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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结语—知难行易的军事上证明  
 
 国父的革命战理,真是博大精深,我的研究，暂止于此。惟对「知难

行易」的学说，我想在这里试从军事上给它一个证明。这个学说是有其

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凡知皆难，凡行皆易」的一贯学说。国父为建立他

这个学说，便着孙文学说一书。不惮其烦，连篇累牍，列举饮食、用钱、

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大例证，使人

人容易了解「行之非难，知之维艰」的道理。并打破过去「知之非难，

行之维艰」的谬说。又从人群的进化上作进一步的证明，就时的方面分

为：「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

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由科学发明之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此三

时期，以第三个时期为历史发展最难的时期，足证知为难，行为易。就

人的方面分为：「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年

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此三系人，在古今社会上

都以第一系人为数最少，亦为知难行易学说之左证。还有，国父所谓

「知」，决不是泛泛的知，空谈的知，乃「真知」，即科学的知。正如

国父说：「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又说：「倘能由科学之理则，

以求得其真知，则行决无所难。」其意在勉人力行。  
 
     依上所述「知难行易」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在军事上找到证明：

发明射击原理较实行射击难。策定作战计划较执行作战计划难。设计架

桥难于执行架桥。设计要塞难于构筑要塞。定典范令难，行典范令易。 
（你看典范令不知是积多少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及多少专家的心血而成）

推而至于发明飞机、大炮、坦克、雷达、飞弹及原子弹等亦比制造和使

用为难之又难。至于军事的进化亦可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

及「知而后行」的三个时期，即由古代的「不知而行」时期，进化到中

古的「行而后知」时期，再进化到近代科学发明之后的「知而后行」时

期。就军人说，亦可把最高统帅普通军官及士兵各阶级分为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及不知不觉者，由于此三系军人相需为用，协同一致，当可完

成战胜攻取的任务。凡此均可证明军事上的一切，亦为「知难行易」。

在这里我们更应明白的，像孙子兵法十三篇与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实

为千古不朽的两大兵典，历代名将的功业虽有驾乎两氏之上者，理论上

而能驾乎两氏者实无一人，亦足证「知」的难能可贵，孙克两氏为先知

先觉的兵学大师。又从孙克两氏的理论来看，如孙子说：「知彼知已，

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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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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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证明「知」的重要性。其次像

孙缤的减灶计，田单的火牛计，韩信的背水阵，孔明的空城计，李愬雪

夜入蔡州，拿破仑的越阿尔卑斯山，汉尼拔导演的康纳歼灭战，兴登堡

指挥的坦能堡歼灭战，这都是证明他们是先知先觉的名将，为历代军人

所罕见者。又，当先知先觉的统帅所策定的战略战术来杀敌取胜，部属

因限于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直至战胜之后，仍有

不知其所以致胜之道，正如孙子说：「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

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所以一个军队在先知先

觉的统帅指挥之下，全体部属只有恪守纪律，奉行命令，绝对不容有所

怀疑犹豫于其间。  
     
 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真是千古不刊的定理，此学说推演出的结

论：一是「能知必能行」，一是「不知亦能行」，一是「有志竟成」，

都是我们革命军人应常把握着的。先说「能知必能行」：前面已说过国

父所谓「知」，是真知，即科学的知。国父又说：「科学的知识，不服

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

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讲词）所以我们军人

的智识学问，不是徒在书本上死读死记，及在课堂専心听讲，所可切于

实用，须从实地观察，实地演习，或在实战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

后才不会重踏赵括徒读父书的覆辙。克劳塞维慈说：「一切智识虽然大

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经验而后知，尤其是军

事智识的基础在经验，所以兵学是经验的科学。例如火药的效用，如离

开经验只凭想像与测算，实难得知其真相。所以自古以来，一切物质兵

器的效果，必须反复试验。子弹借火药之力一秒间飞行千尺，固可用测

算而知，然其受空气与重力的阻碍命中目标实际的效果，必由经验而后

知，物质的效果如此，精神的效果也是一样。」又说：「所谓危险，所

谓劳力，所谓情报，所谓障碍，都是战争特质的元素，从它们妨害战争

动作的作用上而观，可总称为障碍，要如何方能克服这种种障碍，一言

以蔽之曰：「习惯」，惟有惯战能使身体忍耐大劳苦，惟有惯战能使精

神抵当大危险，惟有惯战能使判断不为眼前印像炫惑。例如吾人初入暗

室，瞳孔放大，吸收所有的发光体，渐渐能辨别诸物和明处一样，惯战

的情形大概是如此的。战争的习惯，也可以由平时适当的演习，得着类

似实战的经验，这要在演习中使各种障碍的一部份出现于实际，使指挥

官磨练其判断力与用意的周到，可以得很大的利益。 」这样所得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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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智识学问，才是真知，科学的知，自然可以达到「知之必能行之，知

之则更易行之」的境地。所以我们革命军人今后的求知，决不可读死书，

应从演习上去求知，绝不可怕战，应从战场上去求知。这样的知，才是

百战百胜的「知」，才是建功立业的「知」。  
 
 虽然「能知必能行」，但「不知亦能行」（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

比如对敌人情况不明的时候，如下最大决心，实行冒险攻击，亦可以压

制敌人，并可以从攻击等行动中去获得更真确的情报，以为我进一步行

动的根据。假设我们因对敌情不大明了，必待取得更完备的情报然后动

作，固会错过「战胜之本」的宝贵时间，反会给予敌人以获得关于我更

真确的情报的机会，又会丧失敏捷攻击及初步获胜的利益。至于「有志

竟成」，这是教我们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必须立下坚定不拔的意志，

发挥整个精神力量来实践力行。否则敷衍塞责，畏难怕死，决无成功之

理。所以国父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通乎世界之潮流，合

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

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依此而论，我们此次反共抗俄，就是

「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大事，

又为先知先觉的最高领袖领导大家一致奋闘到底，必可取得最后胜利，

将如国父发动推翻满清，中经十次失败，终底于成。  
 
     最后，国父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以超卓的天才，远大的

眼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经验，精勤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上是不朽的，

在立言上也是不朽。他的战争理论，继承中国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

界各国兵学的精华，加以自己的实践独创而成。他本着他的战理战法，

推翻了满清，又完成了每次讨贼军事的胜利，所以他的战理战法，是必

胜的，又是救国救世的。这是五千年来中国兵学上的一大飞跃，也是说

明反共抗俄战争依此而行必可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要研究和发扬国父的革命战理，  
     我们要运用和实践国父的革命战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