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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結語—知難行易的軍事上證明 

 
國父的革命戰理,真是博大精深,我的研究，暫止於此。惟對「知難行易」的

學說，我想在這裏試從軍事上給它一個證明。這個學說是有其普遍性與必然性的

「凡知皆難，凡行皆易」的一貫學說。  國父為建立他這個學說，便著孫文學說

一書。不憚其煩，連篇累牘，列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

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大例證，使人人容易了解「行之非難，知之維艱」的

道理。並打破過去「知之非難，行之維艱」的謬說。又從人群的進化上作進一步

的證明，就時的方面分為：「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

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由科學發明之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

此三時期，以第三個時期為歷史發展最難的時期，足證知為難，行為易。就人的

方面分為：「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年倣效推行。其

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此三系人，在古今社會上都以第一系人為數最

少，亦為知難行易學說之左證。還有，  國父所謂「知」，決不是泛泛的知，空

談的知，乃「真知」，即科學的知。正如  國父說：「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

也。」又說：「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決無所難。」其意在勉

人力行。 

 

    依上所述「知難行易」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在軍事上找到證明：發明射擊原

理較實行射擊難。策定作戰計劃較執行作戰計劃難。設計架橋難於執行架橋。設

計要塞難於構築要塞。定典範令難，行典範令易。（你看典範令不知是積多少次

戰役的經驗教訓及多少專家的心血而成）推而至於發明飛機、大砲、坦克、雷

達、飛彈及原子彈等亦比製造和使用為難之又難。至於軍事的進化亦可分為「不

知而行」，「行而後知」及「知而後行」的三個時期，即由古代的「不知而行」

時期，進化到中古的「行而後知」時期，再進化到近代科學發明之後的「知而後

行」時期。就軍人說，亦可把最高統帥普通軍官及士兵各階級分為先知先覺，後

知後覺及不知不覺者，由於此三系軍人相需為用，協同一致，當可完成戰勝攻取

的任務。凡此均可證明軍事上的一切，亦為「知難行易」。在這裡我們更應明白

的，像孫子兵法十三篇與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實為千古不朽的兩大兵典，歷代

名將的功業雖有駕乎兩氏之上者，理論上而能駕乎兩氏者實無一人，亦足證

「知」的難能可貴，孫克兩氏為先知先覺的兵學大師。又從孫克兩氏的理論來

看，如孫子說：「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敗。」克氏說：「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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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證明「知」的重要性。其次

像孫繽的減灶計，田單的火牛計，韓信的背水陣，孔明的空城計，李愬雪夜入蔡

州，拿破崙的越阿爾卑斯山，漢尼拔導演的康納殲滅戰，興登堡指揮的坦能堡殲

滅戰，這都是證明他們是先知先覺的名將，為歷代軍人所罕見者。又，當先知先

覺的統帥所策定的戰略戰術來殺敵取勝，部屬因限於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往往

不知其所以然，直至戰勝之後，仍有不知其所以致勝之道，正如孫子說：「因形

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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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軍隊在先知先覺的統帥指揮之下，全體部屬只有恪守紀律，奉行命令，絕對

不容有所懷疑猶豫於其間。 

     

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真是千古不刊的定理，此學說推演出的結論：一是

「能知必能行」，一是「不知亦能行」，一是「有志竟成」，都是我們革命軍人

應常把握著的。先說「能知必能行」：前面已說過  國父所謂「知」，是真知，

即科學的知。  國父又說：「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

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為知識。」（「國民要以人

格救國」講詞）所以我們軍人的智識學問，不是徒在書本上死讀死記，及在課堂

専心聽講，所可切於實用，須從實地觀察，實地演習，或在實戰中去理解它，去

把握它，然後才不會重踏趙括徒讀父書的覆轍。克勞塞維慈說：「一切智識雖然

大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經驗而後知，尤其是軍事智識

的基礎在經驗，所以兵學是經驗的科學。例如火藥的效用，如離開經驗只憑想像

與測算，實難得知其真相。所以自古以來，一切物質兵器的效果，必須反復試

驗。子彈藉火藥之力一秒間飛行千尺，固可用測算而知，然其受空氣與重力的阻

礙命中目標實際的效果，必由經驗而後知，物質的效果如此，精神的效果也是一

樣。」又說：「所謂危險，所謂勞力，所謂情報，所謂障礙，都是戰爭特質的元

素，從它們妨害戰爭動作的作用上而觀，可總稱為障礙，要如何方能克服這種種

障礙，一言以蔽之曰：「習慣」，惟有慣戰能使身體忍耐大勞苦，惟有慣戰能使

精神抵當大危險，惟有慣戰能使判斷不為眼前印像炫惑。例如吾人初入暗室，瞳

孔放大，吸收所有的發光體，漸漸能辨別諸物和明處一樣，慣戰的情形大概是如

此的。戰爭的習慣，也可以由平時適當的演習，得著類似實戰的經驗，這要在演

習中使各種障礙的一部份出現於實際，使指揮官磨練其判斷力與用意的周到，可

以得很大的利益。」這樣所得的軍事智識學問，才是真知，科學的知，自然可以

達到「知之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境地。所以我們革命軍人今後的求

知，決不可讀死書，應從演習上去求知，絕不可怕戰，應從戰場上去求知。這樣

的知，才是百戰百勝的「知」，才是建功立業的「知」。 

 

雖然「能知必能行」，但「不知亦能行」（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比如對

敵人情況不明的時候，如下最大決心，實行冒險攻擊，亦可以壓制敵人，並可以

從攻擊等行動中去獲得更真確的情報，以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假設我們因對

敵情不大明瞭，必待取得更完備的情報然後動作，固會錯過「戰勝之本」的寶貴

時間，反會給予敵人以獲得關於我更真確的情報的機會，又會喪失敏捷攻擊及初

步獲勝的利益。至於「有志竟成」，這是教我們要完成任務，建功立業，必須立

下堅定不拔的意志，發揮整個精神力量來實踐力行。否則敷衍塞責，畏難怕死，

決無成功之理。所以  國父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通乎世界之潮

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

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依此而論，我們此次反共抗俄，就是「順乎天

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大事，又為先知先覺的最

高領袖領導大家一致奮闘到底，必可取得最後勝利，將如  國父發動推翻滿清，

中經十次失敗，終底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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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國父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以超卓的天才，遠大的眼光，高

深的學問，豐富的經驗，精勤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上是不朽的，在立言上也是不

朽。他的戰爭理論，繼承中國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國兵學的精華，加以

自己的實踐獨創而成。他本著他的戰理戰法，推翻了滿清，又完成了每次討賊軍

事的勝利，所以他的戰理戰法，是必勝的，又是救國救世的。這是五千年來中國

兵學上的一大飛躍，也是說明反共抗俄戰爭依此而行必可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要研究和發揚  國父的革命戰理， 

    我們要運用和實踐  國父的革命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