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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的德意志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是并不陌生的
。
他的名著《战争论》在我国早已翻译出版，广为人知。
现在这本《克劳塞维茨传》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事业，熟
悉《战争论》的读者也将会从中了解到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及《战争论》一书的形成过程。
书中叙述了当时欧洲的广泛历史背景以及克劳塞维茨所处时代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普鲁士在
内政、外交、军事方面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复杂斗争，这对于我国史学界和军事学术界在这方面的
研究，都具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
我们在这里想就克劳塞维茨及其军事思想、本书及其作者作些扼要介绍，这或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克劳塞维茨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近代欧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
青年克劳塞维茨目睹了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随法国革命接踵而至的，便是震撼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统率的法军占领了德意志的大部领土，将它置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地位。
尽管法军所到之处，犹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清除了许多封建障碍，但
是它对外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不能不遭到被占领国家及其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导致军事上的
彻底失败和灭亡。
在这一历史时期，战争的规模和作战的方式都有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有关战争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要求人们去认识和理解，并从理论上加以阐明。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学说，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和主观需求下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体系并完成这一
历史使命的。
 　　克劳塞维茨和当时一般的德意志人一样，出于爱国热忱，不堪忍受外来压迫和掠夺，积极参加
了1813—1815年的解放战争。
他依据自己的战争经历，细心考察历次战争现象，先后研究了历史上一百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战例，
批判地阅读了当时各种军事理论文献，系统地总结了战争经验，建立了独创的完整的军事理论，写下
了不朽著作《战争论》。
这本巨著自1832年问世以来，已经再版二十次，并被译成各种世界通用语言的译本，广为流传，被推
崇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主要经典著作，克劳塞维茨本人也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
 　　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提出一些带有某种唯物主义成分的精辟见解
。
他第一个正确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
的继续”这一名言。
他还论述了人民群众的“小型战争”和游击战争，强调“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
不够完善，但总的来说是能起很大作用的”，“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
个多么重要的因素”。
他还明确指出，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互为影响，认为“我们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仅仅消灭敌人的
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
他在有关战争的其他重要问题上同样运用军事辩证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军事原则，如最
大限度地使用兵力，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有
效地利用既得战果，等等。
他在分析防御能更充分地利用地利、战术上的攻击时机和方式、战场准备的优越条件和民众的支持等
同时还指出，防御本身是比进攻更强有力的一种作战形式，主张借助防御赢得时间，以便在取得优势
后转入进攻。
这本传记对上述军事思想和原则的形成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和著作历来予以高度的重视，对于他所提出的关
于战争的精辟见解和正确的军事原则也给予积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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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认识，从总体上看，仍未能摆脱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窠臼。
他在回答“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时，却把战争说成“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
他所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重要理论命题，虽然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
战争与政治的提法在总的方面看是一致的，但其中有些概念的内涵却有所不同。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政治是国家人格化了的智慧，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是这一政府与
那一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
他不懂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看不到产生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冲突，战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形式，因而他无法揭示战争的本质，更不能明确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阶级实质。
 《克劳塞维茨传》的原书名是《克劳塞维茨的生平与事业》。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史料翔实可靠，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被认为是当代有关克劳塞维茨的权威著作。
它向读者展示了克劳塞维茨一生的坎坷道路，读后会对克劳塞维茨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了解。
 　　书中首先介绍了克劳塞维茨的身世。
他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但是他家贵族称号的来历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实际上，他的家族是属于接近平民阶层的市民阶级。
他从十二岁起即投身封建行伍，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戎马生涯。
他原有的学历虽浅，但他毕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
他听过康德主义者基泽韦特的哲学课，研读过当时著名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的著作，热爱大诗人席
勒反映德意志民族意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学作品，还阅读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的著
作。
尽管他置身于普鲁士王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营垒，但就其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而言，他已站到新兴资产
阶级的行列中了。
他后来成为以香霍斯特为首的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决不是偶然的。
他同军事改革派主要成员之间的亲密友谊和他们的军事改革活动和斗争，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本书还为我们深刻理解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理论上的许多独创性论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背景
，详尽地描述了克劳塞维茨亲身经历的1793年普鲁士军队反对法军的“美因茨围攻战”、1806年普鲁
士军队同法军在耶拿附近会战中所遭到的惨败、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1813—1815年的历
次解放战争。
他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战争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所引起的，而且得出结论
说，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并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他从普鲁士的军事失败中认识到，要从拿破仑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振兴民族，因此军事改革势
在必行。
克劳塞维茨到过法国、瑞士、俄国、波兰等国，转战东西，攻读外语，细心考察各个民族特点和异乡
风土人情。
他不仅象历史学家那样记述了战争和历史事件，而且象哲学家那样力图阐明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
他亲身参加了1812年俄国大败拿破仑军队的博罗迪诺会战和斯摩棱斯克会战，从中总结了向本国腹地
退却，疲惫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最后战胜敌人的经验，使之成为他积极防御思想的重要内容
，他还预见到，拿破仑必败，俄国是不可征服的。
克劳塞维茨向往德意志的统一，反对封建割据的君主政体，当时就提出：“如果说有一个最不致引起
德意志人反对的政体形式的话，那就是共和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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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里特尔·冯·施拉姆，1898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商人家庭，卒于1983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并在战争中负了重伤。
战后曾先后在埃尔兰根和慕尼黑上大学，于1922年取得博土学位。
在1924年至1933年期间，他曾任《慕尼黑最新消息报》文艺编辑，同时从事文艺创作和撰写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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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所度过的最欢乐的时刻，无疑是我同你，亲爱的玛丽，进行交谈的时候。
我只能一再重复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倾诉：你在我的灵魂中占有多大的份量!噢，愿我的这最后
的慰藉永远不被夺走!心爱的女友，我们的心将永不分离，你说是吗?”　　最后，克劳塞维茨得出了
下列结论⑥：“这些探讨的最后结论是什么?这就是：德意志人由于其精神不受约束、个体的多种多样
性和创造精神、对论理的爱好和向着一个自选的更高的目标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而法兰西人由于所
受的局限性、易于满足和爱虚荣，因此相比之下，法兰西人比较容易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更适
于用来达到统治的目的，也就是说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工具。
”由此可见，这位二十七岁的人即使尚未摆脱片面性，却到处都在试图寻理大的线条。
　　不过，这仅仅是克劳塞维茨复兴的一面。
另一面，即向前看的一面，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世界政治的未来。
我们认为，这关系到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与不人道这样一个问题。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宝库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贝克上将所作的那样：反对极权的战
争政策，虽然他失败了。
在此情况下，有人经常称这位军事哲学家的主要著作是《治国艺术的圣经》。
但是，我们还不想走得这样远。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不再是治国艺术的适宜手段了，因为战争必然带来的毁灭，同可达
到的政治目的之间，不再存在可以忍受的比例关系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又需要现成的实力手段，以抵御战争，因为在国际政治的战场上，正如哲学
家毛泽东所发现的那样，一切权力——包括支配战争与和平的权力——都是来自枪杆子。
为了不使战争象贼一样隔夜’之间就降临到头上，就需要掌握治国艺术(作为争取可能性的艺术)和精
心挑选好负责人以及准备好必要的手段。
⋯⋯　　　　　　　　　　　　书摘1　　告　　别　　克劳塞维茨1806年12月自诺伊鲁乎写给玛丽·
冯·布吕尔的信，有两封保存下来了④。
这两封信阐明了他对普鲁士这场灾难所持态度的痛苦的转变，也揭示了这对眷恋着的情人之间的亲密
关系。
从几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处于一个新的生活阶段的开始。
一方面，民族厄运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另一方面，这些信都是在他们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分别的情况下
写的。
最后，他们都遵循着克劳塞维茨终生恪守的、宛如水晶般明晰的格言：“时间是属于你们的，它将带
来什么，这取决于你们，20说这话的人知道，时间象环境一样，是听从那些顺从于它、而又在精神上
保持着自主和不受低级的必要性驱使的人安排的。
这时，就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高尚的意识决定存在；这时，就会从昏暗中产生把握命运的力量。
这位不寻常的人的后来的成长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下面，就让我们来勾画一下这个人的概貌。
　　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即1806年12月初，克劳塞维茨这位战争参加者重新面向了生活。
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知道得最清楚。
1806年12月1日发自诺伊鲁平的信，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舒畅的自白开始的⑧：‘不久前，我们的女友
弗里德里卡把您亲笔写的几行字转交给了我，尊敬的，亲爱的玛丽，这是治疗我的情绪的特效药。
您在最后两封信中所使用的那种极为诚挚而又亲切的语调，虽然使我感到惆怅，因为它是在这样的时
刻到来的：从外界情况来看，命运驱使我深深地陷入了事变的浪潮，以126致我本来不应该再出现在您
的眼前，然而这种语调对我却是一种深切的安慰；它使我想起，包含在这一馈赠中的天意还会给我带
来多少希望：生命之墨又在我头上置新升起(黑体是本书作者加的)：　　这是一颗照耀我的生命的星
，　　看到它，我感到有充满神奇的力量。
”　　从这封充满非常抒情语调的信中，还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知道：在他同亲王一起可以说是进
行生死搏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的玛丽恰恰在基维茨她的女友福斯伯爵夫人那里逗留，距乌克尔河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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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几普里*。
所以，克劳塞维茨写道，为了不致被俘，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够突围出去。
但是，此时已经到了一场悲剧⑧的第四幕：“当我们以为可以逃脱危险时，我们恰恰陷入了命运所安
排的可憎的偶然性的罗网一一命运已对这场游戏感到厌倦了，我们为重新夺回所丧失的一切所作的最
后努力失败了。
”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所丧失的是：祖国和她的尊严，而不是希望。
在全面的崩溃中一一包括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保存下来的唯一财富是他和玛丽·冯·布吕尔之间的
牢不可破的爱情。
这封1806年12月1日发自诺伊鲁平的信，是以对上帝的这一馈赠表示感谢而结束的。
　　十二天之后，克劳塞维茨又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可以说是对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一个剖析，同时也是对自己身世的一次重要说明。
它包含着克劳塞维茨在被遣送到法国受拘留之前的双重的自白。
首先是政治上的自供，份量是更重的，信一开始就写道⑦：“我的上帝，现在有谁还感受不到所丧失
的财富之巨大，看来，在这一点上现在所有的人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只是引起人们希望或失望的程度
不同而已。
”克劳塞维茨是同满怀希望的人站在一起的。
他看到了被　　击败的普鲁士所陷入的可怕危机；他把这一危机比作一场重病。
然而，他相信恰恰是这场病将导致康复，“因为现状和将要出现的那种会使大多数人完全失望的状况
，可能提供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多得多的医治手段’。
克劳塞维茨不赞成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因为在我认为悲观失望还为时过早的时候，我还是想保持
着希望”。
　　接着，是一个简短、却又很有特点的“关于个人的报导”：“亲爱的玛丽，关于我的精神状态，
我没有多少可向你讲的。
对我说来’不幸的感觉实际上并不象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强烈。
我进行了很多数学研究，这可以使我沉醉在一种无意识的存在中．这种把所有精力集中到一个对象上
的消遣方式，虽然是不寻常的，但是它能使我睡得安宁，增强身心。
不过，醒来时自然始终是非常痛苦的．一一我所度过的最欢乐的时刻，无疑是我同你，亲爱的玛丽，
进行交谈的时候。
我只能一再重复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倾诉：你在我的灵魂中占有多大的份量，噢，愿我的这最
后的慰藉永远不被夺走！
”我们在前面摘引时已经了解了这封信。
　　有一点足以证明他的为人的赤诚，这就是他在出发受拘留之前还提到他灵魂深处的一件隐事：他
的贵族称号尚未确定下来和使他的情人适应于她尚不了解的克劳塞维茨的家庭情况。
克劳塞维茨夫人后来在回忆1806年岁月交迭日子时写道⑧：“1806这个悲惨的，然面对我说来又如此
重要的年份，结束得并不愉快，因为12月30日卡尔到法国去了；不过，在这一天和前一天我均在弗里
德里卡夫人那里见到了他，这对我说来总算是一个慰藉。
这次重逢使我感到难以言状的快慰。
危险从我的内心驱散了恐惧或骄傲的谨慎的任何痕迹。
使我充分意识到卡尔对我说来意味着什么；怀着最诚挚的爱情和完全从属于他的感情，我将他拥抱在
我的心，上。
”这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作为一个秘密订了婚约的人去法国受拘留，也就是说他在精神上有了
寄托。
这是一次无限期的分离，因为普鲁士和拿破仑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和平依然无望。
但是，克劳塞维茨对形势的转机没有失去希望；他的机敏的智力使他善于从任何处境中都能赢得最好
的结果。
他个人一生的成长过程，象后来毛奇谈到战略的定义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急中生智的体系。
在法国的拘留和此后去瑞士的旅行，情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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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克劳塞维茨把这次拘留变成了一次深造旅行。
倘若不是这次去受拘留，他是永远不可能有条件进行这样旅行的。
倘若他不是在乌克尔河的沼泽地被俘和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是永远不可能了解法国的风土人情、南
希这个包括宁静的苏瓦松在内的法国省、巴l黎的艺术珍品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的。
就连他后来能够讲得和写得很流利的法语以及他的精神视野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扩大，都应归功于这次
拘留。
　　还有他写给自己的秘密的　未婚妻的那些书信。
它们构成了他同祖国相连的桥梁，是一道从法国伸向普鲁士的和平的彩虹。
这些书信既是报导，又是爱情的表述。
当时的德意志 书信文学，由于1807年这二十封有些是很长的信，得到了丰富⑨ 在这些书信中，克劳塞
维茨写得很自由。
除此之外， 他还耀写了一系列研究材料和一本游记，表现了他的观察力和多方面的才智。
有时他还谈到天意，似乎天意正是这样安　　排的：使他的知识得到丰富，政治视野不断扩大，结识
新人，得到新认识。
命运使得这位年轻的上尉不仅一再受到性格考验，而且从二十一岁起就避免了军事上的片面性。
不过，他还必须自己学会如何来利用这一切，在危难的情况下如何处置得当和如何解释白已的经历并
使之成为长久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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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通往克劳塞维茨之路　　一　　我是在巴伐利亚第四步兵团当少尉排长时第一次接触到克
劳塞维茨的。
到1976年春天，整整有六十个年头了。
当时，我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的一家野战书店买到了一本《战争论》，那天是我刚刚过完十八岁
生日不久。
这本一卷本的战时版《战争论》①是个简装本，而且是用战争期间生产的劣等纸张印刷的。
尽管如此，它竟熬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以及我的战俘营生活，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手中
。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藏书已于1942年11月连同我在柏林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后来买的新书也在以后的岁月里丢失殆
尽，唯独这本战时版的《战争论》却一直留在我身边。
随着时光的流逝，它虽已破旧不堪，但由于我在上面作了很多加重号和眉批，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它
始终是我最乐意研读的版本。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少尉已经理解了克劳塞维茨。
使我爱不释手的是这本书的魅力。
战争拖延越久，我就越是经常地去求教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三篇有关精神要素的章节给我的印象最深。
但直到1918年战争失败以后，我才开始懂得，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最后决定战与和、胜与败的是政
治。
然而，我对全书仍没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可是当时又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原来所在的团里和我当时的战友之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的。
就是在我1937年担任了军事杂志《德意志步兵》的主编以后，我也不得不说，即使那些同我经常来往
的将军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也不比我高明多少。
国防军那时正处在兴建时期，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读这种“大部头”书。
但是，他们几乎人人都对这部书的作者怀有极大的崇敬。
简直可以说，摘录和援引克劳塞维茨，是每一个有素养的军官的“时髦装饰力”。
有一段典型的供词可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后来死于俄国战俘营中的陆军元帅冯·克莱斯特1945年
在英国战俘营中对英国军事作家里德尔·哈特讲的一番话②：“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已被我们这一代人
遗忘了，我早在军事学院和参谋部时，就是如此。
他的语句虽然常被摘录，但他的书却已无人精心研读了。
他更多地被看作是军事哲学家，而不是被当作实践的导师了。
史里芬的作品受到更大的重视。
但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世界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他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
段的继续’的名言更是如此。
它表明，政治因素较之军事因素更为重要，而德国的错误恰恰在于它以为军事上的成功可以解决政治
问题。
”　　二　　至于说到我作为这本克劳塞维茨传记的作者，我必须在这里承认：直到1942年我才开始
系统地研究《战争论》这本书。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越来越令人疑惑了。
我当时担任《我们的陆军》杂志和陆军最高司令部军务处之间的联络军官，这个司令部大约存在了一
年，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才有机会开始研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
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顶头上司、陆军广播电台评论员库尔特·迪特马尔中将推动的结果。
他经常在评论中援引克劳塞维茨。
当然，希特勒有时也提到克劳塞维茨，但大多只是提及《我的信念和信仰》③这篇纪念文章的作者。
而迪特马尔却是以经典的军事哲学的准则来分析当时的战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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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私下对我说，这是为了警告那个最高的战争指挥者，让他不要忽视这些论点，否贝则就会大难临头
。
他还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贝克上将的看法完全一致，他经常和贝克见面，并讨论这些问题。
迪特马尔说：“他是熟谙克劳塞维茨的专家，尤其熟悉第八篇《战争计划》。
力当1955年贝克的《论文集》发表时，我发现这席话是对的。
这位当年的陆军参谋长终于倒向了克劳塞维茨，并且以他的学说指导自己的行动。
　　1945年，灾难性的失败到来了，正象迪特马尔所担心的那样，也正象克劳塞维茨专家贝克1938年
就预料到的那样。
通过无条件投降，这次失败也就成了一次全面的失败。
尤其是俄国人，他们懂得如何在政治上充分利用他们的这次胜利。
他们自己在1941年曾经处在失败的边缘。
然而，“俄国人依靠克劳塞维茨取得了胜利”，当我们从战俘营获释以后又可以通信时，迪特马尔在
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过。
确实，这个论点在我回忆东部战场的某些情况时得到了证实。
例如：　　第十七军团于1941年9月攻克了波尔塔瓦。
我当时在这个军团的司令部工作。
我们被安置驻扎在还是沙皇时代修建的一所军事学院的楼房里。
军团司令卡尔一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步兵上将命令我去清点那里的图书馆的藏书，然后向
他报告。
在那里，我除了发现有不少译成俄文的德国军事勤务条令以外，还找到了不下十本《战争论》，其中
俄文版的七本，德文版的三本。
在我们占领的较大的城市的所谓文化馆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一本俄文的《战争论》。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听了我的报告以后，并未感到意外，但对此也未作进一步的评论。
直到1944年7月20日悲剧·发生前不久，他当时担任驻法国的军事司令官，而我是西区最高司令部的所
谓“高级报告员”，直到这时，施蒂尔普纳格尔才同贝克一样，再次谈起了克劳塞维茨和俄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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