于失败。至于以战论战，当时城内之战，可算是成功。」 （「革

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讲词）再又说：「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

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是说：「十则围之，倍则攻之。」

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

常的战术。 ……辛亥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

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

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

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

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发难，城外炮营，立时响应，便拉两

门炮进城，遥攻总都衙门，敢走瑞征，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

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

下两万多人。革命军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

打五百个人。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

用一个人打五百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小数的人，打极多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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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闘，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

闘，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

例。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

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

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

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

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

各国的海陆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

留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智识军

人，是什么心理呢？仔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

専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在

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

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

翻满清，是谁造成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

穷脉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出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

一般有智识的军人，以为用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

案。因为不赞成这种道理，便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因为那些

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是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

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

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

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股晖人以后才收军事

上的顺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 」（「革

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于此可见国父在用兵上是重质不重量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军队个个都有「为革命主义去牺牲」的攻击精神（武

器为次要条件），像这样的革命军，「以一当十」，自可杀敌致果。这

是有战例证，并非夸大之谈，观于上述，便可了然。何况革命军对敌作

战，胜固战，败亦战，从屡败屡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倘若当我一千

人与一万的敌人相遇，或一千人与一千的敌人相遇，便心寒胆散，甚至

弃械逃遁，像这样的军队，根本不配作战，更谈不上参加革命的战争。

所以我们今后在练兵上，尤其为反攻大陆，更应训练每一个士兵都有为

主义而奋闘牺牲的「以一当十」的攻击精神，那么就容易取胜了。又从

我们古代兵学上来看，像孙子兵法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或「避

其锐气，击其惰归。」或「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或「以近待远，以

佚待劳，以饱待饥。」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些原则，当然可以达成「非

常战术」。再从现代战争来看，虽说战略以寡击众，战术仍要以众击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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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战闘上以寡击众而获胜的亦不少，要在如何运用而已。更可见「非

常战术」的正确。  
 
     德国哥尔兹将军说：「关于战略战术，从事著作者，无论何人，

非其所述原则中考虑本国特别事情，提供吾人以国民的战略战术，则不

能谓之真有所贡献于国家。」真的，中国今后的战略战术是不能再徒事

抄袭了，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国父的战略战术是最适用

于中国革命战争，我们今后应加以发扬光大。  
 
 
    （注一）见英国福尔区着「现代战争论」。  
 
      （注二)据李仙根、赵超先生等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