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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被誉为近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的高峰。
作者认为国力，包括人，地，物产之生殖力，机械之运动力，及至重要之政治力。
书中明确提出了之间的全面战争只能是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才是当时的中国对抗日本的正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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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百里，(1882-1938)，原名蒋方震，字百里。
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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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才家，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
齐下的办法。
在德国，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
他第一天即位，就开库济民。
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中欧当时完
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容易感受。
）在中欧诸邦君间，能懂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
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
而且佣的是外邦兵。
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军队到有八万多。
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就没人种田，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
　　因为佣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外打进”的教育法（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
为求仁之目）——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以浸润之，至于心志和同。
军事有了办法，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
传说他想种桑，种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
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对俄、法、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
去。
佛兰克于此，特别注意说：“你要知道，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虽则现在全变了，但是他还留下
一件真正法宝，为德国复兴的基础。
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与组织）的遗传。
有了这个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
”当时君民较亲，官吏中饱之弊，肃清较易。
不过他能将此精神，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所以不至于人亡政息，而能遗传下
来。
　　英雄的遗产，是不容易继承的。
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
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
法国革命了，拿破仑出来了，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到处打胜仗。
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
因为拿破仑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叫做“内心发展”。
只须有爱国心，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个个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戴，军礼不必整齐，
他的精神，恰恰同普军相反。
不是“外打进”，却是“里向外”。
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
　　既然要多，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
所以在也纳吃了大败仗以后，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
拿破仑看不起轮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
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
竟是如虎添翼。
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
两个月到了巴黎。
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
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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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澈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
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
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
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
（此文我于民国五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奉璧，所以
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
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
）后来又有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
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
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
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
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
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罚的（赔钱）。
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
那里知道封锁政策成功，有了现金，还是买不了东西。
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是如何谬误。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防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