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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对克劳塞维茨理论进行取
舍的决定因素! 钱基博认为"

日本兵学师承德国 " 孙子曰
#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 $"因此
倘知克劳塞维茨兵法之精义"

便能知制胜日本之方法 % 在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
义 '中 "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
旨概括为三点()

!

*战争之道"

尤贵迅速决胜+)

"

* 战略无妨
政略"外交以辅军事+)

#

*操纵
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
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 这
是一种 ,以我为主 $的读书方
式"若就克氏理论自身脉络而
言"很难说在&战争论'中这三
点最为关键 "但是 "钱基博选
取的这三点所对应的是持久
战-外交形势以及民心...正
是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
键因素%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的会通! 钱基博军

事思想的核心议题

钱基博曾言 "#见天下之
赜而观其会通$"#此博学通人
之所以为命世间世也$% 孙子
为我国谈兵之祖"克劳塞维茨
是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
者 "两者相隔两千多年 "既有
心理攸同"又有道术相异% 对
两者理论的会通与评议是基
于钱基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其中涉及的也是钱基博自身
军事思想的核心%

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问题是现代军事理论的首要
议题 % 钱基博强调 &孙子 '

的产生背景是列国并建 " 伐
谋伐交的时代 " &孙子 ' 讲
的是多国战争 " 此种形势与
晚清民国时期的世界局势相
同 " 而 &孙子 ' 历代注释诸
家" 均生于秦汉以后"习于内
战而不知多国交战之法 "因
此"&孙子'的战略思想在今日
可以有新的发明% 另一方面"

从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到
德普学派"近代军事理论都强
调大战略"在&普法战史'中毛
奇就开宗明义(#今日之战争"

国家之事%$在此种背景之下"

钱基博重点解读了 &孙子'首
句 #兵者 "国之大事 $"认为须
从 #国 $ 字着眼 " #国 $ 为
&十三篇' 命脉所寄 " 并在一
定 程 度 上 将 传 统 兵 法 中 的
#庙算$ 与今日之国力及总体
战相联系%

钱基博关注的另一个议
题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问题%

区分战略战术是近代军事思

想的重要方面 " 克劳塞维茨
在 &战争论 ' 第二篇 &论战
之原理 ' 中有较为详细的阐
述 " 钱基博将此理论引入中
国传统军事理论% &汉书/艺
文志 ' 中分兵书为四种 " 即
权谋 - 形势 - 阴阳 - 技巧 "

钱基博认为其中 ,权谋 $ 是
克氏所谓的 ,战略$" 而 ,形
势$ 则是克氏所谓的,战术$%

钱基博还进一步将 &孙子'十
三篇加以区分" 认为 &计篇 '

&作战'&谋攻'&形篇'是,计$"

属于 ,战略$+&势'&虚实'&军
争 '&九变 '&行军 '&地形 '&九
地 '&火攻 '&用间 '是 ,势 $"属
于,战术$%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相似之处在于重 ,计 $ 不重
,势$"战略重于战术% 孙子与
克劳塞维茨相异之处则在于
,克氏贵先"孙子贵后$% 孙子
战术争主动而战略不争主动 "

有,非战$-,非攻$的思想% 在
此基础上"钱基博进一步分析
当世诸国战略的差异"他认为
德国-日本-意大利之战略"在
争取时间之最先 + 而中- 苏-

英 - 法 - 美之战略 " 在争取
时间之最后 " 表现在各国的
战术上也是如此 % 钱基博将
中国抗日与苏联胜德视为同
类 " 认为蒋介石的 ,以空间
换时间 $ 的战略与苏联之对
德国相似%

此外 " 钱基博以 &孙子 '

说明近代战术也甚为精彩 %

例如 " 在阐释运动战时 " 钱
氏以 &虚实篇 ' 说明运动战
之不拘方所 " 以 &势篇 ' 说
明 运 动 战 之 不 囿 法 执 " 以
&军争 ' &九变 ' &行军 '

&地形' &九地' 五篇说明运
动战须受兵情地势之限制 %

他还用诸葛武侯 ,八阵图 $

来阐述内线作战的原理 + 用
许 洞 &虎 钤 经 ' 中 的 ,重
覆$- ,八卦$ 二阵阐释纵深
战术原理 + 用 &九地 ' 中的
,兵之情主速$ 来阐释闪电战
原理 % 质言之 " 钱基博认为
,战术虽有中外之殊" 而原则
可证古今之符$" 现代战争之

新在于运动形式的推陈出新+

但新之孕育 " 却不离乎陈 "

且 ,新 $ 与 ,陈 $ 也是变动
不居的相对概念%

"兵亦载道#! 中国

军事思想传统的近

代延续

兵学"特别是&孙子兵法 '

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以从权谋
技巧读之"可以从制度训练读
之"也可以如钱基博一般将谈
兵与仁义-人心相结合% ,论兵
不废仁义$-,好战必亡$ 是钱
基博所认为的中国军事理论
的根本"也是中西兵法最大的
差异所在%

在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
兹兵法精义 ' 中 " 针对克劳
塞 维 茨 的 ,战 争 是 暴 力 行
为$- ,战争中出自仁慈的错
误最为糟糕 $等理论 "钱基博
用了&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国君好仁" 天下无
敌 $"&荀子/议兵篇 '中的 ,仁
人之兵$"以及&孙子/谋攻篇'

中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等一
系列理论来论证,我先圣昔贤
论兵之第一要义 " 与克氏为
异$% 由此而,全国$-,破国$异
趣",心战$-,兵战$殊途% 钱基
博认为"德国兵家从腓特烈大
帝 -老毛奇到鲁登道夫 -希特
勒 ,途知用兵之利$" 以歼灭
战-闪电战- 速决战等" 致使
,丁壮死于锋镝" 老弱不得一
饱$% 而 &孙子' 则云 ,不尽
知用兵之害者 " 则不能尽知
用兵之利也$%

强调仁义"这是中国文人
谈兵的一个突出特点"其表现
于从治兵到战争的整个过程"

胡林翼曾言,兵事为儒学之至
精 $-,兵亦载道 $"在民国 "袁
世凯 - 蔡锷等人的军事思想
都在这一传统之中 % 再进一
步 " 取此途径的研究还把谈

兵上升为一种对人心人情的
体会% 钱基博引前人语解释,兵
法$...,兵者人情而已 $",法
者皆情变之极致$%

但是 " 此种 ,兵法 $ 并
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核心 "

现代军事学说是国家政策的
关键组成部分 % 大战略是政
治与军事之间 - 手段与目的
之间的链条 % 克劳塞维茨成
为现代军事的起点也在于此%

因此 " 民国军事理论的主流
是以蒋百里 - 杨杰等人所代
表的以西方军事理论为核心
的现代军事思想 " 在蒋百里
的 &国防论 ' 中 " 与军事最
密切相关的是现代组织 - 总
动员等 " 即便是人心的问题
也是涉及人民的自觉与自由 "

现代国家因素在其军事思想
中起到关键作用 % 此后 " 随
着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的引
入 " 又进一步从阶级理论 -

革命理论等方面开始重新阐
述战争%

"乱极时$站得定$才

是有用之学#! 钱基

博军事研究的意义

钱基博的军事研究 " 虽
内容庞杂却路径一致 " 其核
心在于以兵学 ,载道$" 这种
研究方法没有涉及现代国家
建设的关键 " 因此注定成为
一种 ,书生之见$" 但书生谈
兵并非无益于世道人心 % 晚
清民国 " 国家多难 " 国人因
忧 患 而 中 心 摇 惑 幸 生 丧
志...,平日侈谈之学问经
济 " 文章道德 " 一旦大难临
头 " 未有片语只字 " 可以镇
得心住" 振得气壮$% 钱基博
因此主张" ,书生不能用兵"

但是不妨谈兵 + 由谈兵 " 而
知兵$" 惟有知兵" 才可以处
忧患而志气不挫 % 后 " 钱基
博作 &近百年湖南学风'" 写
罗泽南 - 王闿运 - 胡林翼 -

谭嗣同等
!$

人 " 遭际不同 "

出处攸异 " 然皆为志气殊常
之人 % 罗泽南临终时言 ,乱
极时 " 站得定 " 方为有用之
学 $" 此乃对钱基博这一脉军
事理论意义的最好说明 % 钱
基 博 另 有 短 篇 武 侠 小 说 集
&击技余闻补 '" 被认为是现
代武侠小说的先声 " 从某种
意义上说 " ,武亦载道 $ 的
路径虽没有在此后的军事理
论上成为核心 " 却在别的方
面发扬光大了 " 此转折亦由
钱基博始%

$作者单位 '上海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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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者认

为在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 大学变得更像商业

企业而非学习中心 #(市场

化)正在威胁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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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传记描绘了

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

他自己+家人+朋友+毕生的

合作伙伴恩格斯# 以及他影

响深远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