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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謂戰爭 
 

    一  戰爭的概念 
 

    （1）戰爭的基本要素乃兩人以上的鬥爭，即決鬥之謂。所謂戰爭畢竟不外是

決鬥的擴大。我們可以說：戰爭是集合無數之各個決鬥，而成為一個統一之全體

的東西。 

 

（2）所以戰爭是為屈服敵人而實現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此種暴力為對

抗敵人的暴力，就要利用各種技術上、科學上的發明以為武裝。 

 

   二  戰爭概念的無界限性 
 
故戰爭是交戰雙方各為屈服敵方意志之無界限的努力。 

 

   （1）暴力使用的無界限性 

 

戰爭是否定那種以為不必流血只要巧妙制敵便可屈服敵人的博愛主義。畢竟

戰爭是暴力行為，於使用時，并無限度，必達於極點。此一國對他國使用暴力，

他國亦不得不用暴力來抵抗之，由此所發生的互相作用，在概念上是無從窺知其

極限的。 

 

   （2）打倒感情的無界限性 

 

    戰爭的直接目的在剝奪敵之抵抗力，故交戰雙方各為打倒其敵方，在我未打

倒敵人之前，而敵人自必先要打倒我，這樣，互相打倒的感情愈加興奮，作無界

限的伸張。 

 

   （3) 力之發揮的無界限性 

 

欲打倒敵人,先要測知敵人的抵抗力，依此決定來發揮自己力量的程度。從敵

現用的各種戰鬥手段，可以測定其數量(物質力),但對於敵之意志的強弱(精神力)

則不易測定，故我要努力使我力量增大到可以壓倒敵抵抗力為止。 

 

   三  緩和戰爭的無界限性的現實諸因素 
 
人類的悟性倘若停留於抽象的境界，則上述關於戰爭之卻無界限性的觀察，

實有其真理。但現實上，於下舉各條件成為緩和戰爭之無界限性的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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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戰爭不是完全的孤立行為，且與過去的國家生活有密切的關聯 

 

縱然認為戰爭全屬孤立的行為，其發生又與過去的國家生活無關，于此亦可

以明白暴力之無界限行使的意義。然在戰爭中，以彼我兩國間常繼續著政治的交

涉及敵國意志的試探，故保留著政治上妥協的餘地。 

 

       （2）戰爭不是完成於一次的決戰或同時併行的數個決戰 

 
戰鬥力的要素——土地與人口，以其不能同時行使，及同盟國的參戰亦由其

自由意志而定，所以集中全力發揮於一次的決戰很困難，尤以人性的一面有保存

其戰鬥力到最後使用的傾向，故常阻礙力量作無界限的發揮。 

 

   （3）要顧慮到戰爭結局後之政治上的種種 

 

在戰爭上將敵軍完全擊滅不算戰爭的終了，故須考慮到戰爭結局後之政治上

的種種，即要使其將來不能利用政治上的變化，以圖挽回既倒狂瀾。 

 

    四  現實生活足以排除概念的無界限性與抽象性而依

照蓋然性的推測 
 

倘若敵對的雙方已非純粹屬於概念，而為具體的各個國家與政府時，則戰爭

不屬於觀念的行為，已成為特異的實際行為。即戰爭常事者的各方須互相根據著

敵方之性洛，設備、狀態諸關係等，及蓋然性的推測，以察知對手所採取的行

動，而決定自己對付的方法。又，戰爭亦具有一種偶然性的要素，此種性質極近

於賭博的性質。 

 

    五  關於戰爭行為的繼續問題 

 

    就戰爭的純粹概念而說，則戰爭成為暴力的無界限行為。所以彼我雙方的政

治要求，不管怎樣微小，所用的手段，不管怎樣卑下，但戰爭行為一陷於中止

時。就會違背其（戰爭）本質。因此，所以： 

 

(1) 一方要等待有利的時機，他方亦將努力使其沒有等待時機的餘裕。 

 

   （2）雙方的力量完全平衡時，挑戰者必抱有積極的目的。 

 

   （3）一方抱有積極的目的，但于此所用的力量未臻較強的程度時，而發生一

種平衡的狀態，倘若此種狀態暫無變化，則雙方必將媾和無疑。如有變化的可能

性，則怕陷於不利地位者，非進而求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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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戰爭行為便帶有繼續性，而煽趨兩方的互相努力。但現實的軍事行動

帶有這種繼續性者，實屬罕觀。這是什麼緣故呢？ 

 

   （1）因守勢比攻勢為有利的戰爭形式 

 

    目下的狀況於我有利，但因力量不足，未能拋棄守勢的利益而轉移攻勢時，

則非等待將來的機會不可。何故呢？蓋將來以守勢為立場而求戰者，實較現今立

即採取攻勢，或媾和為優。于是戰爭便入於休止的狀態。 

 

   （2）因未能全知敵情 

 

    一般所謂敵情認識的不完全，乃成為抑止軍事行動、緩和其進行的因素，至

於戰爭行為中止鈞可能性亦為緩和軍事行動的一新要素。蓋軍事運動的中止（即

休戰期間則能），便能藉此戰爭延長的整個期間，弛緩其緊張性，阻止其危險的

進展，及恢復其曾彼破壞的均衡力量。 

 

這樣，戰爭愈遠離概念，至將一切打算完全成立於蓋然性的推測之上。 

 

依於上述，當力之無界限的發揮被緩和，及蓋然性的法則支配戰爭時，政治

目的，便再現其英姿，而此目的對軍事行動的支配力愈大，則軍事行動愈弛緩。 

 

   六  戰爭與政治的關係 
 
（1）人類社會的戰爭，即全國國民間的戰爭，是胚胎於政治上的狀態及依於

政治的動機而爆發。故戰爭是一種政治的行為，又是國家意志遂行的一種政治手

段，即戰爭不外是用其他手段而為政治（政治的對外關係）的繼續。 

 

（2）戰爭的動機大而強烈，則影響於國民的整個生存的程度愈顯著。戰爭在

未發動之先愈緊張達於極點，則愈接近於觀念的形態。共結果，所謂將敵打倒

者，愈成為中心目標。戰爭的目標與政治的目的愈合而為一，則戰爭愈近似真正

的戰爭，而不近似政治。反之，戰爭的動機與緊張性微弱時，則暴力必遵從政治

所指定的方向而行動，戰爭愈與政治相近似。 

 

    前者是第一種戰爭，後者是第二種戰爭，所以戰爭係依其所惹起的動機及緊

張的性質而形成各種的類別。 

 

    依於上述可以明白克勞塞維慈對於戰爭的本質，是從這三方面來觀察的：即

其一是戰爭的本來激烈性——憎恨心及敵愾心。其二是戰爭的蓋然性與偶然性。

其三是戰爭與政治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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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的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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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說一  戰爭之質的觀察 
 
克勞塞維慈係從現實與理念的兩面來觀察戰爭，并區別戰爭為概念的戰爭與

現實的戰爭兩種，但在今日若從質的力面來觀察戰爭，則政治的價值與武力的價

值便成為決定其性質的主要原因。「戰爭是使用武力而遂行國策的行為」（石原

莞爾將軍戰爭論的定義），所以國家為達到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時，便發生戰爭

的行為。 

 

    於此，政治價值此武力價值大時，則戰爭將在政治上求解決，而武力的活動

範圍便變為狹小，且有時武力僅作為政治行為背後的威力而存在著（第二種戰

爭——現實的戰爭）。 

 

    反之，不依賴於政治，即政治價值小，而武力價值大，且專用武力來解決戰

爭的，則戰爭帶著決鬥的性質，接近於概念的性質（第一種戰爭——絕對的戰

爭。） 

 

其關係用圖表示如下： 

 

     （註）                                   戰爭 政治 

武力 
（1）武力的活動範軍增大時，則政治的活動領 

     域縮小。政治的活動範圍增大時，則武力 

     行為自然減少其必要性。 

 

（2）於此所謂政治活動，主要的指外交的活動 

     ，但亦包合其他政治事象如思想、宣傳、 

     財政、經濟等。 

                              

    至於武力價值與政治價值係依其時代的政治、經濟的各種形態、國際關係、

軍事的進步等而變化，在各時代便產生各時代的獨特不同的戰爭。 

 

    在近代戰爭上的武力價值(尤以飛機的發達)與政治價值(國際關係的複雜性)

均比過去的戰役特別增大，且其活動範圈亦特別增大，結果，便產生了國家總力

戰的新理論形態。 

 

但戰爭的本質關係，可以說依然不變。於相對的比率上，當一國的武力足以

壓倒他國時，便會實行殲滅戰爭（列如此次歐戰德國的侵入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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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戰爭的目的及手段 
 
    一  戰爭的目的 
 
前章係說戰爭種類的多樣性，當然戰爭的目的亦隨之多樣，茲分述如下： 

 

    （1）概念戰爭的目的 

 

    從概念上研究戰爭的目的，則戰爭唯一的目的，可以歸結為打倒敵人，即敵

抵抗力的剝奪。 

 

    為要打倒敵人，必須毀滅敵之戰鬥力並佔領其國土，此兩種目的已達到，但

敵的意志仍未屈服，換言之，尚未能迫使敵政府和他的同盟國與我簽訂和約，或

未能使敵國民降服時，則不能視為戰爭的終結。 

 

    所以直到和約的諦成，才可以當做戰爭目的的達到，或戰爭的終結。 

 

    （2）現實戰爭的目的 

 

    現實戰爭的目的係憑武力強制敵人來締結政治的和約。概念戰爭的目的，即

所謂敵抵抗力的剝奪，但這在現實的世界裹決非通常的存在，或未必成為媾和的

必須條件。 

 

    在現實的戰爭上成為媾和的動機有二： 

 

    （A）對於戰爭勝敗的推測 

    （B）對於力之消耗的考慮 

 

戰爭係親視政治目的價值如何，而算定因此所要犧牲的大小（就戰爭的範圍

及繼續時間而言），但力之消耗與政治目的的價值，陷於特別不平衡時，即足使

戰爭中止，媾和締約。 

 

即在現實戰爭上，一方不能完全剝奪他方的抵抗力時，則彼我雙方俱從事於

勝敗，及其所必要消耗之力的推測，因而造成媾和締約的動機，然作為此購和動

機的方法如何呢？ 

 

（A）作為媾和動機的方怯（勝敗的推測）： 

 

   （a）敵戰鬥力的破壞及其省縣的佔領 此方法以打倒敵人為目的時，其

性質全然不同，即所謂戰鬥力的破壞，僅以使敵失掉勝利的信念，而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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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的優勢為滿足。其次敵人不願從事於流血的決戰，甚至全不願以兵戎

相見，則佔領其防禦力薄弱或全無防禦力量的省縣，亦為相當有利的事。 

 

   （b）其他方法 即用政治的權謀術數，如離間敵的同盟國，或使其不能

傾注全力於戰爭，或自己取得新同盟國，由此，而使敵對於戰爭勝敗的推

測，發生不利的自覺。 

 

（B）作為媾和動機的方法（力量的消耗）： 

 

   （a）以增大敵之力量的消耗為目的，而破壞敵之戰鬥力，及占領其領

土。 

 

   （b）直接增大敵力之消耗的三種特別方法：（A）侵入——此為佔領敵

之省縣，但不以長保於自己手中為意圖，乃以在其地域實行徵發，或使與

荒蕪為目的。（B）吾人的努力，専集中於足以增大敵方損害的事物（註：

例如第一次歐戰軍的攻擊凡爾登）。（C）使敵疲勞，即依連續的對敵行

為，使敵的物質力及其意志，逐漸涸竭崩壞。  

 

 

（總括） 

 
戰爭的目的 

純概念的戰爭目的（打倒敵人） 現實的戰爭目的（因政治目的之多樣而

有各樣的戰爭） 

敵戰鬥力的

毀滅 

敵國土的佔

領 

敵義志的屈

服 

促成對戰爭勝敗的

推測 

對力之消耗加以考

慮 

以強制媾和當作戰爭的終局 敵戰鬥力的破壞 

省縣的佔領 

政治的權謀術數 

敵戰鬥力的破壞 

國土的占領 

國土的侵入 

增加敵的消耗 

敵的疲勞 

殲滅戰爭 消耗戰爭 

 

 

    由上而觀，為達成現實戰爭的目的，其方法有敗種：如敵戰鬥力的破壞，敵

地的掠奪，單純的佔領，單純的侵入，政治的權謀術數，及使敵疲勞等。這都是

因時制宜，強迫敵人媾和的方法。即由於戰爭的誘因——政治目的之多種多樣，

而使戰爭方法亦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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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戰爭的手段 

 
戰爭唯一的手段是爭鬥（Kampf)。 

 

    （1）戰爭的單位 

 

    戰鬥不同個人的爭鬥，係由複雜的各部份構成一個全體。我們對此全體可區

別為兩個單位： 

 

   （A）主觀的單位 以暉隊所構成的各部份作為一個戰鬥單位。 

 

   （B）客觀的單位 以爭鬥的目的及其對象物（object)，作為戰鬥的單位。 

 

        (2) 戰鬥的目的 

 

戰鬥一般的目的是毀滅敵戰鬥力。但在採取其他目標的場合，則毀滅敵戰鬥

力亦非為絕對必要之事，例如敵之土地被佔領，敵之兵力的消耗等是。 

 

    又，戰鬥是戰爭的一肢節，以擊破敵之戰鬥力為最終的目的。但在上述場

合，擊破敵戰鬥力未必為直接的目的，但亦有當為間接的目的。這樣，我們便可

認識戰爭唯一的手段是戰鬥，然因其使用形式及戰鬥目的多樣，遂使戰鬥的種類

亦隨之多樣。 

 

       三 戰鬥的兩種形態 

 

   （1）敵戰鬥力的毀滅（戰爭的積極目的） 

 

    正如上述，戰鬥目的是多樣的，但敵戰鬥力的毀滅卻成為軍事行動的基礎。

何故呢？假如事實上不能實行戰鬥時，或在敵放棄企圖時，其根本亦常須豫測此

種毀滅的必然性。故所謂敵戰鬥力的毀滅，比其他手段，均為最高且最有效的手

段。就另一方面說，這種手段卻常招來很大的犧牲與危險。所以將帥們雖明知採

取這種手段所獲效果的鉅大，但每每又成為避免決戰而選擇其他手段的那由。 

 

    於此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我們如為避免決戰而選用其他手段，必須確知敵

人亦同抱有此種義圖為前提。假定在敵企圖大決戰的場合，則我必將立於不利的

地位。蓋我已把自己的企圖及各種手段的一部份指向於其他方向，而敵人自緒戰

初期便得集中力量於決戰方面。七年戰爭中的排特烈大王與道恩元帥的戰鬥，其

間的事實，便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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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七年戰爭中的排特烈大王以寡少的兵力，強迫奧將道恩

（Dauns）元帥決戰，而收獲赫赫的戰果。反之，道恩擁有比大王優

勢的兵力，但因迴避決戰，反為所敗。 

 

        （2）我戰鬥力的保存（戰鬥的消極目的） 

 

    當我欲毀滅敵戰鬥力時，則我的企樹是積極的，以打倒敵人為目標。當我欲

保存自己的戰鬥力時，則我的企圖是消極的，僅以使敵放棄其企圖為目標，此種

純然抵抗的戰鬥目的全在延長戰鬥行為的繼續時間，使敵陷於疲憊。但所謂消極

目的，決不是絕對被動的意思，乃為期待將來的決戰，其根本與積極目的相同，

俱以毀滅敵之戰鬥力為企圖。 
 
    以上所說戰鬥的兩種形態，便是攻守兩種形式的區分之所在。 
 

（總括） 

 
戰  鬥 

爭鬥的概念 戰鬥的單位 戰鬥的目的 戰鬥的兩種形態 

爭鬥是

戰爭的

唯一手

段 

爭鬥不

同個人

的爭

鬥，係

由複雜

的各部

份構成

一個全

體 

戰鬥分有主觀的、

客觀的兩種單位 

一般的

目的 -

敵戰鬥

力的毀

滅 

其他 - 

採取特

種目標

的場合 

積極的

意圖 – 

敵戰鬥

力的毀

滅 – 

攻擊 

消極的

意圖 – 

自己戰

鬥力的

保存 – 

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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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戰爭的摩擦 

 
戰爭的摩擦是爭戰的特質，這種性質便是實戰與桌上戰爭（紙上談兵）的重

大歧分。 

 

    戰爭的一切原理很簡單，正因很簡單，也便是困難之所在。這就是由於戰爭

伴著各種的摩擦（或譯障礙）。 

 

    戰爭所發生的摩擦有如下幾種： 

 

    一、戰爭的危險性 

    二、戰爭的令人肉體勞苦 

    三、戰爭所得情報的不確實性  在戰時所獲得的情報以虛偽的為多，尤因人

類恐怖的心理足以助長之。所以關於危險的情報，往往不屬於虛偽的，便屬於誇

大的，這均足以擾亂指揮官的判斷的。 

    四、戰爭的障礙  在戰爭中常有偶然事情的發生，如部隊行動的困難、不測

的天候手氣象的影響等障礙，都足以阻滯軍事行動的。 

 

    而克服這種磨擦的手段，就是使軍隊習慣於戰爭，習慣可以使身體忍受大勞

苦，可以使精神抵擋大危險，可以使判斷不為目前的印象所眩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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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軍事上的天才 

 
    所謂軍事上的天才，即在智、情、意各方面，賦有足以克服戰爭上各種摩擦

之異常素質的人物。茲就這些性格作如下的研究： 

 

       一 智力與感情的協同活動 

 

       （1）克服戰爭的危險要有勇氣 

 

    戰爭是危險的事體，故軍人第一必要的性質是勇氣。 

 

    勇氣分為個人的勇氣與對於責任的勇氣。個人的勇，可作如下的分類，所謂

真勇者必具備有此兩種性格: 

 

個人的勇氣 
對於危險的不介意（先天的） 在於積極的動機（感情的） 

由於稟賦或輕生  成於觀念習慣 名譽心、愛國心  其他各種感奮 

 

       （2）克服戰寧的勞苦要能忍耐 

 

    戰爭足以令人肉體發生高度的辛勞與困苦，故非具有足以克服此種勞苦的體

力與忍耐力不可。 

 

       （3）克服戰爭的偶然性，不確實性所需的諸性格——句面眼，決斷心，

沉看。 

 

• 所謂局面眼（亦稱慧眼或機眼），即縱在如何黑暗之中，常能保持一道光

明，燭知真相的智力。 

• 所謂決斷心，即仗此一道光明，而向前邁進的勇氣。 
• 所謂沉著，即遇意外的事件而能善為處置的能力。 

 

   （4）克服戰爭上各種障礙所需的意志 

 

造成戰爭的氛圍，如危險、人體的勞苦、不確實性、偶然性等。故在此等摩

擦中，求能出以確實而有效的行動，必要有強烈的意志力。而此意志力，未必生

於對個人的危險，乃起於揮官對於戰鬥勝敗的責任心。 

 

• 精力 表現於行為動機的強度，其本源具名譽心。 

• 剛毅 在各種衝突上表現意志抵抗的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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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 在繼續時間上表現意志的支持力，其根源是智力。 

• 感情上的堅固性 縱當如何強烈的興奮刺激之際，常能依理智而行動的能

力。 

• 性格法的堅固性 所謂性格堅固乃指牢守自已的信念而言。所謂性格堅固的

人物，即最能繼續保持其信念的人物。感情的平衡影響於性格的堅固極

大，一般感情堅固的人物，其性格亦強固。但關聯於此性格上的堅固。卻

有一種變相的頑固，所謂頑固是拒絕他人較高的意見而絕不予採納的態

度，主要的由於感情上的過失。 

 

      二 智力的活動（地形觀） 

 

欲知戰爭與土地關係的密切，主要的有待於智力的活動。 

 

• 戰爭與土地的關係是不斷地存在著，即凡軍隊的軍事行動莫不有一定的空

間。 

• 戰爭與土地的關係足以變更諸力的效果，甚至有使其整個變化的作用。 

• 戰爭一面要受某一地方的很小地形所影響，他方面又與大空間有極大的關

係。 

 

    但欲把握著此等關係，實非易事，何以呢？因為指揮軍隊活動的空間極廣

大，縱是苦心搜索，未必週到，又欲正確地知道它變更無常的情況，亦很困難。 

 

    欲克服這種困難，必須有特殊的精神能力，吾人把它叫做「地形恨」

（Ortsginn 或譯地形感覺），所謂地形眼係指所到每一地方能迅速正確地作幾何

學上的想像，使整個地形常能湧現於腦際。很顯明的，這是想像力的一種。 

 

    這種才能的使用，在階級上，愈是高級的將帥愈屬必要。 

 

    要之，軍事上的天才，即憑於智力、感情、勇氣及其他各種心力的合一以從

事軍專活動的卓越軍事指導者，世人慣將單純而勇敢的軍人稱為軍事上的天才，

這是不對的。殊不知智力比勇氣尤為重要。雖是下級指揮官，苟欲成為一個優秀

的指揮官亦必須具有優秀的智力，其階級愈高，則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 

 

    故凡欲在戰爭上建立殊勳者，自下級至高級，均須具有特殊的天才。 

 

    然而歷史家和其他論史的人們，僅對於居第一位者——司令官的地位而曾建

殊勳的人們，慣稱為天才，這大概是因居於此地位所需要的精神及智力較居於第

二流以下的地位者為大吧! 

 

    更有進者，凡欲在一個戰爭或戰役中，博得光榮勝利的指揮官，尤非兼具有

高等政治的偉見不可。這是說戰略與政略要一致，將帥又須成為政治家。但彼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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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常不忘記了自己仍身為將帥才可。蓋彼在其視野中，一面須囊括整個國際政

局，同時另一方面必須對其憑目己的各種手段所能達成之任務的範圍有正確的意

識。 

 

在此場合的各種關係，既多式多樣，境界又很不明確，其結果，必有許多要

因雜入於將帥的視野之中，而此等要因的大部份有待於推測而知，所以將帥必須

發展其統一力與判斷力而成為一種驚人的洞察力。 

     

但這種高等的精神作用，即天才的眼力，如果沒有上述感情上及性格上諸特

性為其支柱，恐亦不能創造歷史，垂名後世。 

 

最後我試問：在軍事上的天才，究以何種智力為最適宜？於此，我可以斷言:

「軍事天才是臨戰時而能付托以我們子弟的生命、祖國的名譽與安全的人物。這

種人物與其長於建設，不如長於反省；與其偏於局部盡其推求之能事，不如具有

概括全體之能力；與其具有熱烈的胸懷，不如賦有冷靜的頭腦。」 

 

 

    （總括） 

 
軍事上的天才 

戰爭的本質 戰爭的摩擦 

打倒武力 支配政治 危險性 肉體的勞苦 偶然性不確實 障礙 戰爭與地形關係 

戰略能力 政治能力 勇氣 忍耐 局面眼決斷力 意志力 地形眼 

洞察力 智力與感情的協同活動 智力 

將帥 

 

 

          附說二 關於戰爭的真義 
 

    克勞塞維慈因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饗，其論戰爭上的精神要素的重要性，比諸

歐西別的兵學者還要強調，但對於戰爭本質的那種見解，終脫不出歐西派的唯物

觀念。即他所述的，斷定戰爭為觀念的「力與力」的抗爭，不承認其間有什麼道

義的存在。在現實的政治作用上，又專以利害的打算為基礎而遂行戰爭。 

 

    固然他把戰爭作客觀的觀察，自有其一面的真理，尤以歐西由來的戰爭盡屬

於這個範疇。 

 

    中國的戰爭想想與歐西派的兵學思想，截然不同，我們只稍一覽我國歷代各

家的兵法及現代 國父的戰爭理論之後，就會澈底明瞭了。（此兩行為譯者加入—

— 日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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