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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现代总体战 
 
          一、前言 
 
 孙子一书，亦称孙子兵法，全书十三篇，共六千余言，其内容要旨：在讲明

政略与战略之关系，军人精神之重要，统帅之价值与战略上攻守、分合、动静、进

退、远近、缓急、奇正、虚实之道，以及天时地利之宜，情报间谍之用，言简意赅，

妙用无穷，在中国许多兵书中，实为兵法之正宗，也可以说是中国兵学之鸿宝，历

代兵家无不奉为圭臬的。  
 
     孙子兵法在美英法德日诸国均有译本，他们各国的军官都喜欢加以研究，即

世界驰名的将帅如亚历山大，拿破仑，菲特烈，毛奇等所常用之战法，和全球赞誉

的兵学家如克劳塞维慈、福煦、鲁登道夫等所倡导之战争理论，均多少参用了孙子

兵法的精义。因是，世界各国之兵学家，亦皆认为孙子兵法是最高深最完美的兵书

之一。  
 
     我们知道，孙子时代，其战争的型态，是兵对兵，将对将，战争的工具是戈

矛与弓弩，二十世纪的今天，战争的型态是物力、人力并用的总体战，战争的工具

是原子武器。虽然时隔二千余年，战争型态和兵器迥然与过去不同，而孙子兵法的

原理原则却依然能普遍而永恒地适用于战争指导。唯其有这样普遍而永恒的适用

性，所以在空间方面它深得各国兵家的推崇，而能风行全世界；在时间方面它切合

每一个时代战争的要求，而能永垂不朽。  
 
     现在我不拟对孙子兵法作全盘的阐释，仅就其与现代总体战有关诸要义略加

探讨：  
 
      二、总体战以思想为中心 
 
 所谓总体战，即是战争双方整个国力的对比，举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

文化都需要在国家决策之下从事作战，以争取胜利，而贯澈国是。孙子曰：「兵者，

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兵字不是指狭义的兵种、兵

器、兵备等而言，应作广义的解释，是指一切国防措施而言，即含有总体战的意义。

所以他接着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

四曰将，五曰法。」这就是总体战所包括的五个纲目。他又加以分析说：「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

官道、主用也。」这个「道」就是指思想、文化、谋略等而言，依蒋总统的解释就

是主义，更为允当。 「天」是指时代背景与季候气象而言，「地」是指地理环境、

交通状况、经济措施而言，「将」是指将才培养，士兵训练，人力动员而言。 「法」

是指军队编制，社会组织，国家的制度和纪纲而言。上面所列各项，完全是现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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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战的内容。他之以道为五个纲目之首，是特别注重于思想的战争。这种思想战又

包括心理战宣传战等，在现代战争中，尤其表现得很显明。  
 
 人类知识随时代而增进，政治欲望亦因以提高，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他的政治

理想和要求，因是现代的战争实以思想战为中心。以思想巩固自己的堡垒，以思想

瓦解敌人的阵容。国父（孙中山）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由思想而生信仰，由

信仰而生力量。」国父看清了思想足以主宰一切，于是他便手创三民主义以为革命

战争及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辛亥革命成功之迅速，实得力于当时新思想的宣传，

也可以说是思想战的成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义之武力，不可谓不强，然而民

主国家尽量以广播及文字向德义民众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毕竟战胜了人民所憎恶的

独裁政治。苏俄是善于利用思想战的国家，以共产主义为思想战的武器，在全世界

有形无形地展开思想战，过去三十余年来，都很有成效。近年更加紧进行，企图腐

蚀自由世界的人心，摇动民主集团的反共意志，其势非达到征服整个世界不止。  
 
 今日民主国家如不深切体认思想战的重要性，谋求有效的对策，则虽有坚甲

利兵，亦将失其效用。梁武帝尝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

兵战次之。」洵为千古不易之理。而孙子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又曰：「上

下同欲者胜。」这在今日来说，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的国际集团，

必须上下左右，同心同德，有统一健全的思想，有整齐协调的步伐，以对抗敌人的

思想战及任何方式的战法，然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方能战胜敌人，这是进行总

体战首先要注意的。  
 
      三、总体战以政治经济为基础 
 
     政略为战略的张本，政治经济为今日总体战的基础。一国政治修明，经济繁

荣，国力自然充沛，再配合适当的武力，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庶不致有失败或

覆亡之虞。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曰：「凡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又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

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都是指以政治力量而收到战胜敌人之功。在中国历史上

如管仲之相齐桓公而称霸诸侯，孔明之佐刘先主而三分天下，以及张居正之绥靖边

患，曾国藩之平定洪杨，无不以修明政治为先。尤其最显明的例子，如楚汉之争，

高祖入关，尽收秦之典籍，悉除秦之苛法，货财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而项羽一入

咸阳，则尽毁秦之宫室，坑杀秦之子弟，在这种仁政与暴政的对比之下，项羽虽为

盖世英雄，又焉得不败于高祖之手呢？  
 
     就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来说，孙子有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

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

后十万之师举矣。」这是说明，凡用兵之际，装备、粮饷、器材、车辆所需至巨，

不能不先有所准备。同时战争与国民经济也息息相关，如果国民经济力量薄弱，不

能负担战争的供需，则战争可使国民经济为之破产，无法支特长期的战争。孙子有

云：「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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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箕秆一石，当吾二十石。」这里

所谓「役不再籍」，是说在战时仍须保有适当人力从事生产，不要过度延长兵役时

间，所谓「粮不三载」是要不过伤民财，妨害国民的经济，所谓「因粮于敌」，是

要就战地取用粮食，也就是说关于占领区敌人物资，要尽量设法使其保全，善为接

收，为我运用。上面这些道理，在现代战争中是很切实用的。  
 
     孙子认为战争必须依存于经济条件，这正是中国传统的足食足兵政策。如秦

国废除井田制，首创土地改革，使平民享有地权，为经济史上开一新纪元，因以奠

定富强之基。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卒能湔雪会稽之耻，便是经济作战的

明效。光武中兴，令寇恂守河内（今河南省北部）有同于汉高祖委萧何守关中，以

之掌理财政经济，而能兵实粮足，供应无缺，使建国大业，终抵于成。反之，如宋

代王安石之变法，其主要措施，一面在积极训练新兵，以加强军备，一面在整理地

籍，以繁荣国民经济，他的新政，很显然的是侧重经济与军事，可谓洽中时弊，但

因受阻于当时一般迂腐之臣，未能贯澈其主张，发挥其功效，卒使宋朝积弱不振，

国祚以斩。他如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之失败，亦因粮食缺乏，国民经济崩溃，

致其作战无法支持，今日因科学之进步，武器之新奇，已成为大量的消耗战，故凡

进行一种战争，其有赖于国家经济力之雄厚，更不用说了。  
 
      四、现代战争以迅速主动为上策 
 
 在现代总体战中，战有多种，却仍然是以武力战为其主体的，孙子虽亦主张

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于不得已而用兵时，则以速战速决为尚。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云：

「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

屈力婵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靓巧之

久也。」又云:「兵贵胜，不贵久。」军争篇有云：「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

如火，不动如山。」可见孙子的作战原则，是极端主张迅速的。同时，他认为当战

闘实施时，必须立于主动地位，随时掌握战场的支配权，陷敌于被动地位，使敌人

处处追随于我，唯我之意图是从。如虚实篇有云：「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

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

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又云:「我欲战，敌虽

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划地而守之，敌不得与

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専而敌分；我専为一，敌分为十，是

以十攻其一也。」这些都是说明把握主动的重要。蒋（介石）总统在「重建革命基

本组织，策进反攻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军队作战制胜之道，为集中、迅速、主

动、攻势诸端，又特别引用孙子所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一语以训示将校，

对孙子兵法中主动、迅速的原则，可谓推崇备至。今日战争随时代一天一天地跃进，

已由铀原子时代，进入氢原子阶段，氢弹之破坏力较昔日落于日本的两颗原子弹，

又不知超过了若干倍，而人造卫星与自导飞弹，更为一种神奇的创造，数百万人聚

集的都市，不难于数小时摧毁殆尽，数千里以外之战略目标，竟可一揿电钮而命中，

在这样的犀利武器竞赛中，如果不采取主动和迅速的原则，那简直是让人为刀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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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鱼肉，其所受祸害是不可以想像的。所以孙子这种采取主动与迎战速决的战法，

在今日战争中是特别重要而为我们所必须采行的。  
 
      五、结语 
 
 孙子不仅是一个专谈理论的兵学家，而且是一个坐言起行的优异将才。当他

所著兵法经吴王阖闾看过后，阖闾召孙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

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阖闾出宫

女一百八十人交孙子予以组训，孙子将她们分为二队，并以王之宠妃二人分任队长，

不意这些妇女们竟视同儿戏，孙子经过两次约束，严申军令，她们仍一再嬉笑，不

听号令。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卒斩左右两队长，虽阖闾亦不能救。阖闾因之知孙子善用兵，卒命他为将，

西破强楚，入郢，北则压制了齐晋，孙子之名从此大显于诸侯。故一个卓越的将领，

除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崇高的气节，恢宏的度量之外，最重要的，还必须具有高深

的学问。矧今日总体战时代，哲学、兵学、科学等尤均为现代军人所必修之学科，

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不可不效法孙子，以勤求必要的学问，更不可不效法他这种坐

言起行的精神，以克尽我们革命军人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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