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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诠释》

内容概要

克劳塞维茨（1780―1831）的《战争论》是军事科学的奠基作。这部世界军事名著实际上阐述了“统
帅的艺术”。本书作者认为：克劳塞维茨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战争论》是唯物主义性质的
军事哲学著作。本书结合西方军事思想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现代战争问题，按照原著的内
在联系，全面介绍、讲解和注释了《战争论》；再现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及战争指导艺术的理论体
系；分析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强调了在高科技战争的新形势下掌握军事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本
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准确而深入地研究和客观评价《战争论》的重要军事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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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石翠岭序
朱德生序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导论
一、《战争论》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
二、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战争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1.早期的军事生涯和德国哲学革命
2.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运动和《战争论》的“胚胎”
3.克劳塞维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与丰富的拿破仑战争经验
4.《战争论》的写作与出版
三、全书“序言”、篇章结构、内容要点
1.《战争论》的几篇“序言”
2.全书的篇章结构及内容要点
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
第一章 “论战争理论”
一、《战争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1.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重点的确定
2.对组成战争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大小范畴的区分
3.“军事艺术的区分”理论的片面性和严重失误
二、对欧洲17、18世纪军事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机械唯物主义、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
三、“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及制定“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1.“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2.“活的反应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作用”
3.“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
四、关于“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五、所谓“方法主义”
1.对具有理论形态的战争指导规律的几种抽象范畴的论述：“法则”、“原则”、“规则”、“细则
”和“守则”
2.对非理论形态的战争指导规律的论述：关于“方法和方法主义”
六、科学的战争理论必须具备的特性及建立方向
1.经验性
2.考察性
3.整体性
4.简单性
七、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
第三章 “论战争的性质”（上）
一、战争的性质是“复杂而多变的”
二、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和战争性质的方法
三、从解剖“搏斗”（战争的细胞形态）入手，首先概括地揭露战争“整体的性质”
甲.“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绝对战争学说）
1.“暴力”是战争的特殊本质；而且在现实世界上，战争暴力的大小总是具体的
2.“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是战争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在无“阻力”的条件下，这个规律会使战争
达到“绝对战争”形态
3.“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的神秘性质，以及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严重失误和理论糟粕
乙.“在现实中的修正”――“［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现实战争学说）
1.战争不但具有“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而且具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后者制约着前者
2.战争的“政治目的”、“暴力手段”、“军事目标”的大小，都依附于产生战争的具体社会政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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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诠释》

件，尤其是“群众”条件
丙.战争是一种“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但是，人类能够对战争实施一般的正确指导（“概然性
的规律”学说）
1.战争既是一种“概然性和偶然性”的军事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政治”活动
2.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人类指导战争的规律都具有“概然性”的本质特点
3.人类能够对战争实施一般的正确指导
四、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1.战争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
2.战争像“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
3.“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第四章 “论战争的性质”（下）
一、战争的军事目标也是“多变”的
二、战争的军事手段只有一种：“战斗”
1.关于战斗的“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
2.关于战斗的“手段”
三、关于战争的军事本质：“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
1.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于“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作
出正确而完整的论述
2.在“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问题上，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和思维路线
3.毛泽东和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军事本质”问题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四、“在战争所能追求的［军事］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1.选择“消灭敌人军队”这种军事目标所带来的结果
2.选择其他军事目标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和必要的条件
第五章 “战略概论”、“战斗”、“军队”（上）
一、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观
1.战略是一种运用和部署“战斗”以达到“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的科学或艺术，是以拟制和
实施战争计划为核心内容的系统工程
2.只有符合战争为客观实际，并且达到了战争“胜利结局”的战略，才是正确的战略
3.坚定不移地贯彻符合客观实际的战争计划，以及始终着眼于“战略的有效要素”’，是正确地实施
战略的两个重要原则
二、关于战略要素
三、“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
甲.统帅的才能（“军事天才”）
1.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谓的“军事天才”与“军事人才”是一个意思
2.杰出的军人、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当具备多种特殊的素质和才能
3.统帅的才能
乙.军队的武德
1.克劳塞维茨专门研究和考察“军队的武德”的原因
2.“军队的武德”的内容、特点、价值、作用和来源
3.克劳塞维茨关于“军队的武德”理论中的严重局限性和问题
四、“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
甲.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1.从当时欧洲的战争经验，看军队“数量上的优势”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
2.在空间上实现“集中优势兵力”的一些策略手段
乙.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1.“在战术上兵力可以逐次使用，而在战略上兵力却只能同时使用”
2.“在战略上使用兵力越多越好，因此，必须同时使用现有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
3.“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使用进去，把现有军队组成的任何预备队留在主力决战以后使用都是
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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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现代战争的特点”
1.现代战争与以往战争相比，在整体运动规律上出现了新变化和新特点
2.现代战争在整体运动规律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是由于现代战争在“政治”性质上出现的新变
化、新特点造成的
3.现代战争在整体性质和整体运动规律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要求统帅的战略观和战略指导艺术
必须加以改变
第六章 “战略概论”、“战斗”、“军队”（中）
一、从战略上看战斗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目的
二、从战略上看战斗过程和战斗“胜利”
1.关于“决定战斗的胜负时刻”
2.关于“战斗过程”、“敌人退却过程”和战斗的“胜利”过程
3.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三、“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
1.什么是主力会战
2.主力会战在战争中的地位
3.主力会战在战略上的地位
4.主力会战的特点和统帅指挥主力会战的原则
5.怎样正确地评估一次主力会战（尤其是战争中的第一次主力会战）对于整个战争的胜负所起到的作
用
四、“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
1.在主力会战中，决定战术上胜负的仅仅“取决于双方剩下的预备队的兵力对比”
2.在主力会战中，会战双方斗争的焦点和实质内容是“兵力”
3.在主力会战中，“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
4.在主力会战中，胜负的发展趋势是人们可以认识
到的，然而，又是人力难以扭转的
5.在主力会战中，战略上“胜利’”成果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由胜利一方的统帅决定的
五、“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追击”；“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1.“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追击”
2.“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第七章“战略概论”、“战斗”、“军队”（下）
一、“兵力对比”、“兵种比例”对战争、战略的影响
1.“兵力对比”对于制定战争计划和实施战略的影响
2.“兵种比例”对作战特点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反，战争的特点对“兵种比例”产生的影响
二、“行军”对于战争计划和战略的影响
三、“军队的给养”给战争、战略造成的严重影响
四、作战基地、交通线给战争、战略造成的影响
第八章 “防御”、“进攻（草稿）”（上）
一、“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
1.“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形成的思想资料来源和现实生活根源
2.“积极防御”作战的基本原理
3.对“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中包含的客观真理性内容的系统论证
二、“防御的手段”和“抵抗的方式”
1.关于“防御”是战争发生过程的逻辑起点问题
2.所谓“防御的手段”
3.所谓“抵抗的方式”
三、向本国腹地退却（“诱敌深入”）
1.“向本国腹地退却”防御方式的优点和缺点
2.“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条件和有利于这种防御方式的条件
3.实施“向本国腹地退却”的防御方式时，应该注意使用的几种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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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诠释》

四、人民战争（“民众武装”）
1.克劳塞维茨对待人民战争的基本态度
2.人民战争在战略防御中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3.资产阶级正规军在战略防御中对待人民战争和人民武装的几个原则
五、战区防御（局部战争的战略防御）
1.关于防御战争的“军事目标”、“政治目的”和“战区防御”的重要性问题
2.关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区防御”，以及两种不同性质的“战区防御”原则
、策略手段问题
3.“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所以在战区防御中，“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估计情况
，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第九章 “防御”、“进攻（草稿）”（下）
一、“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
1.关于“进攻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问题
2.关于“进攻从防御中所得到的是防御中最有害的因素”问题
3.关于“进攻没有像防御的抵抗方式那样有不同的等级”问题
二、战略进攻的目标和“进攻的顶点”
1.关于战略进攻力量的大小和战略进攻的目标
2.关于战略进攻力量的削弱和“进攻的顶点”
3.关于“进攻的顶点”、“胜利的顶点”和失败的起点
三、“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和“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局部战争中的两类战略进攻）
1.“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手段
2.“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手段
第十章 “战争计划（草稿）”
一、战争计划“总括战争整体”，“将探讨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
二、关于判断战争整体形态的方法（“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
1.必须从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出发，预测战争的整体形态特点；但是，又要“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
首要的地位”
2.人们对于战争抱有“绝对形态”的看法和“现实形态”的看法，都反映了战争自身具有的两个方面
结构属性；但是，“绝对形态”应当成为人们观察和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
3.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
主要轮廓
三、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1.“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
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
2.“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
抽象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必须概略地看一看历史”
3.“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军事］目标和拥有的［暴力］手段，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
时又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狭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
的结论”
四、关于“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学说）
1.克劳塞维茨晚年时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
2.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学说
3.克劳塞维茨由此得出的拥护和肯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反对在欧洲及德国复辟封建制度的政治结
论
五、“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全面战争）的战略原则
1.“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
2.“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个重要特点”
3.“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在从属地位上”
六、“有限目标”战争（局部战争）的战略原则

Page 6



《<战争论>诠释》

1.关于确定实施进攻战还是防御战的战略决策原则
2.实施“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原则
3.实施“有限目标的防御战”原则
七、以“打垮”法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1.以“打垮”法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的基本内容
2.战争计划被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实践所证实的经过
附录
一、〔德〕维尔纳.哈尔韦格：克劳塞维茨的哲学与理论
二、克劳塞维茨年表
后记
内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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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的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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