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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世戰史者，斷代於拿破崙，近代兵學亦以拿翁戰史之研究肇其初基。拿

翁用兵之神，武功之盛，遠邁前人，顧於戰爭原則之理論說明，則初無體系，是

亦猶大藝術家於著筆之際，原無規矩準繩存乎其心，故亦未能以體系完整之學說

傳其心法也。拿翁歿後，西洋對兵學之系統研究始漸盛，論者輩出，其尤著者，

曰蕭米尼，曰克勞塞維慈。蕭米尼以瑞士籍軍官曾充法軍參謀，於拿翁作戰之方

法領悟特深，著有革命戰爭批判史，戰術論等書，其對內線作戰之闡揚，支配西

洋兵學思想幾達一世紀之久；惟蕭米尼之立論純出發於幾何學的歸納與演繹，重

形式而忽於精神，是其弱點。與蕭米尼相反而相成者，則為普魯士之克勞塞維

慈。 

 

克勞塞維慈生當拿翁之時代，且一度為法軍所俘，羈法京三截，其對拿破崙

戰爭之特質，觀察當甚深刻，而克氏復秉哲學家之氣質，承其本國哲學名宿康

德，裴希特，黑格爾諸氏之餘緒，治學方法慎密謹嚴，宜其學說博大精微，體系

井然也。 

 

克氏戰爭論之主要命題，約而言之，不外三者：一曰，政治目的為戰爭之本

原動機，故戰爭實為政治之手段，政治活動之繼續（戰爭之政治內容）；一曰，

戰爭所用暴力有敵我間相互之作用，故暴力之發揮以達極限為理想（戰略之獨立

發展）；一曰，精神力為遂行戰爭之要素，僅據物質現象立說則理論必與實際相

違。凡此命題皆為拿破崙時代現實背景之產物，固不待言；拿翁一生成敗，當時

法蘭西之政治新生，西班牙之游擊戰以及普魯士之民軍均與克氏以甚深印象，亦

意中事，克氏於其書中已屢言之矣。拿翁以本能之直覺，運用極限暴力原則，故

得成其殲滅戰與速決戰之大功；善用士氣，故能克服諸多危難，行動敏速；惟自

一八一二年之役以後，戰功之赫赫如故，而政治目的之達成則鮮，終以覆敗。拿

翁以直覺所行之於實踐者，克氏則以哲學規之為學理，於是有戰爭論之作。普魯

士軍人讀克氏書，試用之於一八七零年之戰，賴政略戰略之協調，極限暴力原則

之運用，果奏捷於色當，盡雪前恥。克氏之學說行，德意志黷武主義之思想遂亦

因克氏極限暴力說之刺激，而漸猖獗矣。 

 

    然而克氏戰爭學說之精義，主在說明戰爭之政治內容，固非以暴力之極限使

用為目的也。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於協約國家，政略上之原因居多。魯登道

夫於戰爭後期以幕僚首長負戰爭指導之主責，其對政略與戰略之不盡配合引為痛

心，事屬固然，第政略與戰略不盡配合之原因，果否必當歸咎於克氏戰爭學說之

政治命題，則誠為疑問。戰爭爆發當時，德國參謀總長小毛奇之以動員計劃已

定，無可更易為辭，致令德國不得不冒兩面作戰之危險，是其戰略早經獨立發

展，控制政略，勝敗之數固無待於美國之參戰與否也。魯登道夫以第一次大戰之

經驗著為全體性戰爭論，為本次大戰軸心國家之精神的作戰指導，就政治目的、

極限暴力以及精神要素諸原則言，全體性戰爭論實仍祖述克氏，然必欲以政略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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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略，發揮黷武主義之精神至於極限，則本次大戰德日兩大軍國之崩潰，可以

為鑑矣。 

 

克氏為學，以理論與現實並重，合哲學的思索與戰史之研究為統一的發展，

其方法論之正確，即在百年後之今日亦具無可否定之價值。克氏之言曰：『戰爭

發原於社會諸條件及其相互間之關係，故亦受此等條件之支配，』其對戰爭之動

的本質，殆已說明無遺；然則其戰爭理論亦當依時代關係而為動的統一，實為當

然。百餘年來科學技術之進步，克氏固不及見，即社會條件與政治理想之改觀，

亦頗非普魯士精神萌芽時代之克氏所可豫知；故現代戰爭之指導應如何依從新的

社會條件以求新的政治理想之實現，是亦非克氏所可得而言者。日本成田賴武取

克氏之書，汰其陳舊，刪其繁冗，期合於時代之要求，用意至善；惟苟擯棄克氏

之方法論於不顧，而徒以克氏之若干命題，視為黷武主義經典，是則重違吾人研

究克氏之本意矣。 

 

    友人李浴日先生夙治孫子，蜚聲論壇，茲復譯成田氏之書，知余於克氏學說

之介紹不無些微因緣，乞為之序，爰書所見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中山 楊 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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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拿起地圖一瞧吧！中國在世界上所佔面積這麼大，人口又這麼多，國

際關係又那樣複雜，今後所發生的戰爭，其對於世界及人類前途的影響，將比任

何國度為重大。而中國現正從戰爭上來求民族國家的生存和解放，惟此目的的完

全達到，恐怕還要相當時間，還要經過若干次大戰爭，凡此，都是指示我們要從

速建立一種正確的戰爭理論以為戰爭行動的指導，換言之，即要建立中國本位

（獨特）的兵學。 

 

    所謂中國本位的兵學，其本質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內容則依於國情及對象

而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了解中國固有的兵法，時代環境的需要，及世界各國

的兵學。我們不能固步自封，離開時代，也不能盲目抄襲，全盤移植。我翻譯這

部兵書，如能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盡了多少義務，那也算于願已足了。 

 

    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是西方兵學的最高峰，是腓特烈大王戰爭與拿破崙戰爭

的結論，腓特烈大王是持久戰爭的代表者，拿破崙是決戰戰爭代表者，所以研究

腓特烈、拿破崙戰史者應讀是書，就是研究持久戰爭、速決戰爭以及一般戰爭哲

學者亦應讀是書。 

 

克氏戰爭論的內容及其所建立兵學的原理原則，確是偉大空前。但因時代的

進化，有些地方終免不了跟不上時代。成田賴武氏這部著作的特點，在能補救它

這個缺點，確是一部進步的、不同凡響的關於戰爭論的傑作，不管讀過原著，或

未讀過，對於這本書，總有偷閑一讀，或精心研究的必要。 

 

這次中日戰爭正在進行著克氏所說的『現實戰爭』，或持久戰，我們正採取

著克氏所認為最有利的守勢戰略，實行國內退軍，取得時間餘裕，增強戰力，待

機反攻，所以在這個時候來讀克氏的戰爭論真有一種快感，益覺克氏真理炳然。

不過在此兩軍對戰的當兒，我們欲得敵人最近出版的兵書，卻不容易。成田賴武

氏這部著作出版於一九四零年，為政治文化工作委員會圖書室所得，今春在渝，

偶得一閱，正當文化勞軍蓬勃之時，借攜南歸，先在桂林譯就『總論』，繼在韶

關一個山崗上費了兩個月的工夫，譯成全書，譯時曾參照國內所有克氏戰爭論的

各種譯本，并略加增補，改正錯誤，術語方面，尤斟酌再三，雖盡了十分之八的

力量，依然未臻於理想。在此，我謹以十二分的至誠，希望讀者賜予指正！ 

 

克氏戰爭論是一部有名難解的兵書，益以譯文的欠佳，更令難上加難。就是

這一部綱要也要視讀者兵學的程度而了解其程度，為盡窺克氏原著的全豹，還要

打開全譯本置諸座右。 

 

日本自維新以來，拚命模仿德國，尤以兵學上受德國的影響為大，因之所受

德國兵學上侵略思想，黷武主義的影響亦大，於此可見盲目的抄襲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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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研究克氏的著作，就不要為他侵略的思想所影響，應認清我們還有我們

的戰爭思想，我們的本位兵學。 

 

讓我們拿起兵學的望遠鏡一眺吧！恐怕戰爭在千年內還未能絕減，有戰爭就

要提倡兵學，發展兵學，兵學是武力的基礎，武力是國家的長城，歷史上兵學衰

落的國家唯有受侵略與被征服，反之，兵學發達的國家必能日臻強盛，這兩條路

線，我們應走那一條呢？讓國人去選擇吧！ 

 

    最後我且引  國父孫大元帥的話來做結束，他說：『當此之時，世界種族，

能戰則存，不能戰則亡。』 

 

                       李  浴  日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序於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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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三版了，在這個三版的當兒，我且再來說幾句話。 

 

克氏戰爭論自問世之後，曾得了不少好的批評，史蒂芬元帥在該書第五版上

撰序說該書具有『驚人的生命力』及『永久的價值』。大英百科全書評說：『本

書是一切戰爭技術的基礎』。思想家恩格斯評說：『我最近讀過克勞塞維慈的戰

爭論，深覺其具有獨特的哲學方法，就內容而說，也是一本很好的書。』史布爾

將軍在其名著『兵術論』一書上說：『戰略之一定的根本法則，不論其為陸戰，

海戰，空戰，以至三者的聯合作戰也好，它是超越時間，超越空間，恆久不變

的。這根本的法則，是克勞塞維慈於百年前在其巨著戰爭論給予我們提示了。他

根據腓特烈大王，拿破崙及解放戰爭，作高度研究的結果，建立這些法則，直到

現在還被人奉為金科玉律，未有人能夠給它推翻的。時至今日，軍隊出乎人們意

料之外的膨脹，以及技術的飛躍進步，然他著作裏所說的根本真理，并未因此動

搖，就令將來也不致動搖。克氏學說的永久法則，雖然它的適用形態是會繼續變

化著，但不論在任何戰爭的場合，人們必須依據他的法則去觀察，去研究才

可。』 

 

固然他們的批評是不錯，克氏的戰爭論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但并不是說一個

將校僅讀這一部著，便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為什麼呢？因為軍事上的知識和能

力，不單是建築於理論之上，仍須建築於經驗之上,(克氏的著作也是如此)，而且

實際上單憑自己個人的經驗尚不夠，仍須參考他人的經驗及過去各時代的經驗。

所以我們將校除把這一部名著當為必修的課程之外，還要研究其他兵書。 

 

    本書原名『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值茲三版之時，為求單簡起見，特改

稱『大戰原理』，謹此聲明，拜望讓者指正！ 

 

                          李  浴  日 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序於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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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研究克勞塞維慈（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戰爭論，不可不懂得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哲學，因為克氏受黑氏

哲學的影響太大了。黑氏與克氏生於同一時代，其影響於克氏，正如老子影響於

孫子一樣。這真是東西兵學界一件 有趣味的事。 

 

    黑氏是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哲學家，他著有『心的現象學』，『歷史哲學』，

『法津哲學』諸書，他是戰爭政治學的建立者，他歌頌戰爭說：『戰爭如氣流保

持海洋之新鮮一樣——保持國民倫理的健康，防止有限的各種限制性的凝固。宛

如時常靜止的海洋一樣——繼續安靜的民族，甚且說安於永久和平的民族，除墮

落之外，實無他途。』而對和平批評說：『和平使市民生活更加擴大，生活之一

切表現更見隆昌，但長久繼續下去，卻是人類的墮落。』不過這倒沒有影響到克

氏，而克氏在戰爭論上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卻是受黑氏所影響。黑氏

說：『在歷史的現象中，是以戰爭防止國內的不安，加強國內的團結的形態而出

現。』這是把戰爭當作政治的一種手段的。 

   

黑氏是一個觀念論者，如『歷史哲學』一書，強調宇宙的本體是『絕對精

神』，『理性統治著世界』，『根據思想並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這確給予克

氏很大的影響。在克氏以前的兵學都是崇拜幾何兵學的戰略態勢，或囿於物質威

力的比較，而克氏卻能認識精神在戰爭上的重要性，并列精神要素為五大要素之

首位。他說：『精神的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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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書

第三篇第二章） 

 

黑氏在哲學上貢獻 大的還是他所建立的辯證法（Dialectic)，克氏戰爭論的

特點就是接受了黑氏這個哲學方法論，他的戰爭是一貫地用辯證法寫成。日本研

究克氏戰爭論者亦說：『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是以黑格爾的理論為根據而更發揚

光大了……他的理論雖不完整，但一貫地用輝煌的辯證法寫成，這證明他所用方

法的偉大。』 

 

『正反合』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克氏則用以分析戰爭現象，闡明戰爭原

理，建立他戰爭理論體系。首先我們在戰爭論的第一篇第一章裏就可以很明顯地

看到。該章第二節說：『戰爭是交戰雙方各為屈服敵方意志之無界限的努力。』

于此又分為：『（1）暴力使用的無界限性……(2)打倒感情的無界限性……（3）

「力」之發揮的無界限性……』都是從『正』（我）『反』（敵）雙方來觀察，

再發展為『合』——『打倒敵人』或『壓倒敵抵抗力為止』（亦即否定的否定）

來說明戰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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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克氏用辯證法來研究戰爭的防禦與攻擊，表現得更洽當和明智。 

     

原來所謂防禦與攻擊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但克氏卻作統一的觀察，即防禦亦

伴有攻擊，如說：『守勢本身的目的，在維持現狀，於每一部份上，欲殲滅敵

軍，則常要伴著攻擊的各種動作。』（第六篇第一章）攻擊亦伴有防禦：『戰略

攻勢常伴有防禦，正如戰略守勢不是絕對的待敵和防止，常為擊滅敵人而伴著攻

擊的動作，即戰略攻勢是攻守兩種行動不斷的交替與結合。』跟著又指出戰略攻

勢中的防禦是攻者所犯的弱點，即矛盾說：『A.戰略攻勢的防禦足以拘束攻者的

突進，此際的防禦不獨不足以強化攻擊，反會牽制攻者的行動，及消耗其時間，

徒足增加防者的準備之利。B.戰略攻勢的防禦比一般防禦為易敗的作戰形式。何

故？因為攻者不能享受戰鬥的準備，地形的熟識與利用等防禦上的利益，全陷於

被動的地位。』（均見第七篇第一章）此外，如所謂軍事行動的休止與緊張，內

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等也是作對立統一的觀察。至於在整個戰役上由守勢到攻勢，

或由攻勢到守勢的轉換及其過程，這是從量到質的變化。 

 

    還有克氏在戰爭論上獨能打破形式邏輯，方式主義，武斷主義與機械論，這

也是基於辯證法的觀點。他指出：『在各時代便有各時代獨特的戰爭理論。』亦

即說，戰爭理論是要跟著時代而變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變」（變化與發

展）是辯證法的 基本概念，而克氏在戰爭論上正充分表現了這個概念，讀者於

披閱本書時，自可得到了解。 

 

    現在反攻大陸的呼聲是高唱入雲了，反攻大陸的準備亦加速邁進著。然而準

備反攻，不徒是金錢武器的準備，還要作學術的準備。今日反共抗俄的戰爭是鬥

力，同時也是鬥智，或者可以說鬥智尤重於鬥力。國父說：『革命軍之基礎在高

深的學問』。所以沒有高深的學問和優秀的頭腦，不特不能打勝仗，還要打敗

仗。那麼我們平日對於中外古今的兵學名著就不可忽視了。 

 

本書原名『克勞塞維慈戰爭綸綱要』，三版時曾改為「大戰原理」，現為求

顯明計，仍用原名，特此聲明。 

 

                          李  浴  日 民國四十年九月十五日序於臺北 
1

                                                 
1辯證法（Dialectic)是關于對立統一、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哲學學說。源出希

臘語“dialego”，意為談話、論戰的技術，指一種邏輯論證的形式。現在用于包

括思維、自然和歷史三個領域中的一種哲學進化的概念，也用來指和形而上學相對

立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辯證法有三种基本的歷史形式：古代朴素的辯證法，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和馬克思主

義的唯物辯證法。（Source: wikipedia） 

 

李浴日譯                              2／2                             世界兵學社發行 



《戰爭論綱要》電子版  後記 李浴日 

臺版再版後記 
 

最近在美國兵學界裹都一致承認「克勞塞維慈戰爭論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它

不但霑了辯證法的色彩，還充滿了理性，並無絲毫的學究氣。」（見美外交季

刊）今日美國自艾森豪總統以至一般將校莫不研究克氏戰爭論，縱是戰爭已進入

原子戰爭的新時代。 

 

    總統蔣介石最近指示我們說：「克氏此書至為重要，不可以一讀為已足，尤

其前方指揮官應視此書如孫子兵法然。日人常將孫子與克氏之說並用，亦可覘其

重要，願各切實研究為要。」（見實踐週刊）多麼深切著明！ 

 

    所以近來讀本書者亦日眾了。值茲三軍將校正需學習之時，又以臺灣海峽風

雲的緊張，不論為攻為守，本書都有再版之必要。 

 

    古寧頭之殲滅戰，彷彿拿破崙的作風，五年金門之持久戰，又似腓特烈的精

神。克氏以研究拿破崙戰爭與腓特烈戰爭而完成他震撼古今的巨構，今本書再

版，承胡伯玉上將題簽，更覺得有意義。又承國防大學校長徐培根上將題詞，使

本書倍增光彩。謹此誌謝。 

 

                             李 浴 日 記 四十四年三月十日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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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論綱要》電子版 著者序 成田賴武 

 

著 者 序 

 

我讀戰爭論已開始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當時我正在病床中。 

 

    在病床中，曾將是書讀破，從事著述，費時兩年餘始完成。中間幾度為病魔

所擾，只得俟其復元，方利用軍務餘暇寫成，自知內容仍未健全，應加檢討之處

亦多。 

 

    但以時局的嚴重，有感於將戰爭的一般理論介紹於世人的必要，所以只得匆

促地付梓了。 

 

    本書的內容，係將克氏戰爭論作簡明的介紹，毫無憑著者的臆斷來修正補

充，惟鑑於近代戰爭的實情，自然省略其應廢棄的部份，或在重要部份，用『附

說』加以說明。 

 

    本書的研究，以馬込健之助譯的『戰爭論』，日本士官學校譯的『大戰學

理』為主，并參照俄譯『戰爭論』，至於文章不拘於原文，只求簡明洽當，表達

原意而已。 

 

    本書的著述，承石原莞爾將軍的介紹與指導，付梓時，又得作序，特此誌

謝。 

 

                             成田賴武 一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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