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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的價值、思想與西洋兵法   
 

        第一 孫子價值 
 

中國之有兵法，始於黃帝，史載黃帝經七十戰而定天下，歷代史書的藝文志裏，

關於黃帝兵法的記載，種類很多，可是我們沒有方法看到這些書。相傳黃帝之臣，

風后氏有兵法握奇十三篇，為宋以後一般研究兵學的人所祖述，但我們詳察它的文

字，或許是依照唐朝的獨孤及（唐洛陽人，字至之，天寶末舉高第，補華陰尉，代

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要政，改太常博士，歷任濠舒二州剌史，以治課加司

封郎中，徙常州，卒諡憲，及喜覧拔後進，性孝友，為文彰明載善惡，長於議論，

有毗陵集。）的八陣圖而成的一部偽書。所以漢志、隋志、唐志都不書，而惟宋志

載有之，帝王世紀說：「黃帝得風后氏於海隅，遂登以為相。」那末風后是否諳兵

法，尚是一個疑問。又有封胡氏五篇，漢書藝文志已決定它為偽書。又有力牧兵法

十五篇，史記說：「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班固說：「力牧，黃帝

臣也。」帝王世家說：「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寤而嘆曰：『夫千鈞之

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

進以為將。」又有鬼臾區三篇，鬼臾區是黃帝臣，是占星之官。在上面這些記載中，

只有力牧之書，或許比較可靠。黃帝之後，又有太公兵法，但這些兵法的內容如何，

現在沒有方法去考證發現，其中或有流傳，則偽書的成份多，真書的成分少，當然

不能代表當時軍學思想。我認為古代兵法中，最可靠最完備的，還只有孫子十三篇

一種；這部兵法，不但是孫子在兵學上造詣的結晶，也是集中國古代兵法精華的大

成，所以我們讀了孫子兵法，就等於讀了中國古代的全部兵法一樣。 

 

國故學者，對於孫子十三篇的懷疑，在我們研究兵學方面，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研究十三篇，並不是以孫子本人為中心，而是以十三篇內容為精神，只要

內容方面，在兵學上有千古不滅的指導精神，就是值得我們來研究的一部兵法，否

則，即使是一部真書，但在兵學上沒有什麼貢獻，也僅是一部真書而已。因此國故

學者說孫子並無其人，我們可以不加可否，又說孫子之書，是戰國相傾之說，我們

也不覺得沒有理由。但如有人說：孫子之書在兵學上沒有一點價值的話，我們則要

拿孫子的每一句話，來和他們爭辯。要是孫子之書，確是戰國相傾之說，而托名於

孫武，那末我們只能認為孫子走運，竟做了中國千古之兵聖，絕不因此而減少十三

篇的價值。 

 

    孫子之書，據史家的記載，認為除了十三篇以外，還有各種遺文流傳；周禮注

記說：孫子有八陳，有革軍之陳。隋書經籍志說：孫子有雜占六甲兵法及八陣圖一

卷，孫子算經三卷；唐書藝文志說：孫子有兵法提要。這些書我們現在搜集不到，

不能判斷其價值；因此：也無從和十三篇參照來研究。我以為現在我們研究孫子兵

法，只能以十三篇為基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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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子以後，兵家迭出，但是那些兵書，都不能超乎孫子以上。宋朝元豐年間，

把太公六韜、尉繚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及孫子十三篇等七

種兵書，定名為武經七書。大概以年代定次序，以六韜為第一書，孫子為第二書，

吳子為第三書，司馬法為第四書，黃石公三略為第五書，尉繚子為第六書，李衛公

問對為第七書。後來國子司業朱服（宋烏程人，字中行，熙寧進士，元豐中為御史，

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廬州，坐與蘇軾游，

貶興國軍。）則以價值定次序，又把七書次序改為孫子第一。明朝洪武三十年，太

祖令國子監將武經七書刊呈，並詔勒將門子弟誦習，以為研究武學的典籍，洪武三

十一年，劉寅（明崞縣人，洪武進士，所著三略直解，頗能發揮黃老沉機觀變之旨，

參考諸本，註其異同，較他家特為詳盡。）又把七書註解，稱為武經七書直解。朱

服列孫子為第一書，劉寅的直解，也以孫子為第一，我覺得這種排列的方法，很有

見地。因為孫子的書，較其他六書，都來得博大精深，包羅宏富，語雖簡約，意義

既非常深長，完全是原則的說明，而且這種原則，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還是萬古如

新。我們如果從戰爭思想方面來研究，孫子兵法的原則，不但適用於現代的作戰，

而且成為將來戰爭新趨勢的指導精神。梅國禎（明麻城人，字克生，少雄傑自喜，

善騎射，舉萬曆進士，除固安知縣，擢御史，脖拜反，詔遣李如松為提督往討之，

命國禎監其軍，如松用國禎謀，大破賊，脖拜自焚死。論功擢太僕少卿，累選兵部

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卒。）說：「古今兵法，毋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為經者

七，而首孫子。」又說：「古今兵法，盡於七經，而七經盡於孫子。」茅元儀（明

歸安人，字止生，號石民，崇禎中佐孫承宗軍務，歷官副總兵，守覺華島，旋以兵

譁，遣戍漳浦，邊事無，請募死士勤王，為庸奸所忌，悲憤縱酒而卒，有嘉靖大政

類編，平巢事蹟考，藝話甲篇，西峰談話，青油漫史，福堂詩貝餘，石民四十集。）

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可見孫子十三篇的價值，

古今均有同感。 

 

     第二 孫子思想基礎 
 
孫子思想的基礎，在十三篇裏沒有明顯的說明，因為十三篇，是一部關於如何

應用原則的書，所以解釋得非常簡略，孫子為什麼不詳加解釋呢？我以為是由於為

進呈吳王的關係，他為取得吳王的信用，非把用兵的要訣，作一個詳盡的介紹，才

能激動吳王的感情，而對他重用，如果作長篇大論的講解，對於急於興兵復仇的吳

王（不是一位兵學研究者），倒沒有多大的作用。 

 

孫子的基本思想是怎樣呢？有否受著過去的哲學影響？歷來研究孫子兵書的

人，對於這一點，都沒有深刻的發揮，照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孫子思想的構成的基

礎，乃受著黃帝、老子和周易的影響非常之大。 

 

黃帝兵法的精髓如何，我們因沒有正確的材料，無從加以判斷，或許十三篇中

有一大部份，就是轉述黃帝思想的。但這種推想，對於我們研究孫子的思想，並沒

有多大幫助。我認為黃帝之所以能代神農氏而帝天下，完全是從戰爭中得來的。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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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說，戰爭是立國的基礎，不能戰爭，就沒有國家，國家是為戰爭而存在，戰爭

是國家的工具。我們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一個民族的形成，全是由於不斷的

戰爭，一個朝代的興替，也由於戰爭的勝敗，不但中國社會的歷史演變是如此，西

洋也是如此，於此可見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而是任何一個時代不能避免的。據

西洋專家的估計，自有歷史以來，三千四百餘年中（以西洋為根據）僅有三百三十

餘年沒有戰爭，其餘的時日，全在戰爭狀態中，所以二十世紀的社會，可說是過去

不斷戰爭的結晶，將來的時代，也正由二十世紀的戰爭，在那裏孕育著。 

 

黃帝以實戰的經驗，奠定了他對於戰爭本質的觀念——就是戰爭為立國的根

本，這種觀念，雖聖人如湯武，也不能不以戰爭來收拾天下的殘局，取人之國而代

之。孫子在當時，受著這種觀念的影響非常之深，所以他在十三篇裏，開宗明義第

一章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一名言，

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謹說明社會中有戰爭那回事存在著，而沒有說明戰爭的本

質。我以為是錯誤的，理由很簡單： 

 

一、孫子既認為兵是大事，可見他已肯定戰爭是不可避免，戰爭有決定和改變

人類生活形態的力量。 

 

    二、春秋之世，兵連禍結，戰爭佔著全部歷史，一般的觀念，都認為戰爭是立

國拓地之基本手段，是求生存求生活的必要方式。所以對於戰爭的本質觀念，就無

加以詳盡探討的必要了。 

 

上面的論述，已證明了孫子的戰爭基本觀念，孫子是肯定戰爭的，但因為黃帝

的兵法，至今沒有流傳，無從以實際的材料來加以引證。至于春秋時代的社會狀況，

是否確予孫子以思想上的啟發，也因為我們對孫子的身世不甚了解，尤其孫子除這

十三篇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著述，可以供我們證實這一推想的不誤。從學術立場來

看，我前面的見解，只能說是一種設想，而不是真理，因為缺乏史料的證明。于此

我不得不于黃帝之外，再找出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易經的戰術思想。 

 

「易」是變易交易的意思，「經」是伏羲氏所畫的卦，陸德明（唐吳縣人，名

元郎，以字行，善明理，歷任陳隋，高祖時為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著有經典釋

文，諸經音讀多特以為據。）經典釋文說：「宓犧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

觀于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

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 

 

易經讀本註說：「卦者，掛也，懸掛物以示人，二畫雖象陰陽之氣，求成萬物

之象，必三畫以成三才，但初有三畫，雖有象于交通之理，猶未盡，故重之以六畫

成卦也。」可見易經原來是一部講求陰陽變易之理的玄書，究竟當時伏羲畫八卦，

重而為六十四，是否掛象以示人，現在無從研究。周文王拘於羑里，仍作卦辭，以

說明每一卦的含義，後來孔子又作序卦傳，說明八卦所列次序的意義。這重排列方

法，可以證明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已發達到極點，從「乾」卦起一直到「未濟」卦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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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講的，完全是社會進化的原理，其間對戰爭的發生，與戰爭的意義，和現代最進

步的學說，毫無不同。孔子認為天地生萬物，故乾坤兩卦，為六十四卦之首，萬物

的生長，必須經過一番培養，尤以人類為然，人類因為尋求飲食，以圖生存，於是

發生了爭端，這是戰爭的起源，也是戰爭的人生意義，更證明了，戰爭是改進人類

生活的動力。孫子雖沒有承繼儒家的思想（因為孫子的生年，約略和孔子同時，孔

子晚年始好易，其時孫子恐已死去。）但易經中的戰爭本質論，仍給予孫子在思想

上一個重要的基礎。 

 

孫子雖認為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但仍以為戰爭的方式，不只武力戰一種，

如果能不費一矢，不折一兵，用伐謀來屈服敵人的意志，乃是最好的戰爭方式，萬

一計謀失敗，則必訴諸武力，所以他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這種思想的發生，我認為是孫子受了黃帝七十戰定天下，以

及春秋時不斷發生戰爭的一種反響作用。七十戰而定天下，已足顯示戰爭的慘烈與

艱苦，春秋時每次戰役的結果，戰爭者未必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勝固有利，敗則亡

國覆軍，所以孫子竭力倡導伐謀的戰爭，來替代武力的戰爭，以減少戰爭所及於國

家的危險。 

 

我以為孫子這種思想的形成，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那就是針對吳王心理而發

的，吳王登臺南向長嘯，可知他復仇的心理是非常迫急。但吳在新敗之餘，國力削

弱，是否能實施武力戰，頗成問題。因此，孫子以謀攻的戰法，來激動吳王重用，

也未可知，加果這一種推想是正確的話，那末孫子這種超越戰爭思想的構成，也是

出於偶然的靈感。不過我以為孫子在兵學上的造詣，非常精深，他對於黃帝時代的

戰爭，以及春秋時代戰爭爆發的因素，以及最後成敗的後果，都會加以一番研究，

所以歷史因素以及時代環境，還是構成他這種思想的主要動力。 

 

    黃帝的思想以及戰果，給予孫子一個重要的影響的，就是速戰速決主義。作戰

篇裏對於這一問題，解釋得非常清楚，歷史的事實，使我們認定黃帝，對四方諸侯

的七十戰，決不是七十次的戰闘，而是七十次的用兵，每一次用兵，一定是時間很

短，才能取得勝利。春秋時代諸侯的暴師遠征，卻又與黃帝的作戰相反，因此孫子

快速論的構成，實有其至深的含義。 

 

孫子在「兵者國之大事，」不可盲動這一基本觀念下，認為遂行戰爭，必須具

備幾個戰勝條件，那就是他在始計篇所說的：「道、天、地、將、法。」孫子以「道」

列為五事之首，很有研究的價值，而且無疑地他是因為當時社會、政治的混亂，因

而應用了老子的學說。 

 

「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基礎，他認為天地萬物都生於道: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對於「道」的形容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

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

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可見老子所說「道」的作用，並不是有意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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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個「自然」而已。「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

老子的這種哲學思想的發生，原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在老子前的三百年（從

周宣王二十八年到周敬王二十年）間，可說是一個三百年的長期戰爭。在這三個世

紀中，也不知滅了多少國，破了多少家，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而社會貧富的

不均，政府對民衆則削奪榨取，使社會入於極度不安的狀態。一般的社會思想，有

憂時的，有厭世的，有樂天安命的，有縱慾自恣的，有憤世的，老子看見那種時勢，

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所以主張一切要反諸自然，因而他的政治思想，也著眼在

「無為」而治，以攻擊當時政府的「有為」而治，他說：「大道廢，有仁義，絕仁

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 

 

    老子「無為」的政治學說，與歐洲十八世紀的放任主義，頗相類似，主張不干

涉政策的，從他「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一句話中，就可以推想出老子對於政府權能，

所下的限制了。但在春秋時代，老子的學說，不過是一種學說而已，並沒有改造當

時政治體制的力量，戰爭還是戰爭，社會混亂還是社會混亂，政府與人民之間，只

有乖離而沒有協和，所以孫子雖引用老子「道」的學說，但把他折衝起來，成為一

種在當時社會環境裏，可以實現的「道」。 

 

    孫子對於「道」所下的定義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

而不畏危也。」令民與上同意，就是舉國一致的意思。政府要修明政治，顧慮軍事

國計民生，激發國民的愛國心理，提高文化水準等等，都是達到令民與上同意的手

段，這樣，在戰爭的時候，才能出死入生，使人民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可見孫子所

謂「道」，是返諸實現的自然，一切政府的措施，都能合乎規律，規律是一種自然

的法則，也就是「道」，不是像老子那樣，返諸自然，而是合乎自然的法則。 

 

孫子認為達到「道」的方法是「令」，他說：「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

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這就是說人民的一切，都

要受國家的教育管理，以紀律來維持上下的感情，而做到完全服從的地步。所以孫

子關於「道」的思想，雖然承繼老子的學說，但經其折衝之後，其表現在政治上的，

不是不干涉主義，而是干涉主義，他認為極端的放任，不能奠定立國的基礎，這樣

與老子的原意，完全相反。老子是主張絕對的「無為」。孫子主張絕對的「有為」，

也合乎自然，也合乎道。這可以說是孫子卓越的創見。孔子所作序卦傳，自「比」

卦以至「泰」卦這一段，說的也是「有為」的為政之道，但我仍認為在歷史的紀年

上，孫子的「有為」政治思想，還在孔子以前，所以說他是創見，並不是武斷。 

 

道的作用，表現在作戰上的，就是上下協同一致，孫子認為這是戰勝的第一個

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天，天是「陰陽、寒暑、時制」。第三個條件是地，地是「廣

狹、死生、遠近、險易」。第四個條件是將，將是「智、信、仁、勇、嚴」。孫子

對於將才的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一個將領，必須具備這五種武德，才能深明戰

法，變化無窮，而取得勝利。軍形、兵勢、虛實各篇裏所講關於原則的變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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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認為全在於為將者的智謀，所以他特別提示為將的重要。第五個條件是法，法

是「曲制、官道、主用」。我們如果把上面的五事，加以分析，可知道，天地將法

者，實際上就是中國古時的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大戰爭要素。天地是天時地利，

道、將、法是人和，十三篇的全部意思，都發源於這一點上。 

 

孫子兵法的妙用，就是出奇變化，這種思想的成立，是否祖述黃帝與太公的兵

法，我們無法考證，惟發源於易經這一說，是此較可靠的，因為一部易，是講變易

的狀態，以為天地萬物的變化，都是起於一個「動」字。何以會有「動」呢？這都

因為天地之間，本有兩種原力，一種剛性的叫做「陽」，一種柔性的叫做「陰」，

這剛柔是兩種原力，互相推擠，互相調和，於是生出種種運動，種種變化。孔子說：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繫辭傳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這也是說：「萬物是由極簡易的，而變為極複雜的。」 

 

孫子兵法中最精警的思想，就是奇正的原理，一切變化，都從這裡而發生。這

奇正原理和易經上陰陽的原則是一樣杓，孤陽不長，孤陰不生，純陽之道，只是健

而無變，健之至則衰，無變則不生，自然的原理，固然如此，用兵的原理，也是如

此。孫子的所謂正兵，是剛性的戰法，作戰的時候，敵人如果也用剛性戰法作戰，

則兩剛相遇，必兵久而無功，如敵用柔性戰法，則柔能克剛，必至敗軍覆將，奇兵

是利，所以孫子認為用兵之道，奇兵與正兵必須配合起來作戰，才能像陰陽的配合

而生萬物，這陰陽相合所生的結果，在哲學上，謂之萬物，在兵學上謂之勝利。 

 

奇正的原理，表現在實質現象上，就是虛實的運用，衝虛是奇的手段，備實是

正的手段。所謂備實，就是自己先要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正兵相合作戰的原則，自

已的地位穩固以後，然後求敵之虛而攻之，這是運用奇兵作戰的原則。說得明顯一

點，奇兵是求敗敵，正兵是求不敗，易經說:「坤」有順德，就是「坤」有應順乎

「乾」元的作用，這樣陰之能順乎陽之性，而生萬物。用兵也是一樣，奇兵必應順

乎正兵的要求，方能發揮奇兵的作用，這就是陰順陽的道理。陰陽相合而生萬物，

奇正相合而生的無窮的變化。 

 

易經上對於陰陽這兩大原力的配合作用，沒有明白的敘述，周文王認為陰陽既

能生萬物，就可以推知陰陽配合的方式，是千變萬化的，如果僅僅是單獨的一種方

式，那末宇宙間，只能有一物，而不能有萬物，孫子所說：「奇正相生，如循環之

無端」的道理，也是從這種思想裡面領悟出來的。奇正配合的方式無窮，所以變化

才能無窮。 

 

現在有一般人把戰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剛性戰法，另一類是柔性戰法，速戰

速決主義是剛性戰法，持久抵抗是柔性戰法，這種說法，是思想上最大的錯誤，其

實所謂剛性戰，是指絕對的進攻或防守主義而說的，柔性戰是指利用時空而定作戰

行動而說的。換句話說：剛性戰是打硬仗，柔性戰是不打硬仗。但速戰速決主義與

絕對攻擊論，是不同的。速戰速決是戰略的目的，絕對攻擊論只是實現戰略的手段，

這個道理是非常明顯的，我們舉一個最好的例子來說明，德國的閃電戰，大家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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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速戰速決主義，但在實行戰爭的時侯，並沒有打硬仗，恰恰相反的，德國只在

有利的時期，有利的地點，一舉而殲滅敵人，這種方法，並不是剛性戰法。所以我

要介紹給讀者一個正確的觀念，就是戰略的原理和目的，決沒有剛性與柔性的不

同，戰法才有剛柔的區分。 

 

戰法的目的，是在實現戰略的目的，戰法要實現這個目的，因此戰法不能有固

定的方式，更不能用純然剛性或柔性的戰法，以配合戰略目的，所謂「盡運用的能

事」這句話，就是要求剛性戰法與柔性戰法的配合運用，孫子奇正相生變化原理的

精神，即在於此，至其思想的成立，則敢斷言：他是領悟了陰陽相合而生萬物的哲

理。  

 

          第三 孫子與西洋兵法 
 
孫子十三篇流傳到外國去最早的時候,是在唐代，由吉備真備從中國帶到日本

去時計算起來，已有一千二百多年。至於流傳到歐洲去的時候，我們無法考證，據

說：法國到東方傳教的教士，曾經把孫子兵法帶回法國去，譯成法文，拿破崙大帝

在縱橫歐陸的戰陣中，常手不停披的閱讀孫子。德國皇威廉第二，在他沒落的僑居

中，讀著歐譯的孫子，曾經發過浩嘆說；「在二十年前，倘若讀到這書，則……」

據說他最受感動的是火攻篇裡的幾句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

可以復生。」可見孫子流傳到歐洲，一定是時間很早的，所以才有譯本。 

 

上面所引證，只是很簡單的說明孫子流傳到外國去的史實。 

 

    孫子對於日本兵學界的影響，非常之大。日本的古代兵法，如甲陽軍鑑，信玄

全集，兵法紀，兵法秘傳等書，其中心思想，都是祖述孫子。此後，註釋孫子的書

非常之多，而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一部份日本人，認為孫子的理論，不但是用兵的

哲理，而且是一部份最好的人生哲學。自從日本接受了西洋兵學思想以後，對於孫

子的解說，又有很大的進步，例如：一九 0 四至一九 0 五年日俄之戰，日本聯合海

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的大海戰，大敗俄國的海軍，據他自己說，那次的戰勝，

其陣法是應用孫子的原則，就是從孫子「以逸待勞，以飽待饑」這兩句話領悟出來

的。日本對我的侵略，自外交謀略，以至於作戰，更是隨時隨地，都在應用著孫子

的原則。 

 

    在西洋兵法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與孫子思想暗合的地方，但他們究竟是否受

了孫子思想的暗示，因為沒有可靠的材料，不能貿然予以武斷的肯定。如果西洋兵

法的形成，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那末我們可以斷戰術思想的成立，中外都出於同一

自然律的支配。 

 

    從戰術的演變上來研究，原人時代就有戰術，兵學家說：原始人類的狩獵行為，

是戰術的雛型。在此我們就發生了一個疑問，即原人時代，人的思想，極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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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會想出獵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的解答，我想這一個根據是出於人類的本能，

人在天賦中，已具備了爭的天性，因此，才能發生戰術上的行動。 

 

人類在獵獸中，當最初一次襲擊他的目的物，未必是成功的。其間必有許多人

因為求生——獵獸，反而喪失他自已的生命。這種失敗，給予未死的人一個重大的

教訓。他們知道，用某一方法去獵獸，既要喪失生命，就不是一種好方法，於是他

們繼續研究和試驗用新的方法，直到很安全地獵獲獸類為止，因此，這種新方法，

就成為狩獵的原則。等到人與人爭的時候，就是運用人類與獸爭的原則，因為人類

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獵獸的原則，這種原則，可以稱之為單純的攻擊原則，但人

的智力，高於動物的智力，這種獵獸的原則，也許遭到嚴重的打擊，如是人們知道

真面目的攻擊，不是取勝的要訣，就另應用出奇的方法，用出其不意的手段，來襲

擊敵人。所以我所定的戰術上的九個大原則——目的、攻擊、集中、機動、安全、

奇襲、協同、簡單、迅速的成立，都有其一定的歷史的發展程序。人類獵獸，是在

取勝，所以首先就成立了目的這個原則。為達到取勝的目的，又成立了攻擊的原則。

真面目的戰闘，未必能取勝，於是發現了集中力量，攻敵弱點的方法，這是集中原

則的成立。乘敵之弱，必須明察戰機，窺破敵情微妙的變化，才能隨時隨地衝敵之

虛而擊破敵人，這是機動原則的成立。要確保自己的機動，自己先要有不敗的把握，

不被敵人所乘，這是安全原則的成立。自己確保了機動與安全，才能用出奇的方法

襲擊敵人，這是奇襲原則的成立。奇襲的原則，是運用奇兵，以助主力的戰闘，所

以協同作戰的要求，較諸密集戰闘時，更為重要，這是協同原則的成立。由於大兵

團的運用，指揮統御上，必須力求簡單，而攻擊重點選定，必須由正面而變為點，

這是簡單原則的成立。用兵之道，久則無功，這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在古代

是如此，在現代也是如此，這是迅速原則的成立。這種解釋，也許有牽強的地方，

但我們如僅從歷史發展的立場來研究原則的成立，就可以承認我這個觀念，並不是

沒有根據的，如果我們從戰術的意義上來分析這九個原則的成立，那末結論必然是

不同的。我所以作這樣的論述，就是要證明戰術上各個原則的成立，是在人類全部

戰爭中，逐次成立的，逐次累積而來的，不是一次就形成這麼多原則的。 

 

    西洋戰術思想的完成，是在克勞塞維慈時代，中國戰術思想的完成，遠在孫子

時代，而且到孫子時，已集思想的大成，發展到頂點。東西的戰術思想，相差竟至

二千餘年，這原因在甚麼地方呢？我認為： 

 

    第一是由於文化的發達：中國文化到春秋戰國時，已有偉大成就，所以戰爭思

想，也有同樣的發展。 

 

    第二是由於文明主流的內容不同：中國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的文明是物質

文明，所以中國的戰爭，是以精神來推動戰爭思想的，西洋是以技術來推動戰爭思

想的，這是中國軍事技術落後的原因，也是西洋戰術思想發達過遲的原因。 

 

    孫子的戰術思想始終站在指導的地位，過去我們沒有把他作現代的研究，以致

西洋的戰術思想，反而支配了全世界的戰爭精神，現代我們要努力於孫子思想的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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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同時以現代戰術來作對照的研究，相信在這研究之中，必能發現寶貴的結論。

我們過去寫孫子與現在這本書的目的，就在引起大家研究孫子的興趣，也許中國獨

立自主的戰術思想，從此可以建立起來。蔣（介石）總統說：「大家要知道，無論

什麼時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變的，原則也始終如一的，好此一二三四五一定總

是一二三四五，一加二總是等於三，一加一總是等於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戰術戰略，

無論化學利器發明怎樣利害，儘管戰爭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是怎樣不同，但是戰術

戰略的原則，始終不會變更。所以我們中國兩三千年以前的孫子和孫吳兵略問答這

些書到現在還是同樣的有價值，並且其意義亦與日俱新。比方孫子說：『善守者藏

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這不是講現代的戰術嗎？有很多就是現在外

國人最新最進步的戰術原則。可是我們中國一般沒有智識的人，自己國裏有很寶貴

的東西不知到拿來研究運用，以為陳舊落伍，抹煞一切，只知外國的東西什麼都好，

想要用，但又學不像用不會，結果使中國軍隊到如今弄得不成一個東西，要知道我

們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中國軍人，切不可自暴自棄，捨近圖遠，總要誠心誠意，實

是求是，精益求精來努力進取。現在中國軍隊練不好，要給外國人欺侮，不當作我

們中國的軍隊是一個軍隊，是甚麼道理？就是因為我們一般軍人有一個最壞的習

慣，以為外國甚麼東西都是寶貴，我們中國甚麼東西都是廢物，沒有用的，以致自

己固有的甚麼東西都棄之如敝屣。同時，外國的東西，也只學得一點皮毛，大多數

軍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國人不當我們是一個軍人，而我們現在用的武器和戰

術，也是不新不舊，不中不西，說他是完全照中國舊的道理辦嗎？他又不是，說他

是完全照外國新的辦法嗎？也不是。鑒於以往的失敗，我們應當覺悟，以後再不要

有新舊和中西的成見，只應選擇最適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辦法來做。」也是這個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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