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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观察、研究、分析的结晶。
它既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对近代西方军
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作者在书中论述了对战争艺术的独特见解，包括对战争和政策关系的研究、“摩擦”在战争中所扮演
的角色、士气的重要性以及对一般战略的看法等。
这本《战争论》精华本使读者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就能了解《战争论》的精髓和克劳塞维茨思想的重点
，对于喜欢军事的读者来说很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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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19世纪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

克劳塞维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军事资料。
由其遗孀玛丽整理出版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
这部巨著共十卷，《战争论》是其中前三卷，也是克劳塞维茨的代表作。
《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理论至今仍是我们解读国际局势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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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当我们面临持久战的时候，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也就是要尽量满足那些尽可能小
的目的。
因为任何目的的实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实现大的目的之前，我们必须实现小的目的。
也就是说，大的目的的实现必定要比小的目的的实现消耗更多的力量。
对于最小的目的，我们不妨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抵抗，也就是无积极意图的作战，也可理解为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对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的结果也更有把握。
可是，这种消极意义的作战真的能做到无极限吗？
当然不能。
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是战争了。
我们知道在个别的行动中，消极的意图比积极的意图产生的效果要差一点儿，当然，这是在积极的意
图能够实现的前提下，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差别在于前者比后者容易实现。
　　战争中，对于进攻和防御的差别，我们随处可见。
而在这里，我们只提出一点：这种消极的意图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较强
的作战形式，从而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
这种意图里。
当然，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以上叙述已经帮助我们了解到了消极的意图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就是说，集中一切力量单纯抵抗
，是可以在战争中取得先机和优势地位的，并且，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甚至可以强大到足以消灭敌人
。
那么只需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能够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力量，使其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从而不得不放
弃原先的政治目的。
这种方法，多用于弱者抵抗强者的时候。
　　可见，我们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比如：消灭敌人的军队、占领敌人的地区、单纯
占据敌人的地区、单纯入侵敌人的地区、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
这些方法都可以挫伤敌人的意志，然而，使用哪一种，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顺着思维推进，便不难想象到个人的力量在战争的作用，这是一条达到目标
的捷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否定，在人类交往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都有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这些方法，因为要想把它们分类，那是过于呆板的做法。
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之所以会引发战争，其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
争取国家生存的殊死的战争同由于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也
是有很大距离的。
认识到这两点，是为了不致把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把它们仅仅看成是少见的例外，
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
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着无数种类的战争，如果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
那么就有权把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分析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来谈谈战争的手段。
　　我们不能否认，斗争的形式是繁杂的，斗争同粗暴地搏斗不同，斗争中夹杂着很多本身不算是斗
争的行为。
但我们必须承认一点：战争中产生的一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是战争这个概念所特有的。
　　事实上，与武装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这是因为战争中所体现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表达出来的，只要有武装起来的人们，就有斗争的存在。
　　显然，建立和维持军队只是手段，使用军队才是目的。
战争中的斗争并不是零散的，而是一个整体，只不过它由众多的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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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其划分：一种按主体区分，另一种按客体区分。
在军队中，通常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高一级组织。
因此，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
另外，按斗争的目的，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因而，我们把斗争中相互区别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统称为一个战斗。
　　我们知道，军队的使用就是数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军事活动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与战斗有关。
从军人应征人伍、拿起武器、接受训练到整装待发，这一切都是为了进行战斗，为了打败敌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军事效果与成绩都不会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以前存在的条
件中直接产生，而只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中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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