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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的「柔道」 
 

孫子的哲理淵源於老子，故老子的柔道亦為孫子所宗，雖說孫子沒有明顯地提

出「柔」的兵法，僅於九地篇說過：「剛柔皆得，地之理也。」但始計篇說：「兵

者，詭道也」，所謂「詭道」應是柔道。跟著說：「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

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這不是柔道嗎？謀攻篇說：「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這是以柔道為上的。軍爭篇說：「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

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

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才陣，此治變者也。」九變篇又說:「途有所

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這也可以說是柔道。孫子係以柔

制剛而勝為上，以剛制剛而勝次之，如謀攻篇說:「……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

城之法，為不得已；」但他卻不是唯柔主義者，亦主剛柔並用，如九地篇說：「故

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柔），併力一向，千里殺將（剛），是謂巧能成事。」

又說：「始如處女（柔），敵人開戶；後如脫兔（剛），敵不及拒。」這是孫子比

老子為進一步之處。 

 

    過去我們抗戰的勝利是「柔道」的表現，今日我們保衛臺灣，徐圖反攻，也是

合乎「柔」的道理。一九五○年麥克阿瑟元帥從北韓的大撤退也是柔的處置。 

 

    知剛不知柔，非兵法家，能柔能剛始是最偉大的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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