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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戰略 
 

    一 戰略及作戰計劃 

 
所謂戰略係以戰鬥來實現戰爭目的的手段，故對戰略，先要作如次的兩種觀察:  

 

    (1) 戰鬥力及戰鬥成功的可能性 

   （2）應使戰鬥力成為卓越的智力、感情力 

 

為達成戰爭的目的，而策定作戰計劃，則必要根據此兩點。所謂作戰計劃是決

定整個軍事行動的目標，而各種軍事行動又連結於該目標。 

 

從來作戰計劃不是策定於軍隊，慣例係策定於政府，所以政府殆成為軍隊的大

本營（如七年戰爭的腓特烈大王），但就一般說，紙上的空論絕無效用，計劃必須

適應在戰場上的實際狀況，又不斷地加以修正方可。 
 

        二 戰略手段的性質 

 
   戰略上所使用的各種形式，手段極為簡單，又經常為兵家所使用，其所獲結

果，亦為人人皆知。但有些批評家卻過於重視此形式與手段，遂眩惑於前人輝煌的

戰績，而以簡單的活動形式為天才的表現。 

 
可是戰略的形式與手段未必為天才的表現，但實行之則不易，非有天才的手腕

不可。總之，斷然遵守既定的方針，始終遂行原定的計劃而克服無數的障礙，不特

要有雄大的魄力，且要有超常的明敏正確的思慮。 

 

其次，論戰略而不把一切精神力加以考察，僅依物質的數量而立論，則此種論

調，便成為力的均衡，兵力的優劣，時間與距離的關係，幾何學的角與線的問題。 

 

    但戰略上較難之點，不在於這種簡單的物質數量，乃在於能否把握著活動於其

間之精神上的各種力量。 

 

    這種精神上的諸力，特別在戰略的 高範圍裏（即戰略與政治及行政相關聯的

部份），常發生重大的作用，而使將帥判斷困難。 

 

    三 戰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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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戰略效果是觀察戰爭或戰役的全體後，而又綜合觀察其間所發生的戰鬥及

會戰的效果之謂。 

 

戰鬥的效果分為直接的與間接的兩種： 

 

1. 直接的——直接破壞敵戰用力。 

2. 間接的——不是直接破壞敵戰鬥力，乃欲達成其目的，而決定間接

的目的，以遂行之，則可收此效果。例如佔領敵方的省縣、都市、

城塞、道路、橋樑、倉庫等。 

 

    戰爭是多數戰鬥的結合。而戰略效果僅為各個戰鬥的效果，即戰略效果，不是

表現於佔領地點及敵無防備的地方等方面，乃係決定於此戰鬥效果之終局的總和。

換言之，決定整個作戰成敗之所在，實為 後得利或失利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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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戰略的要素 
 

    戰略的要素，依其性質，可以做下面五種的分類: 

 

1. 精神的要素——屬於精神的特性及精神作用所惹起的一切。 

2. 有形的要素——屬於軍隊的戰鬥力、編組及兵種的此率等。 

3. 數學的要素——屬於作戰線的角度，及具有外線機動與內線機動的幾

何學性的部份。 

4. 地理的要素——屬於土地的影響，如瞰制地點、山岳、河流、森林、

道路等。 
5. 統計的要素——軍隊維持的手段（給養、補充等）。 

 

    此等要素在戰爭某種行為中，無單獨的作用，乃常互相混合的存在著，故分析

此等要素而作個別的研究，並非無毛病，但從另一面觀察，卻可以明確理解此等要

素的價值。 

 

   一 精神的要素 

 

    精神的諸力（或簡稱精神力）足以影響軍事行動的全體，而且軍隊的運用，也

是憑於指揮官的意志力而決定，即軍隊與將帥、政府等的智能及其他精神上的各種

特性，戰地的人心，戰勝戰敗的影響等都足給予軍事行動的重大影響。 

 

    但因對此精神力問題觀察的困雛，故尚為人置諸腦後，不過戰史卻常提示了這

種精神力的價值。 

    基本上精神力可以分為如次的三種因素，就中應以何者 值得重視，實是一個

困難的問題。而各因素均足給予戰爭極大的影響，在戰史上已有明確的事實為之證

明。 

1. 將帥的才能 

2. 軍隊的武德 

3. 軍中的國民精神 

 

到了現代，歐洲各國的軍事均達於同一的水準，兵學的原則各邦亦各趨一致，

故像腓特烈大王用斜形戰鬥隊形擊破奧軍於拉頓一樣的使用特殊技能來博得戰勝的

事已很困難了。 

 

所以在今日的狀態，軍中的國民精神與軍人戰鬥動作的嫻熟，實具有加倍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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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諸力中表現有特別作用的，就是膽力與堅忍的精神。膽力常足以超越猝

至的危險，成為一種獨自的活動原理。戰爭除可由空間、時間及物質的數量的計算

來推定其成功率外，又不能不承認膽力，具有一定的成功率。故膽力可以說是將帥

必須具備的第一條件，沒有膽力決不會成為卓越的統帥。又堅忍是打破戰爭上的無

限艱難、辛苦、困乏等，而取得赫赫戰果的唯一途徑。肉體與精神衰弱的人，決不

足以克服此等戰爭上困難，唯具有強烈的意志者，方能達成 後的目的。 

 

   二 有形的要素 

 
      一、 兵數的優勢 

 
有形的要素（或稱物質的要素）是兵數、武器、編成及各種技術等，就中以兵

數的優越作為戰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假設在白紙上想定彼我的編成、裝備、軍隊的

素質等完全相等，則決定彼我的勝敗，主要的就是兵數的多寡。但如果全將其他戰

勝的因素置之不講，僅以兵數的優越作為戰勝的絕對因素，其錯誤自不待言。 

 

    反之，若認為兵數的優越對於戰勝沒有多大影響，而戰勝乃屬於其他戰略要

素，如軍之幾何學的態勢，及地形的利用等，這也是犯著重大的錯誤的。還有一種

思想流行於十八世紀，以為軍隊的兵數要有一定標準的大，但超出此以上的戰力，

反為有害。總之，兵數的均衡自要有一定的限度，其程度如果懸殊過甚，則任何因

素均不能凌駕之。不過在 近歐洲戰史上，以寡兵而勝二倍以上之敵，也有不少例

子，如拉頓之戰，腓特烈大王以三萬兵而破八萬的奧軍，在羅斯巴哈之戰，彼又以

二萬五千兵破五萬的奧法聯軍。 

 

拿破崙在德勒斯登之戰，雖以十二萬兵擊敗二十二萬的奧俄普聯軍，但這個兵

力的此例，卻不及二倍。 

    反之，稱為古今第一流的兩大軍事天才家，——腓特烈首以三萬兵而為五萬的

奧軍所破，拿破崙亦以十六萬兵而為二十八萬的聯合軍所敗。 

 

    由上而觀，可知在今日的歐洲，縱是超卓的將帥，欲與擁有二倍優勢兵力之敵

對戰而取勝，實在困難。 

 

    故欲戰勝，就「非在決定的瞬間，儘量地集結多數的軍隊不可。」 

 

但這種兵數的優越應如何求得之呢？ 

 

    （一）兵數的絕對優勢 

 

在戰爭之初，應盡量以大多數的兵力參加戰役，期在兵數上佔絕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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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種絕對優勢兵數的決定，乃屬諸政府的權限，而出征軍的總指揮官通常只

能使用既定的兵力交戰而已。 

 

    （二）兵數的相對優勢 

 

    總指揮官為求在戰鬥上取得其數的優勢，只得巧於運用，以造成相對的優勢而

已。 

 

總指揮官為造成相對的優勢，就要具備有——對敵情之正確判斷，以寡兵牽制

敵人的勇氣，實行強行軍的至剛氣力，出以敏捷果敢的奇襲，突遇危險的到來，而

精神的活動力愈加活潑等條件。 

 

    但於此（即關於造成兵數的相對優勢）亦有只以明確測定空間與時間作為兵力

運用上之主要因素的思想流行著。惟現以公平的眼光，通覽戰史，僅因測定時間與

空間的錯誤而招致失敗的戰例，亦屬罕見。 

 

    至富於決斷心而英明的將帥如腓特烈大王與拿破崙，其憑疾風般的行軍，以一

軍逐次擊破數個敵軍時，決不能僅用時間與空間的單純計算來說明的。 

 

但為獲得這種相對的優勢，應採取如何手段呢？ 

 

（A) 決勝點正確的決定。 

（B) 軍隊 初的行動方向能正確無誤。 

（C) 不眩惑於眼前的現象，常保持集中優勢的兵力。 

 

二、 獲得優勢的其他兩種手段 

 

    獲得優勢的其他兩種手段, 就是奇襲與詭計： 

 

       （1） 奇襲 

 

為獲得相對的優勢，就常要以奇襲為行動的基礎。且依於奇襲的實行，可以使

敵軍發生混亂，及挫折其士氣而收獲精神上的效果。 

 

    關於奇襲的本質，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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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以奇襲而取得輝煌的戰績，只得再數到拿破崙與腓特烈大王。且就這

兩位名將所行奇襲的戰史為例證： 

 

（A）戰術的奇襲 

    (一)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對布留歇軍的戰鬥。 

   （二）一七六 0年腓特烈大王對牢敦軍的利格尼茲戰鬥。 

（B）戰略的奇襲 

    一八 00 年拿破崙的越過阿爾卑斯山。 

 (C) 戰爭開始，奇襲敵國的戰例 

    一七四二年腓特烈大王進入細勒西亞的作戰。 

 

        (2) 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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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計是祕匿我軍本來的意圖，使敵腦筋混亂，面自犯錯誤之謂。故詭計為奇襲

所不可缺的一要件。但詭計的實行，卻常附帶著如次的困難： 

 

    （A) 恐其終歸無效，例如發布虛偽的方略與命令，並故意使此種消息傳入敵

耳。惟此種作為，除在特別時機外，一般不易收效。 

 

    （B) 為牽制敵人，或實施偽戰鬥配備（如偽陣地）以眩惑敵人，但須用很大

的時間與勞力，且往往容易招來正面兵力薄弱的不利。 

 

    故指揮官不喜用詭計，在許多場合都用常道。 

 

    但在戰略的指揮上，如因兵力的不足，必須活用詭計。尤其陷於途窮力屈，絕

無勝算時，更非從詭計中求生路不可。 

 

    三 數學的要素 
 
        一、兵力的集中 

 

為求兵力的優越，一般須保有強大的兵數，而在決定使用的瞬間，尤須保有強

大的兵數。 

 

正如前述，將帥不能自由決定兵力的多寡，僅能依其集中兵力而使用之，即兵

力非在適切的空間與時間上力求集中不可。 

 

(1) 空間上的兵力集中 

 

為求空間上的兵力集中，必須極力避免兵力的分割，但亦非無與此相反的事

實，古來將帥依漫然的感情，實行兵力分割者，屢見不鮮。至關於兵力必要分割的

場合，留待下章研究。 

 

   （2）時間上的兵力集中 

 

時間上兵力集中的研究對象，就是兵力逐次使用的價值。兵力的集中量，及兵

力集中所發生之疲勞、困苦、缺乏等的影響。以下且加以簡略的解說: 

 

（A) 兵力逐次使用的價值 

 

戰爭為互相對立的兩方之兵力的衝突，兵力較大者便可以殲滅敵方或完全將其

驅逐之。故一般認為兵力的逐次使用，必犯很大的過失。但於此將兵力作有利的控

制，其理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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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是戰術的基礎，在戰鬥初期，應憑火力的發揮而力求減少損

耗。 

• 彼我的戰線陷於停頓、疲勞、困憊的時候，增援新銳的兵力，其

價值甚大。 

 

    在後者的場合，若勝敗的歸趨既明，則勝者便可以藉精神上的優越感而壓倒敗

者。假令此時，敗者有新銳兵力的增援，亦無從挽回頹勢。 

 

    一般戰術上的戰果，係產生於戰鬥中，即在戰鬥未終結時之彼我混亂的狀態

中。反之，戰略上的戰果卻產生於戰鬥終結之後。 

 

    故在戰術上，可以藉新銳兵力的加入，捕捉戰況一轉的機會。但在戰略上，這

種時機卻已成為過去。由此吾人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 

 

   「在戰術上可以逐次使用兵力，但戰略上則要同時使用之。」 

 

      （B) 關於兵力的集中量 

 

    關於兵力的集中量，觀於上述，已可瞭然。即欲獲戰術的成功，開始就要使用

必要的兵力。其餘兵力則作為豫備隊，而等待於敵砲火的射程以外。但戰略上則要

將可能使用的兵力，同時使用之其理由是： 

 

• 戰略上一旦成功之後，則戰術上狀況的劇變，即可減少（因戰鬥已

終結）。 

• 使用於戰略上的兵力，不應使其全部受損耗。 

• 決定戰略上的適剩兵力，極為困難。 

 

（C) 兵力集中所發生疲勞、困苦、缺乏等的影響。 

 

我們即已研究了戰術上的破壞要素，即對砲火及白兵戰應否保存兵力，其次更

發生對於戰略上的破壞要素——疲勞、困苦、缺乏等應否保存新銳軍隊以為補充的

問題。 

 

    於此，且解答之如次： 

 

• 沒有實戰經驗的新兵，比未使用的新銳軍隊，其威力較小。 

• 在戰略的行動中所發生的疲勞、困苦、缺乏等損耗，并不像戰鬥損害

（即參加該戰鬥兵數的死傷)一樣的成正比例而增加。 

• 由於兵數的增加，反減少全般的危險及減輕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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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於這個戰略上的破壞要素，沒有保存兵力的必要。要之，為達成戰略上的

目的所使用的兵力，以同時澈底使用於同一地方，同一行動的效果為 大。 

 

            二、戰略預備隊 

 

  （1）戰略豫備隊的任務 

        

       豫備隊的一般任務是： 

 

• 交替戰鬥中的軍隊或增援之 

• 豫防意外的危害 

 

即前者純粹屬於豫備隊戰術的任務，後者有時屬於戰術的任務，有時屬於戰略

的任務。例如在河川山地防禦場合，因對敵情偵知的不確實，為變更我兵力的配

備，就先要準備一部兵力，以防不豫測事件的發生。 

 

但敵情的不確實性，如在戰略的活動愈離開戰術的活動，接近於純粹的戰略

時，則愈減少。至與政治發生密切的聯繫時，則完全消滅。這樣，戰略的豫備隊也

自然隨之減少（即指敵情不確實性的減少）。 

 

      （2）戰略豫備隊的價值 

 

• 戰略行動動常欲隱祕於很長的時間及廣大的地域，實為困難，故

在許多場合可以偵知敵的戰略企圖。 

• 戰略上的勝利為各個戰鬥結果的綜合。大軍的戰勝，足以補償小

軍的敗續而有餘。故在主要決戰上使用所有的兵力，如另一面為

敵所破，則這一面（主決戰）非求其必勝不可。 

• 戰術上的兵力逐次使用，在求勝敗決定於戰鬥的終局。反之，戰

略上的兵力同時使用，係展開主要的決戰於戰鬥的初期。 

 

基於上述三種觀察，可以說，戰略豫備隊除抱有特別目的之場合外，都是不必

要的，反會發生危險。 

 

戰略上在某地點所發生的不利，一般可以藉其他地點的勝利來補償。至將某地

點的兵力移調於其他地點，而使其平均的事情則很少。 

 

豫備隊是用以豫防不利的，尤應及時使用於企圖決戰的正面，以博取勝利，但

實際上，竟有使用不到者。例如一八 0六年耶納會戰中的普軍。 

 

            三、兵力的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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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的節約，係戒其力的浪費，而確保其全部的協同動作之謂。換言之，即使

兵力的每一部份沒有不呈活動的作用。 

 

倘若在必要以外的地力配置兵力，或在決戰時機，尚有一部份兵力在行軍中、

機動中，像這樣的使用兵力，與其說是愚拙，不加說是自尋危險。 

 

            四、幾個學的要素 

 

    幾何學的要素即兵力配備的形態，以影響於築城為 大。在戰鬥上如軍隊的運

動、野戰築城、陣地的佔領、攻擊的法則等皆成為幾何學上的線、角等問題。尤其

戰鬥之際，欲包圍敵人，更成為幾何學的要素問題。 

 

    然在運動戰上，與其說是受這種幾何學要素所支配，無寧說是受精神力，各級

指揮官的特性及偶然性的影響為尤大。 

 

        （1） 戰術上之幾何學要素的價值 

 

在戰術上因時間及空間的短小，則容易使其限制為 小的限度。例如一個部隊

因側面及背面受敵攻擊，忽然退路又被其遮斷時。故欲避免這種危險，就不能不求

幾何學之態勢的優越。於此，在戰術上可見幾何學的要素，實為重要的因素。 

 

        （2） 戰略上之幾何學要素的價值 

 

    在戰略上因其有關係之時間及空閒的長大，故幾何學要素在戰略上的效用不十

分重要，槍砲射程的距離不能由這個戰場到達那個戰場。且當實施戰略上的迂迴行

動時，往往需時數週或數個月，加以空間距離的擴大，故縱以如何完整的戰略配備

來實行當初的企圖，亦極困難。固然，幾何學的配備不健全，但有一點的戰勝亦可

產生很大的效果。故可以結論： 

 

「在戰略上戰勝之數，及其價值的大小遠在幾何學的要素之上。」 

 

我們對於克勞塞維慈這個數學要素的觀察，實發生種種的懷疑。這是現 

代的戰爭比諸當時的戰爭（主要的指腓特烈戰爭與拿破崙戰爭)，各種 

交通通訊機關的特別發達，已增大了軍隊的機動性。所以於研究本章的 

理論時，就非先了解克氏的思想是基於拿破崙時代的戰略思想為念頭不 

可。 

 

          四 地理的要素 

 

              一、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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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形影響于軍事可從如下兩方面來觀察： 

 

（A) 影響於軍隊的糧食給養。 

（B) 影響於軍事的活動： 

     - 障礙運動 

- 障礙俯瞰 

 

    這三種影響，可使軍事行動發生多種多樣的複雜化。 

 

   （2） 地形影響於軍事，主要的依於土地的性質而變化，其代表的東西為:  

 

• 耕地——此等地方為許多壕、牆、籬、堤等所切斷，並有許多獨立的

住宅與叢林的存在。 

• 森林地、沼澤，湖沼地帶。 

• 山地、起伏地等。 

 

此等地形的特性，不僅直接影響於戰術行動，且影響於戰略上的兵團運用、編

成、裝備等。 

 

即在這種特種地形欲舉行一如平原地的大會戰，極為困難，而分散的各個戰鬥

卻直接成為決定戰勝的要素。因之與其說憑將帥的戰略運用足以決定勝敗之數，不

如說由於下級指揮官的獨斷能力，軍隊的戰鬥精神。 

 

    又，在山地、森林、耕地等運動困難的地方，對於兵種的配合亦必要特加注意

才可。 

 

        二、瞰制  

 

戰略上瞰制的利益有如次三種： 

 

   （1）戰術上的優勢： 

 

（A) 高地可利用作為難於接近的障礙物。 

（B) 從上方向下方射擊，射擊距離雖然同樣，但命中率卻較反對方向為

大。 

（C) 有俯瞰展望的利益。 

 

（2）接近困難，俯瞰容易，又成為戰略上的利益。 

 

（3）俯瞰足以使精神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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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影響於戰略如此重大，但僅以此而欲取得戰勝則不可能。地形是死物，有

待於利用，戰勝是依於戰鬥的勝利而獲得。 

 

    五 統計的要素 
 
統計的要素——軍隊的維持手段，主要的關係於戰鬥力，留待戰鬥力篇詳述。 

 

  附說四 兵器的重要性 
 

    克氏在本書上，每強調兵數的優越為戰勝的決定要素，此固因為當時的情況使

然，正如該書後面所說:「 近各國軍隊不僅兵器上裝備上訓練上相類似，就是將

帥的戰術能力亦概達於同一水準。」（見戰鬥力篇第一章）惟降及現代由於各國武

器裝備優劣的不同，在戰場上恆以武器、袋裝備的優劣，而決定勝敗。尤其自原子

彈出現後，各國軍事家皆推斷：在將來戰爭上，由於原子彈的使用，縱是若何龐大

的陸海軍，亦歸於無用。故將來的制勝必為少數具有 大速度和航續力而攜帶原子

彈的空軍。但照我們的觀察：原子彈如果仍被使用於將來戰爭上（不被禁止的

話），其威力難免不受限制，即是說，當防禦的武器出現時，必將失掉其作用或減

少其威力。雖然，但我們還是相信決定將來戰爭的勝敗主要的仍為「新兵器」，

「新裝備」。這是我們今日研究克氏的兵學應注意之點（此附說為浴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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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戰略的形態 

 

    一 軍事動作的中止 

 
若從理念來觀察戰爭，則軍事行動應是續繼而不間斷的。 

 

    試閱戰史，便可看到靜止與無活動的狀態，佔著戰爭的大部份。這個原因，可

以歸結為如下三種（參照第二篇第一章）： 

 

   （1）人心本具有怯儒，缺乏決斷的意念。 

   （2）人類的判斷及洞察力的不充分。 

   （3）其他條件如同樣，則防禦比攻擊為有利。 

 

    倘若尋諸拿破崙戰爭以前的戰史，也常見不基於上述原因，而發生長期之軍事

行動的中止。主要的，一面由於軍事的要求，及他方面的國情與道義的政治論等軍

事以外的原因，但其影響卻異常重大。 

 

    像這樣的戰爭，便陷於僅為武裝中立，或示威運動，俾有利於談判，或為等待

將來的好機，姑先止於多少利益的獲得，或僅為履行不愉快的同盟義務而參戰等形

態，遂使戰爭拋棄原來猛烈的本質與面目。 

 

此時代,戰爭的停止活動竟佔戰爭期間十之八九。 

 

戰爭的如此中途停頓，遂使兵學理論趨於技巧，及強調機動態勢的優越與決戰

迴避主義，甚至以決戰屬於野蠻人的戰爭。但以法國革命的爆發，突然驚醒了沉醉

於這舊式兵術思想的人們的迷夢，并發揮戰爭本來的激烈性，而席捲全歐。 

 

    依此而觀察現代的戰爭，可以定出如次三種性質: 

 

1. 軍事行動不是繼續進行著的，也有中止的期間。 

2. 兩個戰鬥之間，必有相持的時間，此時雙方俱取守勢。但戰鬥卻連續到

戰爭的結局為止。 

3. 兩敵中抱有積極的目的者常取攻勢主義。 

 

    二 軍事的動學法則 

 

       （1) 休止與緊張的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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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章所說，近代戰爭是有它的中止期間。倘若軍事動作的中止狀態成立

時，這時就要保持彼我有形無形的力量及一切關係與利害的均衡。至某一方抱有積

極的目的而開始活動時，則他方為對抗之亦開始同樣的活動，於是便發生戰鬥的緊

張。此種緊張，一方為達成豫期的目的，或在他方未絕念抵抗前而繼續著。 

 

這樣便會發生新的緊張，或發生一時的間斷，即靜止的狀態。這兩種狀態是不

斷的循環著，且以下表來表示這種狀態： 

 

 

 

     

 

                

                           

政治的原因 軍事的原因 

 

 

 

 

 

 

 

 

 

 

 

 

 

 

 

 

    （2）緊張

 

決戰的效果以

 

        （A) 目

     （B) 一

 

    而緊張的程度

 

    例如一七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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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行動的中止 國

緊張成立 

緊張或靜止 

的程度與戰果的關係 

在緊張的成立時為尤大，這個理由是: 

的既確定之後，因之意志力亦加強，且動作的

切均指向大規模的運動而準備。 

愈大，則決戰的價值亦愈增加其重要性。 

年法將丟謨利埃（Dumouriez）率革命軍侵入

                   15／16                     
B

國

必要亦迫切。 

普魯士而破敵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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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密（Valmy 法國一鄉村）時，頓使法軍的士氣為之大振。反之，在荷赫刻赫

（Hochkirch 薩克森一城市）的戰勝卻沒有多大的感覺。 

 

    古來的戰爭（指拿破崙以前的戰爭），已如上述，均以休止、均衡的狀態為常

則。此等戰爭中的諸行為，不會發生重大的效果。況且有僅為祝女帝誕生（如荷赫

刻赫的事跡），或恐污辱軍職（如庫涅斯多夫的事跡），或為博得將帥的虛名而出

於戰鬥，其戰果如何，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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