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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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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共分三个问题论述
,

苯期 先刊登第“个问题
。

另两个问题在下期刊登
,

题

目是
� 二

、
厂

综合的方法和 “
现实战争

” �

的整体性质 � 、 三
、

从 ,’绝衬战争 ,, 到 “艰实
�

战争
” ,

再到 “
具 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 。

‘

一

”
�

· �

飞
,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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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
学说 、 是德国近代杰出的军事思想家

,

克劳塞维茨�� �� � , � � � �� 

在他的 《战争论》中提出的著名学说
,

也是 张战争论》
·

的理论核心
。

对这个学说的内容、 方

法和 目的究竟作何解释
,

巧来众说纷云
,

莫衷代是
,

至今 , 已成为国申外
�

《战争论》研究中
的一个争论最大的疑难问题

。

为了批判吸取
“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学说中的重要思想
,

有

益于我车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展
,

本文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个学说作一择讨
。

’
·

’ 一

二卜
“

思想巍“的方法和
�

。

绝对战争
’

俘说瘫出
‘
· ’

「
�

克劳塞维茨在 《战争论》中一开始就提出子
“
绝对战争

”
学说

。

人们对这个学说提出了

种种责难
,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克劳塞维苯所用的方法
�

、
’

即 代思想实验” 的方法
, � 就不难理解

他之所以首先提出
“
绝对战争

” 。

学说
,

是为了沿着由抽象典升到具体的途径
,
从理论上暂时

撒开构成战争整体中的多种复杂要素
,

�

对其中
“
暴力

”
子系统的本质属性作单独的考察并得

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所必需的
。

� 「

“
思想实验

”
是科学抽象的一种形式

,
�

是人们在经验 �观察和实验� 的基础上运用丰富
的想象力和严格的逻辑推理

,

把研究对象置于比较理想的纯粹状态下
,

简化复杂因素
,

� 一

忽略

偶然因素
,

纯化主要因素
,

用理想化客体作替实在客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丫种方法
。

在
、 ·

“思想

实验
”
中

,

研究者通常以
“
理想模酬 代替实在客体州

�

高度发挥思维的
一

能动性
,

�

首先抽象出

研究对象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
� 然后再运用综合的方法

,

联系现实经验对这种研究成呆加以
“
修正

”
、

,
·

使其与客体逐步趋于一致� 最后在思维中完整地复制事物备方面的本质属性
。 。

“

般说来
, � “

思想实验,’� 币的
一

合理结果 虽然是形象思维钮辑思维相结合的产梅 俱井内容毕

竟来源于客观世界
,

一

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反映和概括
。

如力学中的
�

“
理想刚体

” 、

光学中的
“
绝对黑体

” 、

化学中的
“
理想溶液

” 和生物学中的
“

模式细胞
”
等

,

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

展中
,

许多重大理论的突破和董要原理的发现
,

都同运用
“
思想实验

” 的方法有关
。

例如
,

伽利略关于惯性定律的斜面实验 � 牛顿关于物体在
‘“

无阻力” 情况下运动的 鲜极限潺算
”节
方

傲 海森堡提出的量子力学中的
“测不准关系

” , 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时提出的同时性

的相对性原理等等
。

它们都对自然界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预言 � 加快了人类探索大自然奥

秘的步伐
。

克劳塞维灰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

是一位
“
造诣极高的军事问

二 ��, ,
‘



争 、

‘ 啥资 � �

、

� 气

了
�

、 又 宁

题著作家严� �列宁语�
。

他青年。冰在柏林军事学校受到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
,

中
、

很注意研究科李的方法论问题
、

�

他

不透的
“
绝对战争

”
学说

,

便是用

《战争论》中提出了使许多研究者感到相当奇特
、

晚年

捉摸
“思想实验护方法

。

我们按照 《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

在
、

的

州
‘
什么是战争,,� � 的自然顺良摹

喊

阻力
”
情况下的运动规律

,

从而提

去
,

便 能够发现他是怎样运用这个方法探讨战争在
“
无

“绝对雌争廿
讨战争在

“
有阻力” 情况下的运动规律, 从而提出

学说的 今 而又是怎样运用综合的方法
,

探
“现实战争

”
学说的

。

下出

第一
,

,

克劳塞维茨在 《战争论》一示始
,

掀卜常明确而简练地介绍了 自己的 方 法 论 原

�� ,
,

即丛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和系
卜

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 “
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 的 各个 要

熟
�

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坏节
,

几

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
,
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

究复杂的
。

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
,

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

解
,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

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 �
‘

」
一

第二、 他随后以战争的细胞形态
’

“
搏斗

”

盯 和
�

护

整体的 三个基本要素
,

、

即
’

曝力手段
”

为逻辑起点和理想模型
,

从中分析出构成战争
“
政治目的,,� 和 ,� 军事目标

” �
,

从而
,

为揭示战

争整体具有
“
暴力

” 、 “社会政治热和
“军事

”
三个子系统的结构

,

打开了理论大门
。

“
�

第三
,

值得焦意的是打在对战争中
、

“暴力” 子系统的本质属性作单独的考察之前
,

克劳

塞维茨原已巾明
�

战争中的
“
暴力

”
子系统

、 “
社会政治

” 子系统和
“
军事

”
‘

子系统是一个

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整体
,

·

亦即战争中的 嚼力
”

·

子系统事实上是不可 能 脱 离
·

鱿社会政治” 子系统和
“军事今子系统而单独存在的 �

」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

战争暴力的残酷

和破坏性、 战争暴力帅大小
、

洲矛溥度和运行机制等
,

不但 要 受到 �’’军事
” 子 系统 的 限

制�, 、
而且要受到 岑社会政治”

一 第吗
�

飞

但纂 为了抽卑出
子系统的限制吼

�

“

战争哲学,,� ‘ �
即从战争中首先抽象出

�

“
暴力” 子系统的木质

属性
,

并获得一种关于球争
‘

份般情很
�,,

惕力
”
有紧密联荞的

,

�’�� 事严子系统和
的理性知
“
社会政

乏 克劳塞维茨
�

必须从理论上暂时撇开与

是抽象的互施
“

暑力
” 的敌对双方

,

以便碑到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脚于的条件下进行实验
” � ,

〔

亦即开始进行产思想实验
” 。

·

办诸要素气 而把战争仅看作
“
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

子系统中的诸要素
,

识治

第再
,

这种
� 一

色思想实验
”

」

的具体过程是犷以
‘

“
搏斗

”
�

为理想模型
,

通过
“
想象一下两个

罐器拭卖粼蒸笃⋯鬓
样式推论出来的

� 虽然是在现实世界中很难毋翼的雌争形态 � 似乎在
�

‘

阮弄逻辑
”
或做

“
不

可捉媒帅概念游哪 � 少
�

�
�

�但 又 是战 争在
、

味阻力
”
情况下运动必然会出现的战争形态

。

换言之
,

现实世界中的丫切战争
,

如果不是遇到内部 � “
军事

”
、

子系统 �
‘

和外部 � “
社会政

治
”
子系统 � 的

“
阻力

” , 、
本来是完全能够

、

也芫全应该达到这种战争形态的
。

因此
, �
克劳

塞维茨认为
, “

绝对战争
夕乃是战争所固有的本辱属性

、

潜在着的本性或 自然属性 , “绝对

战争,’� 汉可称为战争的
、

“
原女食辉念

” � 或 “
�

乡拜娜念
” � �

他以后总是称
“
绝对战争

”
为

“战

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
” �

、

介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
” � 或

“

战争要素 � 即暴力 � 的自然趋
”

妙
、 “ 纯粹谩辑的倾问

”
」

吵等等�

, 股 ,



总之
,

由于克劳塞维茨在 《战争论》二开始便运用了本质上是
“
思想实验” 的方法

,

矛
排除了多种复杂因素的千扰

,

把战争置于抽象的
·

、

绝对的
、

理想的或纯粹的状态�, 提出战

争在
“
无阻力

”
情况下运动只是一种

“
暴力,, 行为

,

并宜具有
“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
等一

系列木质属性或自然属性的
“
绝对战事

”
学说

。

他之所以提出
“
绝对战争

”
学说

,

是想在建

构战争理论时首先确立一个最抽象
、

最简单的战争概念 , 然后
,

再逐步描述战争概念由抽象
到具体

、

由简单到复杂的深化运动
。,

他所运用的
“思想实验

”
方法

,

也是他在
尹

《战争论》全

书使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丁

, 一
’ 一

“

由于战争现象异常复杂
,

‘

构成战争矛盾整体的要素非常繁多
,

角
“
思想实验 ” 的方法把

战争中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置于简化或纯化的条件下
,

是有助于发现问
‘

题并得出 深 刻 结论

的
。

克劳塞维茨用这种方法在牢事科学史上首次揭露出战争的
“
暴力

”
·

本质和
“
暴力最大限

度的使用
”
等本质属性

,

无论就战争的本体论还是就方法论而氰 都是州个重大突破
,

是值

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

例如
,

仅从拿破仑战争时代军又来
,

总的来说
,

‘

暴烈性在战争发展过程中

趋向
“
极限

” 的倾向 �战争的暴方程度日益强大
、

军事目标日益坚决
、

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日

益缩短
、

战争运行的必然性日益增多毛战争事件的内部联系日益紧密等等� 不是巴被战争实

践所证明了吗 � 关于现代战争的暴烈性问
一

题不是越来越受到科学家和政治家们的重视
,

‘

值得

我们做多方面的思考吗 � 二 价
’

一
’ ·

�

、
一

、
’

一 ‘
一

狱

诚然
,

对于克劳塞维茨运用
“思想实验 ,,� 的方法提出的

“
绝对战争” 学说扩

‘

在学术界长

期存在着合见分歧
。

例如
,

苏联学者米尔施泰因使指责克劳塞维茨是个黑格尔式的
·

‘

“
唯心主

义者
” ,

其理由是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时丧有从
“具体现实

” 的感性战争出发
,

而仅从 ,’绝

对战争
” 的抽象概念出发

, “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类似
,

他提出了绝对的
,

即脱离具体现卖
的理想的战争概念” � 等等

。 ’

其熟 这种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

作为黑格尔的向时代火
,

克劳

塞维茨不可能木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 但现有资料证明
,

克劳塞维茨在建构战争理论时只

是着重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
,

并且尽可能地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基础之上�
。

如果仅就克劳塞维茨建构战争理论时首先确立一个最抽象的 “绝对战争” 概

念
,

于是便把他说成是个
“
唯心主义者丫

,

那么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

因为当军事科学真正进

入理论思维的说明以后
,

一

是不应该从
“

具体现实,,� 的感性战争出发的 ‘ 马克思曾经指出
,

在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任何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时
, 。

决不能从
“
一个浑沌的关于

整体的表象
”
出发

,

必须音先
‘

“
从表象中的其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

,
‘

直到我达到一些最

简单的规定
” �

、

“
具体之所以具体

,

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茹因而是多样性的
’

统一 颐 ,
‘,

“只有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呀 才能使

丁“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

�

体时再

现
” 。

所以
,

马克思又指出
� ‘

“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

从现实的前提开始��
·

⋯似乎是正确的
。

但是
,

更仔细地考察起来
,

这是错误的
。

,, � 由此可见
,

克劳塞维茨在建构战争理论时音先
确
扮

个最抽象的 “‘绝对战争
”

‘

概念
,

’

是特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要求的
。

再着扩拖
木人又不曾把 “绝对战争

”
学说凝固化

,

更不曾
‘

把
·

吨对战争
”
碗成是现实世界中一切战争

的本源
,

怎么能够说他是个黑
妙

式的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
, “

绝对战争
”

演的产物 ,,
。

克劳塞维茨明确地说过
�

“
唯心主义者” 呢 �

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
。

维
,

而且需要运用生动的形象思堆
,

只

并不象某些研究所断言的那样
,

是所请
“
兰纯速辑推

“
我们的恕想并不是从抽象研究币得来的

,

而是从整

画任何一手价‘
。

思想实验
”
不夜需要运角抽象的逻辑思

、

二 ��

即雳要县备同宵观事物有关的经验条脚
� 「

克劳粤维
�

�

资
·

�
一

�

几
� 一

� �



“
思想实验 , 方法提出的

的
。

马克思在谈到
“

最一

的
“

争对战争
” 学说‘

般的抽象” 之来源时说

实际土是以他亲身经厉的拿破仑战争为原型
� “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 ,

兹�羚撼能蒸熟鬓�蒸级�本文下面还要作具体论证少
,

所以
,

正是在拿破仑战争这个战争
“
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

地方 ,,

介籽梅录出战睁最抽象的二舫质衬况马
‘

供大量的证据说吗
�

他恰恰是从拿破仑战争市抽象出
克劳塞维茨木人在 《战争论》中已经提

量的征钾说终
�

�

孵怡
是从拿破仑终争巾抽象出 介维对战争

” 概含的‘例如
‘
他说

�
·

一

‘

唯革命战争中,, ‘
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

,
,

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力

量的碑度飞我们
一

涌这翠力红自然坪律
”

外
‘

一
’

“
�

一俨
‘

正是 �� � �年的
、

·

��� 吓年的和始。�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
’

战局
,

才使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
·

坏办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

。 卜

画
’ 。

众湘
知 � 恩格斯曾绷

‘

。军叭众冬性
”

协
�

�
,

了
、

“军队本身的运动性乡
、 二 “

进攻工具的大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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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副教授,

注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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