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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
历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步兵旅旅长、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
军需长等职。
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
他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总体战》一书。
    《总体战》全书共七章。
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
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
“统帅”。
其主要思想观点是：    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
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
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    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
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
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
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
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四、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
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
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
要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五、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
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
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
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
彻其思想意志。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
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
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
　　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　　在鲁登道夫看来，由于当时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
斗争等政治的变化，和随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
备，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
 其表现，从战场的范围看，总体战"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总体战》，中文版，5页，
解放军出版社，1988。
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作战国的全部领土都将变成战场。
 　　从参战的人员看，"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4页
）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的苦痛，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
。
 　　由于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
它将使各种作战手段都为这一无情的现实服务，敌对双方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作战的同时，也需要对敌
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到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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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想赢得战争，全民都必须决心投入战场，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
"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
"（11页） 　　与此同时，鲁登道夫还认为，克劳塞维茨在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只看到了处理
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只认为战争和战争指导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
而为了发挥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最大力量，政治必须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理论，总体政治必须在平
时就为战时民族生存的斗争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这种斗争的基础。
 　　但由此他竟错误地提出，总体战使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
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
战争和政治都服从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
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他还据此认为，人民越是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是受到激励，人民对其生存条件
越是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就越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
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两者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鲁登道夫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
人民是实行总体战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领导总体战
的基础。
（25页）　　他认为，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汇及其实体，已经被推到了第一线。
同时，民族精神在平时，尤其在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已为大家所认识。
虽然在总体战中保卫国家与民族生存密不可分，但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
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
 　　由于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战的中心是人民。
因此，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
生存而服务。
 　鲁登道夫还认为"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
的力量强弱。
"（13页）其中，精神力量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是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
 　　当时，虽然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但最终决定总体战结局的则只能是民
族的精神团结。
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力量，甘为军队服务，甚至在战争艰辛
和敌人的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和不屈不挠的信念。
 　　他还就总体战的领导为推动民族的精神团结应采取的特别措施认为：一是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
严惩泄漏军事机密者，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禁止集会，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以及监督
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等。
　　二是掌握新闻、广播、电影。
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进行精神动员。
  　三是将战争的情况向人民作及时和如实的公布，避免为造谣惑众者提供可乘之机，一个成熟的民
族要求其政府讲真话，而政府并不能每时每刻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将会从中获取重要情报
，但一些战事的最后结局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应如实公诸于民。
 　　四是在平时创造一个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
 　　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
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
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
 　　鲁登道夫虽然意识到人民及民族的精神团结对实行总体战的重要作用，但避而不谈其进行战争的
目的与人民利益的矛盾性，却竭力鼓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并把宗教意识作为战争动员的基础等
，这些都与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理论大相径庭。
 　　国家经济对总体战有重要影响 　　鲁登道夫认为国家的经济因素和人民及民族的精神因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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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体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又互为影响，是总体战领导
考虑制胜问题时缺一不可的。
 　　他说："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可以产生力量，也可消耗力量。
"（56页）一方面，农业、工业和劳动力，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是战争的支柱，它们可以满足人民和军
队的需求，使后方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使成百万工人有机会挣钱养家，从而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
 　　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占用成百万工人，其中大部分具有作战能力，从而使军队失去一大兵源。
此外，国内交通和对前线的运输要保持畅通，大部队靠铁路进行机动的计划要能随时付诸实施，都需
要大批工人。
如果加上这些因素，那么适于服役而未能服役的德国人的数量还要大得多。
总体战领导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并经常给以关注。
 　　鲁登道夫鉴于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着眼打一场短期的战争，忽视长期战争的经济
准备，结果使德国军民在长达4年的战争中，备受经济匮乏之苦的教训，提出每个国家在整修经济领
域包括财政领域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无非是人民和军队的供应要充裕，必须确保战争的进行。
"（36页） 　　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军队和人民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总体战领导在平时应认真
审查的重大问题是：依靠国内力量能为全民的生活需求（包括军队尤其是作战）提供什么保障？
需从外国进口哪些战争原料，以及战争爆发后能否继续维持？
国家出海口是否仍能畅通，是否会因海战或敌国封锁而被封锁等。
在战时应审查的重大问题是：国家的金融状况，以及国家为战争动员和作战将要采取的财政措施。
 　　并由此提出，其一，必须选择适宜的财政动员措施，同时补充采取其他经济措施。
 　　其二，力争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需求自给。
 　　其三，必须重建和扩大德国的军备工业。
　　可以预料，在下一场战争中，兵员需要越多，对军事装备的需求量也就越大。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制造装备的原料和劳动力，以及现金或外汇，以便在必要和可能时，于平
时和战时从国外进口原料或直接进口军事装备，以满足军队所需的各种军事装备。
 　此外，他还否定了集中管理的统制经济，倡导自主性，主张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
，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鲁登道夫对经济与总体战的论述虽大多限于一些具体的措施及事例，但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能
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而突出的阐述尚不多见。
 　　强大的军队是总体战的支柱　　鲁登道夫认为，总体战领导要力争尽快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防
止民族团结的涣散，防止在长期战争中人民及军事当局都难以忍受的经济困难危及战争的结局，就必
须在战前"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
"（58页） 　　他还就如何建立这支军队作了具体的阐述。
 　　一是训练良好。
"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60页）尽管各国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通过优于敌人的训练，
以求略胜敌人一筹。
尤其在数量上居劣势的军队需要比敌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是装备精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不断得到完善。
作战器材方面，从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到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多种多样。
机动方面，除铁路运输外，又出现汽车运输。
海上，有装甲战舰游弋；水下，有潜艇航行；空中，有飞机翱翔。
军事技术的意义在战争中愈益被人们所认识，并且战争时间愈长，这种认识就愈加清楚。
 　　要力争在战场上以强大火力消灭敌人。
同时保存自己，就要求部队不断增加新式装备。
于是，又出现了重机枪、速射枪，研制出不同口径的迫击炮、火炮，以及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
车，种类各异的飞机及其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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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鲁登道夫指出，尽管为应付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必须奋起直追，以弥
补德军装备状况差的不足。
"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
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
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
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
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
"（63页）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将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
 　　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既要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
佳状态。
并且，平时就应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采取多种措施搞好装备的
制造和维修。
　　三是精神坚定。
在总体战中，战斗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
要使士兵在战斗中履行其庄严的义务时，在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时，在敌人火力下，或执行某项特
殊任务时，造就自己坚定的精神，培养在紧张的战斗中承受巨大负担，坚韧不拔，果敢无畏的精神力
量。
 　　四是军纪严明。
"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重要的事是要训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
军纪不应扼杀个性，而应发展个性。
军纪应当引导大家摈弃自我私念，整齐划一，向一个目标迈进。
这个目标就是胜利。
"（66页） 　　五是编制合理。
为在总体战中战胜敌人，"除有强大的陆军之外，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
"（74页）他尤其强调各军种间的相互协同，并在分别论述了陆军、空军和海军各自的编成后指出："
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
军队的各个部队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
"（80页） 　　总之，"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
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
"（73页） 　　进攻是总体战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鲁登道夫认为，在运用大规模军队的战斗中，防
御似乎"强"于进攻。
因此，作战双方的弱者，或处于战场某一局部的弱者，往往选择防御战，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牵制敌
人，使己方远程武器和摩托化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投入战斗。
　　同时他又阐述道："但无论怎么说，能够决定会战胜负的作战样式始终是进攻。
如果防御者有可乘之机，也会发动进攻。
进攻蕴藏着一种居优势地位的自豪感和无法估量的力量，它能使施以正确指挥的进攻发挥巨大威力，
可以战胜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89页） 　　当然，由于总体战提出了举不胜举的任务，因此不可能在整个战线或同时在各条战线
发动进攻，只能在某些地段实施防御和加固阵地。
平时也须根据未来的战争态势，在边境构筑工事或要塞，以牵制敌人部分进攻兵力或迫敌采取使我有
隙可乘的作战行动。
在形形色色的作战样式中，工事和依托阵地的防御的确肩负着重大使命。
但是，"防御者只有从防御转入进攻，才能夺得决战的胜利。
进攻始终是决定性的作战样式。
"　　同样，面对顽强抗争的敌人，可回避其挑战，暂不寻求决战，而在宽大的正面以迟滞的形式实施
防御会战。
"但胜利只有靠进攻取得，进攻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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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登道夫还特别强调，应在关键地点和主要方向实施进攻。
他说："总体战要求决战，因而要求指挥者在关键地点实施进攻。
"（86页）因为在多面作战以及绵亘的战线上，不可能处处都实施进攻，战争指导的艺术在于，"在陆
上、空中或海上，利用己方兵力兵器的优势，构成主要突击方向，对薄弱部位的敌人实施进攻，一举
将敌击溃。
"（87页） 　　他还在论述战略展开的问题时说，在众多的敌人面前，首先击败哪一个将会决定战争
的胜负，也就是说，应设法找出哪一个是"最危险的敌人"。
因为"作战时，指挥官需首先确定主突方向，尔后攻敌弱点，从而取胜，这便是指挥者作战用兵的艺术
。
同样道理，在战略展开时，必须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要进攻方向，将军队主力部署于此，同时力
争战争在敌国土上进行。
对付其他敌人只需少量兵力，以阻止这些敌人对主战场的行动施加影响。
"（103页） 　　又说，对于战略展开，应在寻求决战的地段投入最大兵力。
必须从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的一兵一卒"，而对其他地段只以必要的兵力应付。
一旦定下军队主力寻求首次决战的决心，就必须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以备进攻。
 　　并且，无论陆上、海上还是空中，只要进攻取得胜利，就应立即实施追击，促使敌人的失败变成
溃逃。
武器装备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追击者，即飞机可从空中突击战败者，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可超越敌人
，或从翼侧及正面攻击敌人。
为通过追击而取得全胜，应投入更大的力量。
就海上和空中而言，尤其要发挥军舰和飞机的最大速度，促成决战的实施，以便全歼敌人。
 　　统帅是实施总体战的首脑 　　按照鲁登道大的看法，"所谓统帅，系指以其头脑、意志和心灵为
维护民族生存而领导总体战的人。
"（119页） 　　并认为指挥作战的首脑不是总参谋长，更不是第一副总参谋民，而必须是统帅。
统帅应按照自己的思想或意志指挥战争和下达相应的指令，应赋予统帅以"实施总体战的首脑的地位和
职责"，（123页）其决断和意志必须在各个领域具有权威。
 　　鲁登道夫鉴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战争指挥的多头体制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力主统帅的地
位必须像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管。
并认为，统帅的职责在于，平时致力于加强人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
各项方针政策，战时要指导全局等。
 　　鲁登道夫还认为，统帅必须具有很高的素养，包括：果断决策能力。
统帅负责指挥全军人马，在危急时刻必须竭尽全力和才智，迅速做出维系战争胜负和民族生存的重大
决断，这种判断是在敌我之间进行激烈对抗，我方要扼制敌人的企图，敌人不甘束以待毙，反而竭力
扼制我之意图等情况的若明若暗中作出的。
 　鲁登道夫概括说："像每一个艺术家一样，统帅也必须掌握其'手艺'，这种手艺便是统帅的艺术。
统帅除掌握'手艺'之外，还要靠其天才和创造力，以及有别于艺术家的能肩负重任的力量，以及坚强
的意志，高尚的品格和伟人所具备的使人心悦诚服的巨大魅力。
当他以高度责任感和全部身心，为军队、为人民和每一个德国人尽力时，都表现出他的创造力和意志
力，战史从来不能造就统帅，也无法反映他们的精神世界。
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他们个人的财富，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展现出来的。
　　又说，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对其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
，且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实不多见。
"和平时期的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有战争能够做出判决。
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为维护民族生存奉献毕生的人，才能被人民尊奉为统帅。
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否则，统帅对人民来说就毫无意义。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某种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并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德国的军事战略，触及到一些直接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且作者站在战争实践指导者的高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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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争，其论述显得较为通俗和具体，它对于我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
的战略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但鲁登道夫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该书在政治上有鼓吹法西斯侵略及民族沙文主义等消极的一面，
鲁登道夫所鼓吹的总体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意味着空前灾难，因此应注意加以鉴别，批判地吸收
其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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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
历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步兵旅旅长、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
军需长等职。
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
他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总体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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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第一版前言译者修订版前言第一章  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  
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  国防军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  国防军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  总体战的实施第七
章  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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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总体战》其主要思想观点是：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
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
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　　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
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
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
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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