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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事理论家

的钱基博

晚清民国是中国军事思
想极为繁盛的时期 ! 这种繁
盛首先缘自近代战事的繁巨
与国事的衰微 ! 雷海宗曾经
指出 " 近代中国的危急局面
在历史上仅有汉末魏晋时的
大破裂与之相似 " 但汉末侵
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
的 " 武力属于五胡 " 文化来
自佛教 " 而近代的两种强力
则均来自西方 " 并于一身进
攻中国 #雷海宗 #中国文化

与中国的兵 $ $ % 在西方文化
与军事的双重逼迫之下 " 引
发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反弹 "

谈兵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环
节 " 兵学研究也一扫有清一
代的颓势 " 西方军事理论大
量引入 " 传统兵学得到新的
阐释 " 中西军事思想也有了
较多的会通 ! 在此种潮流中 "

有一位重要的 & 也是常被忽
视的军事理论的研究者'''

钱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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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子泉 " 又字哑泉 " 别号潜
庐 " 江苏无锡县人 % 今人多
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 "

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
谭 史 " 旁 涉 百 家 " 其 自 谓
)集部之学 " 海内罕对 * 子部
钩稽 " 亦多匡发 + (%潜庐自

传 & $ % 更重要的是 " 钱基博
并不仅仅是独抱遗经 & 湛深
古学的儒生 " 更是通经致用 &

志欲匡时的志士 % 钱氏年轻
时 也 有 过 一 段 戎 马 生 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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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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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无锡光复" 成立
锡金军政分府 " 钱基博即参
与其中 % 次年 " 应同乡顾忠
琛之邀 " 出任苏浙联军援淮
司令部军佐 (代理副官长 $ "

少校参谋 % 南北议和成功后 "

继任改编后的陆军第十六师
中校参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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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十六师

司令部取消" 钱基博调任都督
府参谋"

"

月授陆军少校" 加
中校衔 % 同年 " 二次革命失
败" 赵秉钧& 冯国璋皆以秘书
相招" 钱基博认为" )文章不
以经国" 而莠言乱政" 匪所思
存" 谢不往也+ (傅宏星 %钱

基博年谱 &$% 从此投身教育 "

再无任军队职务%

这段军事经历使钱基博
对兵学有了较多的感性与学
理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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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 " 感慨于
当时军人之不学无术 " 钱基
博翻译了日本参谋本部所颁
发的 )参谋须知 + 并加上了
一些中国兵家理论 " 作 ,参
谋论 - " 刊登于上海 ,民立
报 -% 其中列举了参谋官平日
所需研究内容 " 包括 . 战时
诸勤务 & 军队平时及战时编
制之法 & 战法兵书 & 战术战
史 " 以及外国语 & 地理政志 &

列国大势等 ( %参谋论 & ' 见

%潜庐经世文编 &$! 钱基博亦
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 ! 检视
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 " 可以
发现他既深谙 ,言兵事书 -

,李 靖 兵 法 - ,纪 效 新 书 -

,兵法百言 - 等中国兵书 " 也
熟知克劳塞维茨 & 毛奇 & 鲁
登道夫 & 卓莱 & 杜黑等人的
现 代 军 事 著 述 " 此 外 还 对
,泰晤士报 - ,纽约论坛报 -

,东洋经济新报 - ,德国军事
周刊 - 等报纸上的最新军事
动态与军事理论颇为关注!

抗战开始之后 " 钱基博
重拾兵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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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南京沦
陷 " 国军败绩 " 天下汹汹 "

士无靖志 ! 钱基博于湖南蓝
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课 " 讲授
,韩 非 子 - ,孙 子 - " 志 在
)镇方扰之人心 " 延国命于垂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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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应国民党抗日
干部培训班教育长李默痷将
军之请 " 钱基博赴南岳为抗
日 将 士 讲 说 ,孙 子 兵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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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钱基博赴湘中
前线 " 讲 ,孙子兵法 - 两日 "

每次两小时 " 听者五百余人
(见 %孙子今说 &$! 钱基博一
系列的军事学著述也是在此
时完成的 ! ,孙子章句训义 -

于
'$($

年初版 " 后又增订新
战史例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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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商务印

书馆再版 ! 又与浙大教授顾
谷宜合作 " 顾由英文本迻译
,战争论 - " 钱基博则 )返之
我 国 " 验 之 当 前 " 观 其 会
通 +" 作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
兹兵法精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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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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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间 发 表 于 ,国 命 旬 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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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由 江 西 合 作 社 出 版
(今仅见上册 $ ! 另有 ,非武
器之游击 - ,日人何以为战 -

,论沦陷区之武装民众 - ,此
次大战中之苏英法美德日意
八国战略类型 - 等一系列发
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文章 ! 此
外 " 还有钱基博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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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著约
*-

万字的 ,欧
洲兵学演变史论 - 以及仿照
陈亮 ,酌古论 - 写成的 ,酌
今论 - 两本兵学著作 " 今已
散 佚 " 甚 是 可 惜 (傅 宏 星

%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

%本经常之道 & 应

时世之需 $! 钱基

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 " 文辞雅驯 "

意气凌云 " 读之令人神旺 !

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
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 " 而是

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 !

兵法可分两类 " 一类为 )节
制 +" 即部署训练之法 " 属于
军政 ! 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
多被弃掷不论 " 例如在张之
洞 ,书 目 答 问 - 中 即 不 录
,登坛必究 - ,武备志 - 等 "

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 " 古今
异宜 " 而称道 ,克虏伯炮说 -

,水师操练 - ,防海新论 - 等
西 方 兵 书 ! 另 一 类 为 )权
谋 +" 即战争攻守之方 " 属于
战略战术 ! ,孙子兵法 - 与
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 - 均
属此类 " 钱基博和整个晚清
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
于此 ! 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
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
有意义 " 在当时也是众说纷
纭& 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 ,孙
子兵法 - 等中国传统兵学的
现代意义 ! 他认为面对世变 "

一方面要学习 )新 +" 以新的
知识与境遇来重释 )古 + 道 "

所谓 )知新以温古 +* 另一方
面 " 知晓 )古 + 的最终目的
又是应对 )新 + 的世变 " 即
)本经常之道 " 应时世之需 +!

钱基博以此方法从 ,战国策 -

臧否对外之政策 " 从 ,周易 -

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 ! 在军
事研究中 " 对于 ,孙子 -" 钱
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

典理论 " 对克劳塞维茨 & 毛
奇 & 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
事理论 " 钱氏则是以中国传
统兵学加以疏解 ! 这种军事
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
百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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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蒋 百 里 发 表
,孙子新释 - " 在对 )计篇 +

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
事 理 论 ! 此 后 " 民 国 研 究
,孙子 - 者多取这一路径 " 如
萧天石的 ,孙子战争理论之
体系 - & 李浴日的 ,孙子兵法
新研究 -& 徐庆誉的 ,孙子兵
法与现代战争- 等等!

在此基础上 " 钱基博的
,孙子章句训义 -议论入微 &别
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则是 )以新
例证古义 +! 克劳塞维茨曾言
)欲学兵法 "只有读史 +"自古
军人研究兵法多从战例入手 "

而文人研究兵法多从词句入
手 ! 钱基博取武人之道 "他的
直 接 效 仿 对 象 是 施 利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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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克
劳塞维茨心法搜集古今速战
速 决 之 例 所 作 的 ,坎 尼 之
战 - & 杜佑的 ,通典/兵典 -

与唐顺之的 ,武编 - ! 此外 "

钱基博还认为" 阐述兵法之义
当用最新战例" 在 )增订新战
史例 + 中 " 钱基博 )广搜战
史" 无征不信+ '''用马恩河
战役释 )强而避之 +* 以日本
突袭珍珠港& 德国进攻亚尔丁
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一
战德国的失败释 )夫兵久而国
利者 "未之有也 +*辨析莱格里
的包围论和郎格罗的包围论以
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
等" 对于战例的选择甚是精准
巧妙!

最后 " 值得注意的是钱
基博对待西方现代军事理论
的取舍 ! 克劳塞维茨的 ,战
争论 - 是现代军事理论的开
启之作 " 也是对近代中国最
具影响的一部军事著作! 面对
克氏理论" 钱基博用传统兵学
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批评" 这
种态度及方法在民国时期是较
为少见的" 体现出钱氏治兵学
不同于主流的解释路径 ! 其
中" 对抗战形势的判断是钱基

!武亦载道"#钱基博的兵学思想
束赟

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他对军事理论的研究" 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中国兵书!也熟知西方现代军事
著述!此外对国外诸多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也颇为关注" 他提出!以新的知识与境遇
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
之道!应时世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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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