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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其中的第一、二、三卷。
克劳塞维茨总结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普法战争和法俄战争的丰富经验，研究了130多个典型战例，写下了
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

　　《战争论》论述了战争的方方面面。
无论战争有多么不同，其目的都是一样的，认识了战争的目的，就认清了战争的本质，因此，克劳塞
维茨给战争作了这样的界定：“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是迫使敌人服
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用暴力。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
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削弱暴力的
力量。
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它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
人作为目的。
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
的真正目　标。
”克劳塞维茨没有从道义上论述战争，他抛弃了道德的温情主义和道德上的虚伪，从本体论的高度对
战争作出界定，从而赤裸裸地揭露了战争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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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者。
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
历任骑兵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获少将军衔。
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问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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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可以说，战争是迫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用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装备自己以对付暴力。
国际法惯例对暴力行为的限制是微乎其微的，这些限制与暴力虽然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能削弱
暴力的强度。
什么是暴力?暴力是一种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才是目的。
为了保证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对方丧失抵抗能力。
所以从概念上讲，使对方丧失抵抗能力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直接目标。
这个目标替代了上述目的，并把它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被忽略掉了。
　　3．最大限度的使用暴力　　有些善良的人出于善良的愿望，幻想寻找一种巧妙的方法，既不必
造成大量的伤亡，又能解除对立一方的武装或者打败对方，并且认为这才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
。
这种看法尽管非常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对待战争这样的恶魔，由仁慈派生出的
错误思想是极为有害的。
充分使用物质暴力并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因此，不顾一切、不惜代价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如果
对方软弱退缩，就必然独占优势。
如果，一方迫使另一方也不得不同样采取暴力，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并且日益趋向极端，这种趋向
则完全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小受其他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
　　由于厌恶“残暴”这个要素而忽视了它的性质，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
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假如说文明民族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较野蛮民族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小得多，这也是由交战
国双方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尽管战争是在某种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并且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
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要素，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
如果硬说这些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原本就包括两种不同的要素——敌对情感和敌对意图。
我们之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来作为我们战争定义的标志，是因为敌对意图带有普遍性，即使最
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即敌对感情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
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
在野蛮民族中，敌对意图主要来自于情感，而在文明民族中，敌对意图则主要出于理智。
但这种敌对意图的差别并不是靠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受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多种因素影
响的。
因此，不是每个场合都一定存在这种差别，而是大多数场合会有这种差别。
所以，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其相互之间也可能会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倘若把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正在逐渐摆脱
所有激情因素的影响，甚至认为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实
际行动进行数学演算就可以了，那是极大的错误。
　　近年来，有些理论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的几次战争纠正了它。
既然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
它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但感情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甚至与文明程度的高低无关；而是取决于交战双
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
　　如果说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毁坏城市和乡村，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采用暴力，那是因为他们
在战争中更多更巧妙地应用了智慧，学会了使用比这种原始粗暴地发泄本能更加有效的暴力方法。
　　火药的发明、武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证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阻碍或改变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目的仍然是消灭敌人。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观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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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交战的每一方都迫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动用暴力，由此便产生了相互作用，从理论上讲，
这种相互作用一定会导致极端。
这就是战争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4．使敌人放弃抵抗是战争的目标　　前已述及，使敌人丧失抵抗是战争的最终目标，至少在理
论上是这样的。
要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让敌人的处境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不利，这种不利从表面上看至少
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有利的时机，从而放弃屈服。
所以，持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带来的任何处境上的变化，都必须使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
这样。
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丧失抵抗能力。
所以，假如要以战争方式迫使敌人顺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一定要让敌人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
将无力抵抗的地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如何，消灭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始终都是战争行为的唯一目标。
　　战争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暴力行动，而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倘若一方绝对地
忍受退让就不会演变为战争。
这样一来，上述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认真考虑的。
在我们没有打败敌人之前，不得不考虑情势逆转造成的自己被敌人打垮的情形，那时我们就不再是战
胜者，可以自己主宰一切，而是像败军那样，俯首称臣，处处受制于人。
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和第二种极端。
　　5．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要想打败敌人，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能力来决定我方应该投入的力
量。
敌人抵抗力的大小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的乘积，这两个因素分别是有多少战胜敌人的手段与意志力
的强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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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战争论》不愧为全面研究军事学术的最佳理论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著作就是战略学的
“圣经”。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事学术界的第一流人物，在军事方面同若
米尼’一样，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
　　——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战争论》俨然是一座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
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
　　——英国军事理论家　利德尔·哈特　　克劳塞维茨的巨著《战争论》，可能在许多年里，将要
成为一切认真从事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人的基本典籍。
他的著述深度和创造性把战争研究引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关于从总体上探讨战略等问题的一些
观点，今后仍然是几乎所有谈及此类问题的新理论的出发点。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　迈克尔·霍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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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进行观察、研究和分析的结晶，是世界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
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它既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不仅奠定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基础，被誉为
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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