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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與現代總體戰   
 

        一、前    言 
 

孫子一書，亦稱孫子兵法，全書十三篇，共六千餘言，其內容要旨：在講明政

略與戰略之關係，軍人精神之重要，統帥之價值與戰略上攻守、分合、動靜、進退、

遠近、緩急、奇正、虛實之道，以及天時地利之宜，情報間諜之用，言簡意賅，妙

用無窮，在中國許多兵書中，實為兵法之正宗，也可以說是中國兵學之鴻寶，歷代

兵家無不奉為圭臬的。 

 

    孫子兵法在美英法德日諸國均有譯本，他們各國的軍官都喜歡加以研究，即世

界馳名的將帥如亞歷山大，拿破崙，菲特烈，毛奇等所常用之戰法，和全球讚譽的

兵學家如克勞塞維慈、福煦、魯登道夫等所倡導之戰爭理論，均多少參用了孫子兵

法的精義。因是，世界各國之兵學家，亦皆認為孫子兵法是最高深最完美的兵書之

一。 

 

    我們知道，孫子時代，其戰爭的型態，是兵對兵，將對將，戰爭的工具是戈矛

與弓弩，二十世紀的今天，戰爭的型態是物力、人力併用的總體戰，戰爭的工具是

原子武器。雖然時隔二千餘年，戰爭型態和兵器迥然與過去不同，而孫子兵法的原

理原則卻依然能普遍而永恒地適用於戰爭指導。唯其有這樣普遍而永恒的適用性，

所以在空間方面它深得各國兵家的推崇，而能風行全世界；在時間方面它切合每一

個時代戰爭的要求，而能永垂不朽。 

 

    現在我不擬對孫子兵法作全盤的闡釋，僅就其與現代總體戰有關諸要義略加探

討： 

 

    二、總體戰以思想為中心 
 

所謂總體戰，即是戰爭雙方整個國力的對比，舉凡軍事、政治、經濟、教育、

文化都需要在國家決策之下從事作戰，以爭取勝利，而貫澈國是。孫子曰：「兵者，

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個兵字不是指狹義的兵種、兵

器、兵備等而言，應作廣義的解釋，是指一切國防措施而言，即含有總體戰的意義。

所以他接著說：「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

四曰將，五曰法。」這就是總體戰所包括的五個綱目。他又加以分析說：「道者，

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

官道、主用也。」這個「道」就是指思想、文化、謀略等而言，依蔣總統的解釋就

是主義，更為允當。「天」是指時代背景與季候氣象而言，「地」是指地理環境、

交通狀況、經濟措施而言，「將」是指將才培養，士兵訓練，人力動員而言。「法」

是指軍隊編制，社會組織，國家的制度和紀綱而言。上面所列各項，完全是現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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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戰的內容。他之以道為五個綱目之首，是特別注重于思想的戰爭。這種思想戰又

包括心理戰宣傳戰等，在現代戰爭中，尤其表現得很顯明。 

 

人類知識隨時代而增進，政治慾望亦因以提高，每個人差不多都有他的政治理

想和要求，因是現代的戰爭實以思想戰為中心。以思想鞏固自己的堡壘，以思想瓦

解敵人的陣容。國父（孫中山）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由思想而生信仰，由信

仰而生力量。」國父看清了思想足以主宰一切，于是他便手創三民主義以為革命戰

爭及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辛亥革命成功之迅速，實得力于當時新思想的宣傳，也

可以說是思想戰的成功。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義之武力，不可謂不強，然而民主

國家儘量以廣播及文字向德義民衆宣傳民主自由思想，畢竟戰勝了人民所憎惡的獨

裁政治。蘇俄是善于利用思想戰的國家，以共產主義為思想戰的武器，在全世界有

形無形地展開思想戰，過去三十餘年來，都很有成效。近年更加緊進行，企圖腐蝕

自由世界的人心，搖動民主集團的反共意志，其勢非達到征服整個世界不止。 

 

今日民主國家如不深切體認思想戰的重要性，謀求有效的對策，則雖有堅甲利

兵，亦將失其效用。梁武帝嘗謂：「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

兵戰次之。」洵為千古不易之理。而孫子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又曰：「上

下同欲者勝。」這在今日來說，就是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或一個同盟的國際集團，

必須上下左右，同心同德，有統一健全的思想，有整齊協調的步伐，以對抗敵人的

思想戰及任何方式的戰法，然後方能立于不敗之地，也方能戰勝敵人，這是進行總

體戰首先要注意的。 

 

    三、總體戰以政治經濟為基礎 
 

    政略為戰略的張本，政治經濟為今日總體戰的基礎。一國政治修明，經濟繁榮，

國力自然充沛，再配合適當的武力，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庶不致有失敗或覆亡

之虞。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曰：「凡用兵

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

兵，善之善者也。」這都是指以政治力量而收到戰勝敵人之功。在中國歷史上如管

仲之相齊桓公而稱霸諸侯，孔明之佐劉先主而三分天下，以及張居正之綏靖邊患，

曾國藩之平定洪楊，無不以修明政治為先。尤其最顯明的例子，如楚漢之爭，高祖

入關，盡收秦之典籍，悉除秦之苛法，貨財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項羽一入咸陽，

則盡燬秦之宮室，坑殺秦之子弟，在這種仁政與暴政的對比之下，項羽雖為蓋世英

雄，又焉得不敗於高祖之手呢？ 

 

    就經濟與戰爭的關係來說，孫子有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

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

後十萬之師舉矣。」這是說明，凡用兵之際，裝備、糧餉、器材、車輛所需至鉅，

不能不先有所準備。同時戰爭與國民經濟也息息相關，如果國民經濟力量薄弱，不

能負擔戰爭的供需，則戰爭可使國民經濟為之破產，無法支特長期的戰爭。孫子有

云：「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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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箕稈一石，當吾二十石。」這裏

所謂「役不再籍」，是說在戰時仍須保有適當人力從事生產，不要過度延長兵役時

間，所謂「糧不三載」是要不過傷民財，妨害國民的經濟，所謂「因糧於敵」，是

要就戰地取用糧食，也就是說關於佔領區敵人物資，要儘量設法使其保全，善為接

收，為我運用。上面這些道理，在現代戰爭中是很切實用的。 

 

    孫子認為戰爭必須依存於經濟條件，這正是中國傳統的足食足兵政策。如秦國

廢除井田制，首創土地改革，使平民享有地權，為經濟史上開一新紀元，因以奠定

富強之基。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能湔雪會稽之恥，便是經濟作戰的明

效。光武中興，令寇恂守河內（今河南省北部）有同於漢高祖委蕭何守關中，以之

掌理財政經濟，而能兵實糧足，供應無缺，使建國大業，終抵於成。反之，如宋代

王安石之變法，其主要措施，一面在積極訓練新兵，以加強軍備，一面在整理地籍，

以繁榮國民經濟，他的新政，很顯然的是側重經濟與軍事，可謂洽中時弊，但因受

阻於當時一般迂腐之臣，未能貫澈其主張，發揮其功效，卒使宋朝積弱不振，國祚

以斬。他如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之失敗，亦因糧食缺乏，國民經濟崩潰，致

其作戰無法支持，今日因科學之進步，武器之新奇，已成為大量的消耗戰，故凡進

行一種戰爭，其有賴於國家經濟力之雄厚，更不用說了。 

 

    四、現代戰爭以迅速主動為上策 
 
在現代總體戰中，戰有多種，卻仍然是以武力戰為其主體的，孫子雖亦主張不

戰而屈人之兵，但于不得已而用兵時，則以速戰速決為尚。孫子兵法作戰篇有云：

「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

屈力嬋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靚巧之

久也。」又云:「兵貴勝，不貴久。」軍爭篇有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

掠如火，不動如山。」可見孫子的作戰原則，是極端主張迅速的。同時，他認為當

戰闘實施時，必須立於主動地位，隨時掌握戰場的支配權，陷敵於被動地位，使敵

人處處追隨於我，唯我之意圖是從。如虛實篇有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

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

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又云:「我欲戰，

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劃地而守之，敵不

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専而敵分；我専為一，敵分為十，

是以十攻其一也。」這些都是說明把握主動的重要。蔣（介石）總統在「重建革命

基本組織，策進反攻革命運動」一文中指出：軍隊作戰制勝之道，為集中、迅速、

主動、攻勢諸端，又特別引用孫子所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一語以訓示將

校，對孫子兵法中主動、迅速的原則，可謂推崇備至。今日戰爭隨時代一天一天地

躍進，已由鈾原子時代，進入氫原子階段，氫彈之破壞力較昔日落於日本的兩顆原

子彈，又不知超過了若干倍，而人造衛星與自導飛彈，更為一種神奇的創造，數百

萬人聚集的都市，不難於數小時摧毀殆盡，數千里以外之戰略目標，竟可一撳電鈕

而命中，在這樣的犀利武器競賽中，如果不採取主動和迅速的原則，那簡直是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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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刀俎我為魚肉，其所受禍害是不可以想像的。所以孫子這種採取主動與迎戰速決

的戰法，在今日戰爭中是特別重要而為我們所必須採行的。 

 

    五、結    語 

 

孫子不僅是一個專談理論的兵學家，而且是一個坐言起行的優異將才。當他所

著兵法經吳王闔閭看過後，闔閭召孫子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

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闔閭出宮

女一百八十人交孫子予以組訓，孫子將她們分為二隊，並以王之寵妃二人分任隊

長，不意這些婦女們竟視同兒戲，孫子經過兩次約束，嚴申軍令，她們仍一再嬉笑，

不聽號令。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

之罪也。」卒斬左右兩隊長，雖闔閭亦不能救。闔閭因之知孫子善用兵，卒命他為

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則壓制了齊晉，孫子之名從此大顯于諸侯。故一個卓越的

將領，除必須有正確的思想，崇高的氣節，恢宏的度量之外，最重要的，還必須具

有高深的學問。矧今日總體戰時代，哲學、兵學、科學等尤均為現代軍人所必修之

學科，我們研究孫子兵法，不可不效法孫子，以勤求必要的學問，更不可不效法他

這種坐言起行的精神，以克盡我們革命軍人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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