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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的戰術思想      

 

        一、武    裝 
 

人類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類會製造工具，使用工具，去增進社會生

活，而其他的動物卻沒有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本領。從人類開始製造工具那一天

起，世界上的動物就分了家，會製造工具的，過著複雜的進步的上等生活，不會製

造工具的，過著簡單的落伍的下等生活。上等生活，是人類的生活，下等生活，是

禽獸的非人類生活。 

 

    從這裡可以知道，人類之所以能夠戰勝別的動物，征服別的動物，就是因人類

有製造工具使用工具的本領。這種本領，就是人類所獨有的戰術。 

 

    戰爭是人類社會生活當中的一件大事，要生活，就離不開戰爭。會製造工具的

上等動物和不會製造工具的下等動物打仗，結果，會製造工具的戰勝了，不會製造

工具的戰敗了，勝敗的關鍵是「會」與「不會」。可是，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便

不同了。這一群人會製造工具，使用工具；那一群人也會製造工具，使用工具。勝

敗的關鍵，不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好不好」的問題，「多不多」的問題。

人與人的戰爭，雙方都是用武器的，如果人的本領是相同的，誰的武器好，誰就占

上風；如果武器是相同的，誰的武藝好，誰就占上風；如果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武藝

也是相同的，那一邊的人多武器多，那一邊就占上風。「會不會」的問題也有發生

的時候，那便是新武器和新戰術的出現。 

 

    孫子的戰爭觀念是很廣泛的，戰場上的互相砍殺是戰爭，外交上的縱橫捭闔是

戰爭，政治上的釣心闘角也是戰爭。因此，他的戰術思想，範圍也很廣泛。他所提

出的戰術原則，有一部份不僅適用於武力戰，也同樣適用於攻心伐謀的政治戰和外

交戰。他所說的戰爭準備，也不單是武裝軍隊，而是武裝全體國民，武裝整個國家。 

 

人既然是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動物，在戰爭上，戰闘員的智力和體力，精神

力和物質力，都是決定勝負的要素。在實行武力戰的時節，物質的力量是更加重要

的。孫子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他為甚麼不提到

作戰的人呢？因為人只是戰爭的起碼條件，有了人，還得加上大量馳車、革車、盔

甲之類的裝備，還得帶著大批弓、矢、戟、盾、矛、櫓之類的武器，才像一支軍隊，

才能和全副武裝的敵人交戰。在孫子看來，武器和裝備的齊全，實在是作戰的先決

條件。 

 

武器和裝備是戰術的基礎，有甚麼樣的武器和裝備，就有運用這種武裝並使這

種武裝發揮高度效能的戰術。新式武器產生了新型軍隊，新型車隊創造了新式戰

術。軍隊的組織是跟著武裝變的，戰爭的藝術是跟著軍隊的組織變的；換句話說武

器決定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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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    形 

 
除了武裝，決定戰術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地形。有甚麼武裝，就有使用這種武

裝的戰術；在什麼地方打仗，也有最適於這個地方的打法。武器是各式各樣的，地

形是各式各樣的，戰術也是各式各樣的。 

 

孫子特別重視地形對於戰爭的影響，把地利列為國防力量的五大要素之一。他

費了很多工夫去研究軍事地理，在孫子兵法中，幾乎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關於地形

的分析、說明和利用的。 

 

在「地形」篇裡，他以自然地理為基礎，把地形分為六種： 

 

    （一）我可以去，他也可以來的，叫作「通形」。應先佔領高燥朝陽的有利地

帶，使補給線暢通，以便作戰。 

 

（二）去時容易，來時難的，叫作「挂形」。應當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舉

將敵人擊破。如果敵人戒備很嚴，前進打不勝，後退退不回，是很危險的。 

 

    （三）我出去沒有好處，他出去也沒有好處的，叫做「支」形。在這裡敵人引

誘我們，我們千萬不要出來，應當假裝撤退，等敵人出來一半的時候，再打擊他。 

 

    （四）兩邊高，中間凹的，叫做「隘」形。我軍先占領的時候，必須將整個通

道全部控制，阻止敵人前進，若是敵軍先占領了，無隙可乘，就不要前進；有隙可

乘，就開進去佔領幾個據點，再作計議。 

 

    （五）山谿掩映，崎嶇難行的，叫做「險形」。我軍先佔領的時候，必須駐紮

在高燥朝陽的有利地帶，等待敵人；若敵軍先占領了，我軍應當自行撤退，不可仰

攻。 

 

    （六）敵我兩軍離得很遠，而雙方又勢均力敵的，叫做「遠形」。遠形是不利

於進攻的。 

 

在九地篇裡，他又以敵我兩軍與地形相互關係為著眼點，把戰場形勢分為九

種，這種種形勢是可以改變的。 

 

    （一）在本國境內作戰的，叫作「散地」。散地作戰只可採取攻勢，用堅壁清

野的方法消耗敵人，等他們衰弱混亂的時候，再打擊他們。 

 

    （二）侵入敵境尚未深入的，叫作「輕地」。應繼續前進，繼續深入，不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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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三）我得到也有利，敵得到也有利的，叫做「爭地」。取「爭地」不可攻堅

城，必須作迂迴的辦法，避重就輕，兼程並進，趕快到達目的地。 

 

    （四）我也可以去，他也可以來的，叫作「交地」。交通要道，不要封鎖，暗

中設下埋伏，誘敵深入，等到敵軍通過的時候，伏兵四起，出其不意，用奇襲的方

式打敗他。 

 

    （五）和我國是鄰居，和敵人也是鄰居的國家，四通八達的，叫做「衢地」。

衢地必須用外交手腕，和它成立聯合陣線。 

 

（六）深入敵國心臟作戰的，叫做「重地」。在敵國作戰，交通線太長了，物

質的補給很困雖，必須盡量利用敵國的一切資源，實行以戰養戰。 

 

    （七）凡是丘陵、森林、湖沼等難行的地帶，叫作「圯地」。圯地必須趕快通

過，不可停留。 

 

    （八）前進的道路很狹小，後退的道路很彎曲，敵人可以以寡擊眾的，叫作「圍

地」。在圍地作戰，只可智取，不可力攻。 

 

    （九) 趕快打還有勝利的可能，不趕快打就要滅亡的地方，叫作「死地」。死

地必須破釜沈舟，孤注一擲，作殊死戰，殺出一條生路。 

 

    在行軍篇裏，孫子更具體地指出了山地戰、河川戰、湖沼戰、平原戰、森林戰

的戰術原則。 

 

    （一）在山地行軍，宿營地必須靠近谿谷，居高臨下，選擇有水有草物產豐富

的地方。因為軍隊有一種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的特性，所以遇到丘陵和堤防，

必須駐紮在太陽光芒照射到的地方；右面最好靠近高地，取得依託。敵人若在高頭，

不要爬上去仰攻，仰攻是很吃虧的。 

 

    （二）在河川地帶行軍，渡過了河，要離河遠一點再宿營。宿營地也要選擇地

勢高燥，容易找到飲水的地方。敵人過河來攻，不要到水裡去迎擊，等他們渡過一

半，還沒有站住腳的時候，就趕快向他們猛烈進攻。即令是求敵作戰，也不可到河

邊去迎接他。敵軍發現我們在這兒嚴陣以待，他們就不肯渡河了。 

 

    （三）潮濕低下的鹽鹼地和沼澤地帶，是荒涼的不毛之地，最不適於居住，大

軍通過這些地方，必須快快地走，不可停留。若是在鹽鹼或沼澤地打仗的話，也要

依水傍草，找林木叢茂的所在構築陣地。有草的地方，水大概是甜的；有樹的地方，

比較乾燥一點，人馬容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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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平原行軍，應駐紮在平平坦坦容易運動的地方，右手最好能靠著高地，

取得依託，免得被敵軍兩面夾攻。如果在平原上能夠找到一個小丘陵似的斜坡，在

斜坡上安營下寨，前低後高，視線廣闊。敵人若從正面仰攻，必很費力；我軍若迎

擊敵人，就佔到居高臨下滾水走石的便利了。 

 

    （五）在森林地帶行軍，有丘陵重疊、草深樹茂、蘆葦叢生、不見天日的地方，

就是敵軍隱匿，敵探躲藏的地方，必須細細地反覆地搜索，嚴密地警戒，以免遭受

敵軍的襲擊。沒有一點兒風，而樹木忽然由遠而近地搖動起來，就是敵人斬荊披棘

來攻的徵候。敵軍周圍草木蒼茂，層巒疊翠，障礙重重的，就是敵人虛張聲勢、肴

亂耳目、掩蔽真象的徵候。鳥本來是低低地慢慢地飛時，忽然高飛起來，就是下面

有伏兵的徵候，山林草木裡面，野獸們忽然狼奔豕突地亂跑亂逃，就是敵軍在草木

掩蔽之下來襲的徵候。遇到了這種情況，必須箭上弦，刀出鞘，準備予來擊者以打

擊，殺他個片甲不留。 

 

孫子說：“地形是軍隊的助手。料敵制勝，計較地形的險阨遠近而支配兵力，

是上將的重大任務。明瞭敵情地形而指揮軍隊作戰的，一定打勝；不明瞭敵情和地

形而指揮軍隊作戰的，一定打敗仗。” 

  

    地形的重要性，和它對於戰略戰術的影響，用不著再說了。 

 

     三、築    城 

 
城堡是農業封建社會的產物，在社會生產技術還停滯在小手工業的階段，築城

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有效辦法。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們，既沒有天然的險要形

勢作為防衛的憑藉，只好用人力去改變地形，挖壕築城，製造險要了。 

 

    築城是國防建設中很重要的一環，孫子的戰術思想雖然在偏重攻勢作戰那一方

面，他對於防禦的工作，也沒有忽略。防禦工作是攻勢作戰的基礎，要是連防禦的

準備都沒有，就冒昧地向敵人發動攻勢，那是很危險的。孫子說：“歷史上善於作

戰的偉大將帥，都是先努力造成不可勝的形勢，去等待敵人可勝的形勢。不可勝的

形勢，是要自已去創造，去爭取的；可勝的弱點，在敵人那一方面，暴露出來以後，

才能不夫時機地去把握它。”他又說明，“不可勝就取守勢，可勝就取攻勢。所以

取守勢，是因為兵力不足；所以取攻勢，是因為兵力有餘。在兵力不足的時候，最

好是把壕溝挖得深深的，把堡壘築得高高的，謹防強大的敵人來攻。所謂「藏於九

地之下」，意思是把地面下的泥土挖掘出來，築成很高的城堡，人藏在壕溝裡挖出

的泥土所築成的城堡裡防守，就像是藏在很深的地面下一樣，是很安全，很鞏固的。” 

 

    築城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要消耗很多的人力，很多的器材，很多的時間，

如果沒有十分必要的話，誰也不肯做這種冤枉事。因為好逸惡勞，正是人之常情。

然而在作戰的時候，好逸惡勞是不行的。把局勢看得太樂觀了，把敵人的戰闘力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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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得太低了，往往會造成悲慘的結局。孫子曾經向懶惰的、樂觀的、輕敵的將帥們

提出嚴重的警告：“你不要仗恃敵人不會來呀，我們準備好防禦的工事等待著他，

才是最可靠的；你不要仗恃敵人不會向我進攻呀，相信我們自己所做的使敵人認為

不可攻的防禦工事罷！” 

 

    孫子不但注重平時的築城，而且注重戰時的築城。城堡是人民和軍隊的甲殼，

只要安全受到威脅，隨時隨地都可以建築的。 

 

    有一次，吳王問孫子說: “我若是率領大軍深入重地，越過的城市很多，補給

線被斷絕了。想回去又回不去，想就地徵集糧草，保全實力，怎麼辦呢？“ 孫子

說：”在敵國腹地作戰，士兵們必然很勇敢，不怕死，後方運輸線不通的時節，就

要實行就地徵發的辦法，以供給軍隊的需要。部下得到糧食布疋，一律繳給長官，

繳得多的有賞，這樣士兵就不想家了。若想歸還出險的話，必須嚴加戒備，挖深溝，

築高壘，表示出準備久守的樣子，另一方面，卻暗暗地把交通道上的障礙掃除了，

然後駕著輕快的戰車在道上飛馳，把塵埃揚起來，遮蔽敵人的視線，並且故意遺棄

一些牛馬引誘敵人，敵人若是出來跟蹤追擊，就秘密地設下伏兵，約定日期，內外

夾攻，敵人的失敗，老早就未卜先知了。“ 

 

吳王又問孫子道：“假使我們的隊伍侵入敵境，敵人強大的兵力蜂湧而至，將

我們重重疊疊地包圍起來，想突圍而出，四面又阻塞得水洩不通，要想激勵全體將

士們，使他們拼命突圈，怎麼辦呢？“ 孫子說：”深溝高壘，表示準備死守，不

要慌張，不要亂動，把我們的能力掩蔽得好好地。然後告訴全體將士們，使他們曉

得突圍是萬不得已的辦法。於是把牛殺了，把車破開當柴燒了，使將士們飽餐一頓，

剩下的糧食一齊燒光。接著把井填了，把爐灶平了，把頭髮剪了，把帽子拋了，把

活著的念頭根本打消。將帥是沒有別的計策了，士兵們只有下最大的決心，和敵人

死拼。於是大家磨刀的磨刀，整甲的整甲，或者集中力量突破一點，或者同時猛樸

敵軍的兩翼，戰鼓冬冬，殺聲震天，嚇得敵人喪膽落魄，手忙腳亂，張皇失措。然

後分出一支精銳的隊伍，趕快抄襲他們的後路。這叫作死中求生。所以說，被敵人

圍困而不想方法的，必定無路可走，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而不拼死作戰的，必定陷

於滅亡。“ 

 

    從上面這兩段話裡，我們可以知道孫子在戰地築城的妙用，並不是等著挨打，

而是欺騙敵人，以出其不意的手段，挽救被敵人殲滅的命運，並且以寡擊衆，使戰

爭轉敗為勝。 

 

    孫子深知道築城的好處，也深知攻城的害處。他說：“攻堅固的城會使兵力衰

竭的。”因此，他不主張採取硬碰硬的手段攻城，他認為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策。

在「謀攻」篇裡，他說明攻城的辦法，“整備櫓楯、轒轀和其他攻城所必需器械，

就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堆成攻城或觀測用的名為「距堙」的土山，又需要三個月的

時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動於九天之上」了。如果將帥們覺得這種堆山攻城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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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笨，憑一時血氣之勇，令士兵們前仆後繼地像螞蟻一股往上爬，死傷三分之一還

攻不下來，這才是硬攻的災害呢。” 

 

攻城既然有這樣大的災害，孫子受了這種災害的壓迫，便想逃避攻城這一重難

關。於時產生了一種不戰而勝不攻而克的理想，他以為精通戰爭藝術的將帥，一定

得有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久戰而毀人之國的本領，不然，他就不

算是卓越的將帥。 

 

然而攻城問題是不是就這樣籠籠統統含含混混地解決了呢？在「九變」篇裡，

孫子比較具體地提到了攻城問題，只說了一句「城有所不攻」，從這句話可以看出

孫子並沒推翻攻城的原則，不過拋棄了一部分不必要進攻的城罷了。在「虛實」篇

裏，他更進一步地說明，攻必取的城，正是敵人沒有設防的城市，或者說，我們進

攻的地點，正是敵人防禦力量最弱的地點。在這種條件之下，才能做到「攻而必取」，

但問題還不是「不攻而取」。後面又補充了一句，說是善於進攻的，敵人不知道在

那裡防守；善於防守的，敵人不如道在那裡進攻。攻的一方在千方百計地發現敵人

的弱點，而防守的一方又在千方百計地掩蓋自己的弱點。如果棋逢敵手，要做到攻

而必取的希望都是很渺茫的。 

 

比較深刻一點的思想，倒是聲東擊西，在另一要點發動牽制攻勢。孫子說:“我

軍打算求敵決戰，敵人雖然高壘深溝，也不能不與我軍交戰，因為我軍所進攻的地

點，是敵人不能不救的要害啊！“顧彼失此，當敵人轉移兵力去保衛另一個致命傷

的時候，遺留下來的高壘深溝，便可以乘虛而入了。 

 

孫子的戰術思想是相對的，是有條件的。攻而必取的條件是「敵所不守」，守

而必固的條件是「敵所不攻」；優秀的將帥，必須碰到飯桶，才能不攻而取，不戰

而勝。 

 

    四、教    育 
 

高明的戰術家，必須是精通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種學問的博士。他首先

得認識時代，洞悉世界大勢。他預見到一個國家在歷史的進程中將要碰到什麼樣的

敵人，預見到將要在什麼地點和這個敵人發生戰爭，並且預見到戰爭的性質和他的

前因後果。拿這些正確的遠見作基礎，戰術家的腦子裡便產生應付國家未來的災難

的方法，產生了一種足以轉禍為福的戰術思想。 

 

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特定的敵人，向國家要求組織一支使用特定武裝的

軍隊，而武裝的種類和樣式，又受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人類所夢想的各種新奇的

武器，往往使製造武器的軍事技術家們束手無策。戰術家無可奈何，不能不跟在軍

事技術家的後面跑。 

 

    戰術是使用戰闘力於戰場的戰爭藝術。戰闘力的發生和大小，又是由軍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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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和軍隊使用武裝的技術來決定的。怎樣使普通人民成為士兵，使士兵成為熟練的

戰闘員，使各級軍官成為優秀的戰爭領導者？只有教育才能完満地解決這個問題。 

 

    孫子認為戰闘力的根源，就是使人民和政府意識相同的「道」。要想使人民和

政府的意識相同，思想一致，非從教育入手不可。教育應當使人民知道國家是可愛

的，敵人是可恨的，並激動人民愛護祖國，仇視敵人的情緒，使他們知道誰是國家

民族的敵人，然後人民才能團結一致接受政府的領導，服從政府的命令。如果不先

把人民的頭腦武裝起來，要使人民熱烈地參加軍事組織，勇敢地和敵人拼命作戰．

是不可能的。 

 

    教育使人民相信政府，擁護政府，團結在政府的周圍，政府的法令才行得通。

政府的法令行得通，然後才能更進一步實行軍事教育。所以孫子說：“政府法令平

時能夠雷厲風行去教育民眾，民眾自然會服從政府的法令；政府法令平時就行不

通，而去教育民衆，民眾就不會服從了。“  他並且說明平時令出必行的條件，是

「與眾相得」，這個「相得」，是互相需要的意思，政府需要訓練民眾，民眾也需

要受政府所施行的訓練，工作一定是一往順利，事半功倍。 

 

    孫子認為教育的實施是有次序有步驟的，軍事訓練必須與政治訓練並重，軍事

訓練應當由政治訓練著手。談理論的不可忘記了實踐，講實踐的也不可忽略了理

論。理論離開了實踐，就成為無用的空談，實踐離開了理論，就成為盲目的行動。

政治與軍事互相滲透，理論與實踐密切配合，才能發出不可戰勝的力量，孫子說: 「令

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便是這種教育精神的表現。 

 

普通的士兵，只要有強壯的體魄，強烈的感情，強健的意志，善於使用武器，

服從長官的命令也就夠了。中下級軍官們除了具備士兵的能力以外，還需要學習駕

駛戰車，使用笨重武器的技術，和帶兵的方法，他們甚至還需學習一些粗淺的戰爭

理論和基本戰略戰術，至於將帥，不但軍事統率，戰略戰術，和大戰學理，樣樣都

必須精通，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等部門的學問，也不能不下工夫研究。因為統兵

的元帥是「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的，所以孫子講到普通的戰闘兵，便問他們的戰

闘力強不強；講到軍官佐，便問他們的技術熟練不熟練；講到將帥，便問他們是不

具有能。普通戰闘兵的武器是輕兵器，軍官佐的武器是重兵器和士兵，而將帥的武

器卻是組織龐大的軍隊，沒有豐富的智識，銳利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周密的 

思想，堅強的意志和統御的能力，是不能勝任的。 

 

仁愛是孫子軍隊教育的出發點，祗有仁愛才能造成全軍上下心理上的團結，一

支團結得像鐵石一樣堅固的軍隊，一定能夠以寡擊衆，以弱敵強。孫子以為將帥看

待他們軍隊像父母看待嬰兒一樣，他們的軍隊就可以和他們一齊去冒險犯難；將帥

看侍他們的軍隊像父母看待愛子一樣，他們的軍隊就可以和他們同生共死。全軍上

下，能夠同生死，共患難，便不愁打不勝了。 

 

    不可戰勝的軍隊，一方面需要心理上的精誠團結，一方面需要有鐵的紀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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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說:“愛護部下而不能約束部下，厚待部下而不能指揮部下，亂七八糟而不能加

以組織，好像嬌生慣養的兒子一樣，這種隊伍是不能用的。“ 他又說：”士兵們

還沒有對長官發生好感和信仰的時候，就去懲罰他們，他們是不會心悅誠服的，不

心悅誠服就難得指揮他們作戰。如果士兵們對長官已經發生了好感和信仰，應當執

行懲罰而不執行，這種隊伍是不能用的。“  精神訓練的目的是造成全軍心理上的

統一，軍事訓練的目的是造成全軍行動上的統一，在理論上既然知道應該怎樣做，

在行動上就必須切切實實地表現出來。沒有表現或表現得不夠是應當用懲罰的手段

去鞭策他，使他跟上隊伍。如果把軍隊比作一列火車，紀律就是軌道，假使有一個

輪出了軌道，整列的車就會翻倒的。 

 

軍隊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孫子所說的「齊勇若一」，大家要行動一齊行動，要

休息一齊休息，雖然一支軍隊是成千成萬各色各樣的人組織而成的，可是活動起來

卻像一個人一樣。因為教育已經把每一個士兵和每一個軍官標準化了，並把許多的

士兵和軍官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戰闘體了。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將帥們指

揮這樣的軍隊，好像一位大力士使用他自己的拳頭。 

 

   五、選    將 
 

柏拉圖曾經說過：“蓋房子要請泥水匠，做鞋子要請鞋匠。”打仗是決定國家

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並不能玩把戯，所以應當選將。就是玩把戲，也要請魔術大

家才玩得好。 

 

戰爭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將帥是決定戰爭命運的，孫子說：“懂得用兵的將帥，

是人民生命的操縱者，是國家安危的主宰者，政府必須選擇最有本領的人去幹。

“  又說：”將帥是國家的輔助者，如果輔助得很周到，國家必定強大起來；如果

輔助得處處都是漏洞，國家必定衰弱下去。那有人不希望自己祖國強大起來呢？那

有人甘願使自己祖國衰弱下去以至滅亡呢？“  所以歷史上英明偉大的政治領袖，

都是禮賢下士，求才若渴，生怕蓋房子的不是泥水匠，做鞋子的不是鞋匠，周文王

必恭必敬地把姜太公請到車上，拖回朝中，拜為軍師，稱為尚父；劉備也不辭勞苦，

三顧茅廬，去請諸葛亮出來，輔助他打天下，就是選將的例子。 

 

    不過，古來君主有些以為自己無限遵嚴，以為神聖天縱，喜歡濫用權威。孫子

具體地指出來三件事，說君主足以造成軍隊很大的患害。 

 

    第一，君主不知道軍隊是不可以前進的，硬要他們前進；君主不知道軍隊是不

可以退卻的，硬要他們退卻；這叫做「糜軍。」 

 

    第二，君主不懂得軍事，卻干涉軍事方面的事，於是軍官佐士兵們的信心就喪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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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君主不懂得戰略戰術的運用，也擔任指揮大軍作戰的將帥，軍官佐士兵

們就表示懷疑了。 

 

    俗話說，強將手下無弱兵。因為士兵們相信他們的總司令是打仗的好手，跟著

總司令走必定萬無一失，所以才能絕對服從命令，發揮偉大力量，戰無不勝，如果

士兵們知道他們的總司令是外行，他們自然不相信他的作戰計劃是正確的，自然不

肯跟著總司令去跳火坑，白白地送掉性命。這樣，總司令就令而不行，行而不動，

動而不齊了。到了危險的時候，大家就隨風轉舵，各自逃命了。軍隊既惑且疑的結

果，必定使士氣瓦解，全軍陷於混亂狀態，把勝利送給敵人。 

 

所以孫子說，將帥有才能，而君主又不騎在背上的，才能得到勝利。 

 

作將帥的應當有些什麼才能呢？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智、信、仁、勇、嚴。打仗

是闘力的，可是要使軍隊的戰闘力發揮到最高點，卻處處需要絞腦汗，需要闘智。

知彼如已，知天知地，都是絞腦汁的事情，而龐大的軍隊一舉一動，都因為敵人的

破壞，不能照自已的理想進行，各色各樣真假難辨的情報，也要求將帥運用過人的

智力去判斷。至於大規模的戰爭，當總司令的，如果沒有慧眼，便不能識破戰機，

捕捉戰機，主宰戰局。在有利的時間，有利的地點，以優勢的兵力壓倒敵人。實行

速戰速決，衝鋒陷陣的勇將，並不難得；料敵制勝百不一失的智將，歷史上卻很少

見。將帥必需先有了絕頂的聰明，其它的種種德性，才能圓滿發展。孫子兵法是智

慧的樹所結的果實，不透明的珍珠，是中國的軍事天才所不取的。 

 

軍事行動完全以利害為轉移，有利就幹，沒有利就不幹。所以孫子說：「兵形

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除了利害，絕不應當受別種力量的影響，

而決定軍事行動。一個將領，應當知道「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只知道死守成規而不能隨機應變的人，他所得到的，

往往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勝利。可是勝利不是會自天而降的。有些君主，寧願戰爭失

敗，卻不允許將帥違背他的命令。 

 

孫子說，將帥有五大危險，那五大危險呢？ 

 

第一是「必死可殺」，當將帥的為了表示他對於盟主的忠誠，很容易說出「不

成功，便成仁」的話。其實，將帥是只許「成攻」不許「成仁」的，國家的命運都

操在將帥手裡，當然不能用個人的死去委卸戰敗的責任。將帥一成仁，全軍的生命

和國家的命脈，也就跟著斷送了。 

 

    第二是「必生可虜」。戰爭是一件危險的事，將帥必須冒生命的危險去奪取勝

利，如果貪生怕死，弄不好就會被敵人活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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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忿速可侮」。將帥的頭腦應當冷到冰點以下。萬不能意氣用事，就忘

記「利害」了。 

 

    第四是「簾潔可辱」。廉潔是將帥的美德，可是敵人罵你貪污，你也不要理他。 

 

第五是「愛民可煩」。愛護民衆也是應該的，可是絕不可為一小部分民衆的利

益去犧牲全體民眾的利益。如果敵人用擾害民眾的手段來刺激將帥，使他在不利的

情況之下和敵人決戰，也不能上他的當。 

 

    從這五件事可以知道，作將領的縱使信也有了，仁也有了，勇也有了，嚴也有

了，如果智慧不夠，仍然是一顆不透明的珍珠，賣不到上等價錢。 

 

    良將本來是不多見的，而能夠認織良將的政治領袖更少，所以有了將才，還要

有人來選；選上了，還要有人能用；用了，又要不掣他的肘，牽他的鼻子，使他能

夠獨斷專行，盡量表現他的才能。平時的將領，是不是戰爭的能手，只有到戰時才

見分曉。如果在戰爭中發現將帥能力薄弱，老打敗仗，必須趕快轍換，另請高明，

見得士兵「既惑且疑」，因疑而亂，困亂而崩，戰爭對於將帥的選擇，比君主還要

客觀，還要確實。將帥的選擇，平時要緊，戰時更加要緊，君主如果老不撤換打敗

仗的將帥，敵人就毫不留情地去撤換懦弱無能的君主了。 

 

人是戰爭的主宰，將帥又是人的主宰，孫子開口就說善戰者如何如何，閉口又

說善用兵者怎樣怎樣；既要「明主慮之，良將修之」；又勸「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千言萬語，無非為的「安國全軍」，取得賤價的勝利啊！ 

 

   六、戰    術 
 

戰術是用戰闘力來打仗的學術，離開了戰闘力，戰術便沒有基礎。孫子以為戰

術是應當根據戰闘力的大小而決定的。他說:“用兵的方法，當戰鬭力十倍於敵人

的時候，就包圍他；五倍於敵人的時候，就進攻他；兩倍於敵人的時候，就分成兩

支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地打擊他；勢均力敵的時候，就竭力抗戰；少於敵人的時候，

就逃之夭夭，不和他決戰；不若敵人的時候，就設法避免正面衝突，不要上他的圈

套。戰闘力小的一方用硬碰硬的辦法打仗，一定會被戰闘力大的一方活捉的。” 

 

    如果再把孫子的意思引申一下，可以分作三種情況來說：第一、是優勢兵力的

戰術，必須用全力壓迫敵人，以求速戰速決。第二、是均勢兵力的戰術，必須爭取

決戰地點和決戰時間的優勢，以博得勝利，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第三、是劣

勢兵力的戰術，必須保全實力，逃避決戰，用拖的辦法，取得一段時間，使劣勢拖

成均勢，均勢轉為優勢，再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速決主義支配著孫子的戰術思想，要達到速決的目的，必須在戰闘力佔優勢的

前提下採用閃電戰術。閃電戰術的必要條件是：（一）機先，（二）秘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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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襲，（四）制壓，（五）機動；而孫子也說：（一）致人而不致於人，形之敵必

從之，（二）難知如陰，（三）其勢險，其節短，（四）其疾如風，動如雷霆。閃

電戰術這個名詞雖然是德國最近才創造的，若論起思想來，孫子實在是閃電戰術的

鼻祖。 

 

    在這裡，我不能夠將孫子的戰術思想全盤地加以論列，因為篇幅的限制，祗好

把它歸納為「攻守」、「奇正」、「虛實」、「分合」四項，很概括地介紹一下： 

 

打仗的姿勢是很多的，而最基本的姿勢有兩種：一是攻勢，一是守勢。 

 

通常都是力量較強的一方，採取攻擊手段，打算一拳把敵人打翻，得到最終的

勝利。而力量較弱的那一方，或者是因為援兵還沒有趕到，或者是打算消耗敵人的

兵力，或者是等待敵國內部醞釀政變，或者是時間空間不利於進行決戰，不能採取

攻勢。照孫子的意見，採取守勢的目的是「不可勝」，只要使敵人打不勝，目的就

達到了；採取攻勢的目的是「可勝」，是取得戰爭的勝利，把敵人打得不能翻身。 

 

    不過，所謂「攻」「守」是有條件的，有因果關係的。在甲地採取守勢的，也

許是為的節約兵力，好在乙地發動攻勢；在這個地方發動攻勢的，也許是為的牽制

敵人的兵力，使別個地方的防禦更加鞏固。就時間來說，當敵人氣勢正盛銳不可當

的時候，不妨暫時採取守勢作戰，等到自已力量充實了，再反過手來進攻敵人；假

如力量許可的話，先用攻勢挫折了敵人的銳氣，以攻為守，也是合理的。所以攻擊

有「陽攻」，有「本攻」；防禦也有「警戒陣地」和「本防禦陣地」。可以「以攻

為守」，也可以「以守為攻」。 

 

講到打仗時的攻擊和防禦，便不能不講軍隊的奇正。 

 

  「奇兵」和「正兵」是老名詞，用現代的術語來說，正兵就是第一線兵力，奇

兵就是預備隊。 

 

    我們細細研究了關於孫子奇正的理論，可知他的戰術思想，受黃帝的大臣風后

所著「握奇經」的影響很大。凡是學過戰術的軍人，都知道預備隊的掌握是如何的

重要，孫子所說的奇兵，妙就妙在一個「握」字。「握奇」就是把預備隊握在手掌

心裏，必先「握奇」，然後才能「出奇」。 

 

    孫子說：「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又說：「凡戰者，

以正合，以奇勝。」又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正兵和奇

兵好此一個人的兩隻拳頭，指揮官運用奇兵正兵戰勝敵人，正和一位拳術家揮舞他

的兩隻拳頭打倒他的對手一樣。當敵人來攻的時候，我們就派遣一支軍隊抵擋他，

等到有機可乘的時候，再拿出預備隊來對準敵人的要害，給他猛烈的打擊，出奇制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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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是相對的說法，假如第一線的是正兵，那末預備隊就是奇兵，預備隊拿出

去以後，就成為正兵了。通常頂備隊的縱深是很大的，有第二線、第三線、第四線……

預備隊的區別。預備隊開到前線，原來在第一線作戰的隊伍就回到後方休息，整理

補充，變成預備隊。正如拳術家把左拳打出去，右拳便收回來，右拳打出去，左拳

便收回來，一奇一正，一正一奇，奇而復正，正而復奇。所以孫子說：「善出奇者，

無窮如大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奇正

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打仗的要訣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能夠當敵人不意的時候，突出奇兵打

擊敵人無備的地點，一定可以取勝。但「不意」與「無備」，都是敵人兵力薄弱空

虛的所在，因此，打仗便離不開「虛實」，不知虛實，便不知道攻守，更無法運用

奇正。 

 

孫子把軍隊比作水，水是避高趨下的，軍隊必須避實擊虛。 

 

在「虛實」篇裡，孫子更有非常精彩的理論。他所說的：「出其所不趨，趨其

所不意；」「不趨」、「不意」就是虛。他所說的：「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

之地也；」「無人之地」就是虛。他所說的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

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不守」、「不攻」也是虛。他所說的：「善攻者，

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與「不知其所攻」，結

果必虛。明瞭敵人的虛實是用兵的先決條件，虛實明瞭以後，才能避實擊虛，才能

做到「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一樣。 

 

    打仗的心理往往是極端矛盾的，比方說，關於敵人的虛實，要做到沒有一點兒

不知道，而自己的行動，則希望敵人連一點兒也不知道，所以一方面要組織情報網，

實行偵察；另一方面又要盡量用偽裝隱蔽的方法掩護自已，欺騙敵人。前者是要敵

人現出原形，後者是使敵人看不見自己的真相，也就是孫子所說的:「形人而我無

形」，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集中力量打壓敵人，敵人不知道我們要打擊他那一點，

不能不分散力量，多方設防。 

 

    假如雙方兵力相等，我們因為知道敵人的虛實，便把力量集中到一處去打擊

他，敵人不知道我們的虛實，就分為十處設防，結果我們以十倍的兵力去攻擊他，

所以在決戰的時侯，卻是我衆敵寡。歷史上的偉大將帥，往往運用這種戰法，以寡

擊衆，這種戰法，現在叫做「決戰點的優勢」。 

 

孫子對於這種戰法，確立了千古不變的法則。他以為我們所選定的決戰地點必

須保守秘密，敵人既不知道在何處決戰，一定處處防備，這樣一來，我們在決戰時

候所面對著的敵人就大大減少了。他又具體地說明：「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

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並揭示了一項重要的原理；處

處防備敵人進攻的，雖眾亦寡；能夠集中力量選擇有利地點進攻敵人，使敵人防備

自己的雖寡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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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觀方面，兵力多的一方，並不一定得到勝利；反之，從客觀方面，兵少的

一方，憑藉著主觀的努力，取得決戰點的優勢，一樣可以擊敗強大的敵人。孫子說：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

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預先決

定會戰的地點和時間是爭取決戰點優勢的基本條件，而決定有利的地點和時間，準

備決戰，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必須指揮官正確地了解敵人的虛實，用智慧的眼識破

戰機，用敏捷的手把握戰機，歸根結底，問題的關鍵還是在遣將。所以孫子說：“依

我看來，越國的兵雖多，對於取勝有什麼好處呢？” 

 

    如何在決戰地點和決戰時間做成敵人的「虛」與自己的「實」，完全是兵力的

分合問題。孫子在二千四百年前說出「分合為變」四個字，真是兵學界的大發現。

凡是歷史上的名將，沒有不懂得分合原理的；只要善於運用分合原理於戰場上的，

都可以成為歷史上的名將。 

 

兵力的分合生出奇正，生出虛實。把奇兵握在手心裡，是分；出奇兵以擊破敵

人，是合；分則虛，合則實。如果敵人可能進攻的地點有五處，卻把兵力集中起來

防守一處，這一處固然實了，其餘四處必定異常空虛。聰明的人，當然不肯這樣幹。

奇正、虛實、分合本來是哲學性的問題，打仗的好手對於奇正、虛實、分合的變化，

應細心揣摩，善於運用。當分就分，當合就合；分而能合，合而能分；為分而合，

為合而分；分合得妙，才能取勝。 

 

    分合也有很多的種類，例如把軍隊分為第一線作戰部隊，是前後的分，把戰線

分為正面和兩翼，是左右的分；現在的空軍、陸軍和海軍，是上下的分。預備隊加

入前線作戰，是前後的合，軍隊的幾路分進合擊，是左右的合；空、海、陸軍協同

作戰，是上下的合。 

 

    現代的戰爭，不只是兵力的分合問題，而是整個國力的大分合。戰闘力的物質

力與情神力、技術力是分，國家這架戰爭機器中的政治組織、外交組織、經濟組織、

文化組織、軍事組織也是分，但打起仗來，即要使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統統

和軍事行動密切配合，實行國家總動員，並且要和利害相同的國家成立聯合陣線，

分合的寬度、深度、密度、隨著科學的進步，已經發展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階

段。而孫子早就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原則，足見

他已經分合到敵人的心裡了。 

 

    偉大的將帥，打起仗來有些神妙莫測的，他能夠化腐臭為神奇，轉敗為勝，死

中求生。所以研究戰術的人，都稱打仗的方法為「戰爭的藝術」，孫子所說的「微

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就是戰爭藝術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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