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实第六 HSU SHIH (Weak Point and Strong) VI 

 
战斗贵立于主动地位，避实击虚，与因敌变化，以决策制胜。 唐太宗说：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

无不胜焉。』  

 

孙子曰：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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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先于敌人到达战场，一切准备完善以待者，尔后在作战上就极顺手（佚）了；反之，

  后于敌人到达战场，慌慌张张，须出而求战，那就极麻烦（劳）了。故善战的良将，老

  是在未战之先,先到战场，立于主动地位，使敌闯进我方，供我宰制；而不陷于被动地

  位，闯进敌方，中敌奸计。  

 

证以作战纲要 

     【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这项在战术上解为：是强调防势的有利，或攻势防御的必要，固

是不错；但有人以为：更进一步，做战略上的解释尤为恰当，即『先处战地』，为先到战地，

据守要点，筑好工事，立于主动地位而待敌，那么就与后文『致人而不致于人』，首尾一致了。  

   

    作战纲要说：『作战必须立于主动地位』。又说：『当定决心时，须对敌立于主动地位，

力求获得动作之自由，尤须出敌不意，最为要紧；倘一陷于被动，必致始终追随敌人，而归于

失败。』又说：『战斗之主眼，在能确保主动之地位，并出敌意表，于敌预期之地点与时机，

予以澈底的打击，而达成战斗之目的。』正是同一旨趣。  

 

李卫公的评语 

     【致人而不致于人】人指敌人，致同至或到字意。其要义是说立于主动地位以宰制或支配

敌人，不可陷于被动地位为敌人所左右。李卫公说：『千章万句，不出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

已。 』鬼谷子说：『实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制于人者，制命也。』老子

说：『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

为天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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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能使敌人自进于我所预期的地区，供我歼灭，则在使其判断这种动作的有利，就虚

  实说：为示敌以虚；又，我的阵地，不欲敌来攻，而所以能使之望而生畏，不敢来攻，

  是因使其感觉来攻时有覆灭之害，就虚实说：为示敌以实。至于敌人先占有利地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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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完成时，即欲以彼之佚待我之劳时，则要诱之以利，使彼唯我追随，疲于奔命；又，

  敌人于粮食等物充实时，则宜采取遮断其运输线，或别働队烧毁其粮食储藏库等手段，

  陷彼于饥饿，以削丧其斗志。又，敌人安定时，即占有利的据点，或安于警戒部队的掩

  护而行动或休息时，或据守坚固的阵地时，则宜破坏或袭击之，使彼不得安定，为我所

  左右。 （要之，这是说不论在任何场合之下，常要以主动地位去支配敌人，扰乱其备

  战，摧毁其斗志。）  

 

一个空军战略 

    本节所说『佚劳』、『饱饿』，『安动』三个原则可做为现代游击战术原则，或空军战略

原则。方今空军的作战，主要的以大编队的轰炸机连续轰炸敌军敌地（如阵地、仓库、工厂、

交通线等）；这样，实足以『劳之』，『饿之』，『动之』 ，而达目的。孙子的战理，至今竟

可运用于空军上，真是伟大！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

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敌人预想为我必攻的方面，或为我攻击所不能忽略的方面，敌必应我攻击而进出防御；

  对于这方面，我就要派遣一小部队进出，俾敌误认我的意图。同时，我则另使用大兵力

  向彼所不顾虑的方面——弱点（虚），而猛攻粉碎之。我行军千里之远，没有感到任何

  疲劳危险，是由行于没有敌人之地（不设防之地）或行于敌人抵抗薄弱之点，兵不劳而

  破敌通过。又，攻而必取的，是由于攻击敌人不施防守的地区，或防守不固的阵地，即

  出乎敌的意表而攻其弱点。守而必固的，是由于守着为敌人不敢进攻击的险要，或守着

  为敌人怎样攻击都莫可奈何的要塞，以至以攻击而守，或以机动而欺骗敌人，或远离阵

  地而战等，使攻者无从达到目的。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二其字均指敌人。出字为遣兵进出意。前趋字，意谓敌军进

出防御，后趋字，意谓我出兵攻击。要之，这项是说捉敌弱点而攻击的，这种战法，历代名将

多用之。  

 

历代名将皆是击虚 

    亚历山大王以寡兵破波斯的大军，是由于洞察敌的弱点，而加以突击的，即大王巧于搏敌

阵之翼，更搏其背面，而施行包围攻击。汉尼拔的攻击点，差不多与彼同样。恺撒亦为窥破敌

的弱点而攻击之，如发见敌的弱点在左翼，则以彼的右翼攻击之。  

 

    腓特烈大王以彼精练机动的部队，攻击敌的弱点——主要的侧面，而博善胜。拿破仑有时

击中央，有时击翼。要之，都具捕捉着战术上的弱点而倾注全力以破敌。  

 

    又，日本海的海战，东乡舰队对于分为二列纵阵而来的俄舰队的先头，是压迫包围其不备

而薄弱的一点，向之集中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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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义仲的战略前进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看来似是无味平凡的言词，实则说做战略的前进时，

选择进路的重要。例如，日本战国时代，源义仲跋扈京都，大逞横暴，赖朝使其弟范赖、义经

往讨之，这枝兄弟之军，进出于名古屋，更要西进时，范赖的主力军乃通过美浓近江路，以濑

多为目标而前进，但义经军一转而经伊势、伊贺，指向京都的南方宇治；这样，义经军在途中，

如行无人之境，一泻千里，一日行军约七十里，很快地到达宇治，结果攻击义仲为从宇治方面

而宣告成功。这伟大的战略前进，即是孙子所谓『行于无人之地』。  

 

    又如邓艾之越阴平，拿破仑之越阿尔卑斯山，亦为最洽当的例证，尤其于此使我联想到今

日飞机的飞行于天空，真有『行于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之概。像二次大战中美国

超空堡垒携带原子弹投掷于广岛长崎的成功，就是由于空中未遇敌机，否则那有这样辉煌的成

功？美机真巧『行于无人之地』！  

   

现代战的攻守 

     【攻而必取，守而必固】在现代的运动战、阵地战、要塞战上，攻者往往先以大队飞机的

轰炸与大炮的轰击，使政方的兵员工事几乎毁灭之后，方用战车掩护步兵进攻，其间尚有飞机

大炮的掩护，并阻止敌军的增援，以期攻而必取。守者欲『守而必固』，固须构筑有坚固的防

御工事，最重要的还要拥有强力的空军，将敌机击败，并协同炮兵毁灭其炮兵与战车部队或重

兵威胁其侧背。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故长于攻击的将帅，由于企图动作的秘密，足令敌人不知怎样防御；同样，长于防御的

  将帅，由于虚实的不露，足使敌人不知从何而攻击。  

 

    军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可作为此二原则的注脚。这

是一个『神韵缥渺的战略』（大场弥平的评语）。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虚实的法则，已如上述；至于实地运用，则要因时、因地、因敌制宜，其微妙神秘，至

  于无形无声，为笔墨口舌所不能形容；故对此有深造的良将，实操着敌人生死之权。  

 

东方哲理 

    这一节的哲理，是东方哲圣的蕴奥。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

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

于无物，是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庄子说：『一

言而足，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义

有所极。』孔子说：『「参乎！吾一道以贯之。」曾子曰「唯」』。文殊师利于答维摩诘问不

二法门说，『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不二法门。』妙喜说：『道与物至极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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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语上，不在默然处，言也不载，默也载不得。』他们这样的一致，实为西方学者用科学方

法分析哲理所无的特点。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当进击敌人时，能使敌人莫能抵抗我，是由我冲击其虚隙——没有布防之点，或守备薄

  弱之点。至退却时，能使敌人莫能追及我，是由我退却时企图的秘密，行动的迅速。  

   

以作战纲要为证 

    作战纲要说：『攻击愈能出敌不意，其成果亦必愈大。』又说：『攻击之重点，依状况，

尤依地形之判断定之，通常指向敌之弱点，或其最苦痛之方向。』这与本节所谓攻击的意义相

同。同书又说：『退却之主眼，在能迅速与敌隔离。』这和孙子所谓退却，若合符节。又，近

代军队在战场上的退却，都是置有掩护部队拒敌，俾得安然后退。其次关于追击敌人的退却部

队，同书说：  

 

 追击之主眼，在迅速捕捉敌人而歼灭之（中略)。军长以下各级指挥官之独断专行，与放胆

 行动，实为收获伟大效果之要件。当将敌击退时，步兵须迅速移于追击前进，始终与敌接 

 触，使其主力无脱逸之机会，尤不可为敌一部之抵抗所抑留，应将我之大部，勉力速向敌 

 之侧方，或其间隙突进。  

 

这可作为从反面解释本节的有力参考资料。  

 

军队要摩托化机械化 

    惟于此要注意的：在现代战场上，进退欲速，有待于军队的摩托化，否则，徒步而行，退

固迟，进亦迟。例如日军过去在我国战场上的行军，往往进用汽车，退亦用汽车，而我军仅用

两足，故在前者则使我措手不及，在后者则使我徒唤莫奈何。哦，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重吗？

此可见我今后的建军非向摩托化，机械化的大道迈进不可。  

 

○      ○      ○ 

 

证以鲁氏战理 

    鲁登道夫氏在其全体性战争中，关于冲虚说：『用兵之际，主将先审察敌人弱点所在，集

中力量以攻之，以求胜利，此谓用兵之重典 』又说：『战事关键，又视其战术上与战略上之巧

妙，此在小战与大战中，无处不然。所谓战略与战术的巧妙，即在造成一种可以利用敌人所犯

弱点之处而攻之。在坦能堡之战中，可以证明，不特大挫敌人，且可保全自己实力。至于最广

阔之战略的包围，最后亦须在某地点上，作一种战术的攻击，使敌人被迫之翼，因而后退，再

加上余力，以助其围攻，可使敌军虽欲退却而不可得。其有与此形势相似者，即敌人阵线中忽

得一虚隙，包围者乃得间深入而制之。此为余在坦能堡战中所采之方略也。处此情况中，应先

在战术方面集中火力于敌之内翼，使彼此不能相顾，乃生出漏洞，吾军可乘隙而入，彼之漏洞

愈大，我乃可截断而宰割之。』关于退却说：『兵家每视退却为受战略支配不得已而出此者，

故羞言之。但依实战之经验而说，苟其部队对于其指挥者有绝对之信仰，虽作普通之退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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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损于军队向前之勇气，其后退也，以平日预备有素而整然有条，果如此者，虽后退无害。

有时军队在战胜之后，竟放弃战线，退至自身之根据地，不独陆军为然，海空二者亦复如是。

虽然，后退之结果，为放弃阵地，可以大影响于战事之士气，此不可不注意者也。』又说：『依

实战经验言之，陆地上之被追击者，其行动较胜利皆为迅速，以被追击者常可用极少之器材，

阻止追击者之前进，而其大队人马乃有从容退却之余。』以上可当为孙子此节的注解。而为退

却之反面的追击，鲁氏力主穷追说：『在今日而言穷追，较昔为易，以空上则有飞机，陆地则

有自动车队及铁甲车队，可以在侧面及正面袭击敌人。然而敌人仍能对此追击者，设为种种障

碍，阻其前进，如军民之召集，如自动车部队之使用，与夫号召人民使为坚壁清野之举，使胜

利者虽欲尽胜利之果而不可得。然正惟其如是，胜利者尤应用其全力于穷追，以尽收胜利之效，

因最大成功，即在眼前也。就海上与空中言之，应竭汽锅及摩托之最大速率而用之，俾得完全

歼灭敌人 』此亦与孙子在九地篇所说：『千里杀将』的意思相同。  

 

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

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我欲与敌决战，敌人纵高垒深沟以固其守，采取持久之策，结果不得不与我交战，是

  由我分兵攻其弱点或最苦痛之点；又我一时为避免与决战，纵不设防而守之，好像仅在

  地上画了一条线，却足以使敌人束手无策，不敢与我作战，是因使敌进则惧堕入我诡计

  中，与其原来的愿望相反。 （例如诸葛亮对司马懿所用的空城计）此句尚有另种解释：

  我不欲出而与敌决战，仅占领着某种地点，选择地形（画地意）而配备兵力，不设坚固

  的深沟高垒，而使敌不敢与我战，即不敢进击，是因我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具有战略上

  的要机，足以牵制敌军的行动，即现代兵学上所谓的战略侧面阵地。  

 

    本节要义，是由我知敌虚实，敌不知我虚实的结果。【画地而守之】为不构筑防御工事的

形容词。【乖】为背，不符，相反意。【所之】之字，为往，进意。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

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敌者，约矣。  
 

  故我示形（攻防之形，如佯攻，伪装工事等）于敌人，但非我的真形（真虚实），于是

  敌人误判于断，分散其兵力，而我的兵力却可集中；换言之：我的兵力能集中于一点而

  使用，敌的兵力非分散配置于十处或多处不可；这样，我便可以用十倍兵力攻击敌比我

  仅有其一倍兵力的一点，即形成我的兵力占优势，而敌的变为劣势，而能运用这种『以

  众系寡』的战法与敌作战，那就答易地战胜敌人了。  

 

     【约矣】约字有各种解释：（一)约是少数，即敌少数意；（二）约是节约，可以节约我

兵力； （三）约是要点，即攻击其要点； （四）约是敌方成为少数，而我方成为大多数等等。

但依编者的研究，约是简易或容易意，即说我以优势的兵力攻击劣势的敌军，那就可以容易地

战胜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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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

与战者，寡矣。  
 

  这是把前文稍做具体说明。例如我欲进而攻击敌地，为敌所不知道，（由我企图的秘密）

  敌因为不知道，乃左顾右盼，茫无头绪，到处分兵防备，陷防线于广泛与稀薄；这样，

  则准备与我战的敌军，在我军当面的兵力，就便成为寡弱了。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

无所不寡；寡者备人也，众者使人备己也。  
 

  敌人因不知我企图的结果，故对于兵力的运用，多备于前面，则后面的兵力陷于寡弱；

  多备于后面，则前面寡弱；多备于左，则右寡；多备于右，则左寡；弄至各方而皆备，

  则各方面皆寡。要之，这样寡弱者，是因自己失去主动地位，受敌所摆弄而多方防备的；

  反之，集中雄厚的兵力，立于主动地位者，可以使敌备我，依我的意志而指导战斗。  

 

日军违反孙子而致失败 

    日本军人在二次大战中，其胜利固由于抄袭孙子，而失败亦由于违反孙子，或误用孙子。

以他有限的兵力，除用以防卫本土外，还散布于中国大陆，南洋群岛及安南缅甸等地，其战场

之广，战线之长，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即他无所不攻，则无所不备，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故一遇盟军反攻，则无所不败。你看他在缅甸及瓜加林、塞班、关岛、帛琉、菲律滨、硫磺、

琉球等地的失败，其失败那么快，莫非由于兵力分弱。所以孙子的原则是不可违反的，违反必

失败。日本军人如再拿起孙子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能够预知何地为与敌必战的战场，又预知何日为与敌交战的时期，于是，在某地某日便

  可准备完成，这样，纵远往千里之外与敌会战，都可以『不殆』。  

 

    史记孙膑传载：『……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

大树白而书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能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

而俱发，庞涓果至斫树下，见白书，乃鑚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

这是孙膑知战地与战日，庞涓反之。  

 

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

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反之，不谙敌情，没有预知与敌会战的战场和时日，于是在某地某日毫无准备，仓皇地

  与敌会战，弄至敌人攻我右翼，则不能调左翼部队以相救；敌人攻我左翼，（亦可解为

  左翼趋往相救），则不能调右翼部队以相救；敌人攻我后面部队，则不能调前面部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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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救；敌人攻我前面部队，则不能调后面部队以相救（均因被截断)。何况部队之间远

  则隔离数十里，近则隔离数里么?（按古代战场上部队间距离很短）那当然不能协同动

  作，以相救援的。  

 

    与敌军（假想敌）交战的战场及时日的调查算定等，原在平时，已要准备完成；至出师后，

则更要搜索侦察，以求准确，自不待说。其次关于部队必须协同一致，方能制胜，古今不变。

又关于调兵相救一点，现代以有飞机、汽车、火车、兵舰等工具以供运输，即远在数百里，亦

可很快到达，已不同古代那样的迟滞了。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要之，胜败的决定，基于明了敌的虚实，极用兵之妙者，敌兵虽多，亦不成问题。故以

  我的观察，越国的兵力虽此我多，但使其多备，岂能胜我吗？  

 

     【吾】有书为吴。俱下平，同音。意义亦通。【越人之兵】吴越是世仇，这书，孙武为献

于吴王阖闾而作，故特提及，以期打动吴王。至可注意的：孙子自篇首至此，其间未用过一个

固有名词或一段史实，老子八十一章的全卷中，没有用过一个固有名词与史实，所以有人说：

老子是反历史主义者；孙子的文法酷似老子的很多，但自此后，却使用好几个固有名词。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依于上述，故可以说：胜利之事，倘若敌军不知我的虚实，当然可以由我造成，敌军纵

  怎么多，也可以使其不能发挥协同一致的作用（即敌不知战地战日，弄至『无所不备』

  之故）。  

 

    有人说：军形篇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乃说：『胜可为』，岂不是矛盾吗？不，

军形篇说：『不可为』，是指实的敌人，（只得待其自然生虚，然后击败之），这里说：『可

为』，乃指虚的越军，不知战地战日的越军，决不会矛盾的。总之，我们研究孙子学理，决不

可以词害意，作呆板的解释。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

知有余不足之处。  
 

  我与敌相对立，欲探知敌的虚实，约有四种方法：第一、先考究彼我的情况，战场及敌

  的当然行动，而推知利害得失；第二、渐渐与敌相见时，则用尽一切搜索侦察的手段，

  以看敌人对此所引起的动作，而判知其动静，即敌人有何种企图；第三、为准备与敌战

  斗，乃施以具体之形（配备） ，即作兵力的运用，这时乃努力侦察判断地形，以便明

  了那个地点为生死所分的重点；第四、这样还不足，则更试行小小冲突，以暴露敌的兵

  力、配置及企图，从而较量彼我兵力，以辨知我兵力，果是有余抑或末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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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策是占筮用的蓍草，转用为推定或推测意。这项是说对于彼我的情

况，战场及敌的当然行动等，作慎密考察后，以判定利害得失。  

 

以作战纲要为证 

    此项具有首先着手判断一般敌情的意义。作战纲要说：  

 

     『为期指挥适切，须不断判断状况。然状况判断，以「任务」为基础，综合「敌情，地形，

我军状态，及天候气象」等各种资料，而加以较量，积极决定「完成我任务」之有利方策。关

于敌情，尤其是「敌之企图」，虽然不易明了，然依军队自己搜集之情报，及由他方面所得之

各种资料，并与敌之国民性，编制，装备，惯用战法，指挥官之性格，敌军之特性，及当时之

作战能力等，综合研究，依战术上正当的著眼，由多方面判断敌人，可能之行动，更于其若干

可能之行动中，更进一步，考虑其「实现之公算较多」，及「与我之利害较切」之行动。则其

判断当不致大误。』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作是引起意，比推定更进一步；凭用直接搜索侦察的手段以引起敌

人对此的动作，又看敌人对此的处置，以判别其采取其种行动。  

 

    作战纲要说：『行搜索时，不问兵力之大小，须努力以积极手段，迅速达成其目的，但须

注意勿为敌之欺骗手段所惑为要。』且本项是指近距离搜索的，又如同书说：『近距离搜索，

乃为各级指挥官收集「战术上之部署及战斗指导」，接敌愈近，其搜索愈周密。此等搜索，以

骑兵及机械化部队为主，飞机为副，迨与敌接近，则各部队亦宜自行派遣斥候，或小部队，以

实施搜索，近距离搜索若能善用便衣侦探，以为补助，常可获得充分的效果。』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是战斗实施已迫的运用兵力，即所谓配备；死生之地，是辨别怎样

的地是死地，或生地，即胜败所分的重点。要之，这是就战斗前的搜索而说的，与作战纲要此

条相当，是：『战斗前之搜索，其主要目的在一使战斗部署适切，及尔后之战斗指导有利。』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角即角逐、角力的角。这项是凭战斗搜索，战斗实施，以得愈加

明了敌情，而应机使用适切的兵力。作战纲要说：『战斗间之搜索，继续战斗前之搜索行之。

其主要目的，在为「各部队之战斗实行及上级指挥尔后之战斗指导」求得必要之资料。又敌之

兵力及配备，常因「实行战斗」而暴露，有时更可依战斗，而得窥知敌军之企图，故须细心伺

察之。』  

   

   孙子以上所述，条理井然，实与现代的搜索顺序一致，其故由于古往今来的战斗经过，没

有多大差异。  

 

    吴子说：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

  分之一耳。夫勇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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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和孙子的论调一致的，即是说要经过策、作、形、角等，方可与敌会（合）战。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良将用兵臻于极致（神炒）之境，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形式（等于无形）；这样，纵

  是眼光精深的间谍，（亦有解为，深入我方的间谍)也无从窥知我的企图与虚实；纵是

  智慧超常的参谋，也无从发制我的奇谋。  

 

    【形兵】为向敌示我的兵形，即用兵，或运用军队作攻防的部署配备之意。  

 

    老子说：『明道若昧，夷道若颣，进道若退……广德若不足……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

象无形。 』  

 

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

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因敌之形，即因敌之虚实情形，以决定战法，而为部下兵众赢得胜利，但部下兵众却无

  从了解其所以然之理由，即不明为何得胜的理由；战后，一般人凭着战迹等等得知我以

  这种阵地、这种战法而制胜，至说到为何采取这种阵地战法，以制胜的理由，却没有一

  人能够知道。因为良将不把同一的战胜方法，做二三次的反覆使用，而是完全因着敌人

  千变万化之形，运用适切的战法以制胜。  

 
The general makes his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positions of the enemy and puts his 
hosts in motion； but the multitude cannot appreciate the general’s intention； they see 
the signs of victory, but they cannot discover the means. (C)  

 

     【措胜于众】措胜应解为决定战法，以取胜意。 【制胜】为制敌取胜，亦有解为制造胜

利意。 【应形无穷】是说因着敌人的无穷变化之形。原来战史、战略、战术及平时训练的诸原

则，诸法则与诸制式，不过死物而已，而能活用与否，就是名将与凡将之所由分。岳武穆氏说：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正此之谓。还有本节所谓『众不能知』及『人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皆因他们（众人)兵学知识及战争经验的不足。益以良将运用的机密巧妙和千变万化，那更足使

他们莫明其妙了。  

 

    鲁登道夫氏说：『凡为领袖者，不应为理论的试验所束缚，且尤不可抱一成不变之计划，

以为可以应敌。』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

流，兵因敌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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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兵力的运用，可取象（似）于水（水与兵是建立于同一的原理上)，盖水的性状避

  高处而向低处奔流，兵力的运用，亦在避敌之实而击其虚；又，水是因着地形的如何而

  成种种的流形；兵力的运用，也是因着敌情的如何而临机应变以制胜。  

 

哲理与水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喜欢用水以喻其哲理。除孙子外，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又说：『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悪，故几于道。』庄子说：『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为法也。』又说： 『水静则明，烛照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

人之心平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孔子说：『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又说：

『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不淈尽，似道；若

其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绰

约微达，似察；以出口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拆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大水必观焉 』

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 』又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性则

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所以每次用兵（每战）没有一定的形势，恰如水的性状没有一定的流形，能够因着敌情

  变化，运用兵力及战法以取胜利的将帅，叫做神明。  

 

    孙子为说明虚实，而以水的性状譬喻之，真是中肯而趣味之言。但从『因敌制胜』，与『因

敌变化』等句看来，似乎孙子放弃自己的主动地位，实则不然，孙子不是于本篇之始，以『致

人不致于人』为大前提，而定虚实的用法吗？足见依然以坚确的意志，实现自己的企图，绝不

放弃主动地位。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依于上述，兵力的运用，是变化无常，没有一定的，正像五行的运行。也没有那一种能

  够常胜的，即有胜必有负，木胜于土，却负于金；火胜于金，却负于水；土胜于水，却

  负于木；金胜于木，却负于火；水胜于火，却负于土；（因其如何配合，而生胜负）。

  又，好比春夏秋冬的四时，也是不断变动的，没有那一种能够经常停止于某一阶段；又，

  好比昼间有长时（夏长），也有短时（冬短），一月之中有死日，也有生日。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there is no settled precedence； the four seasons come and go； 
the days are long and short and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so in war, there is no fixity.)
（Ｃ）  

 

五行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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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无常胜】据北村佳逸于此曾附带下了这一个解说：『五行说，系从易经的深奥哲理

而派生的学说，附以迷信，更为奥妙，因为奥妙、神秘，所以从周末，便蔓延到战国，又从战

国而流传到汉代，一时代比一时代繁盛。迄至所谓阴阳家的异端学者出现，于周易之理，配以

历法，又加上自然现象以立说，一时风行，从之者荣，背之者衰，一直发展到算命（如人生的

寿夭、富贵、贫贱等）择日（如结婚、开张、旅行的吉日等），成为一家之说。其在日本，於

平安朝以後，極為隆盛，縱至今日仍有多少信仰者，尤其從事冒険事業的人如船員、投機家、

旅行家、政客至軍人等，其信仰的程度更強。』但孫子於此決不是提倡迷信的五行之說。  

 

生死考证 

     【月有死生】此句一般学者向注解为『月有盈虚』或『月有满时，亦有缺时。』这都是错

误的。它原为周历制中的二段，即死是『既死霸』，生是『既生霸』。据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说：

『周人月行四分制；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与近人之星期相类。』又据海宁王

静安先生遗书说：『余觉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

曰既死霸。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

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也；四曰既死霸，谓自二

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相对论辩证法 

  孙子在这里用『五行』，『四时』及『日月』等自然界的变化原理，又为相对原理（非绝对

的）来指示吾人的用兵，真是不朽之论。西方学者批评克劳塞维慈的名著战争论是『一贯地用

辉煌的辩证法写成』。而孙子写成这部杰作，我亦有同感，他日有暇，当作『孙子的辩证法』

一文。原来用兵有虚有实，有实有虚，没有绝对的虚，也没有绝对的实，要能变化制宜，不可

拘于一端。故知此而能以实击虚者，或以虚而使敌认为实者，必可取得灿烂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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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 奇正者为虚实之形 而奇正者体虚实者用也 

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 

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 

冲其虚 

 

兵形（象水） 

凡兵者 故善战者 进而不可御-攻其所必救 

   退而不可追-乖其所之    

避高而趋下-水因地而制流 

避实而击虚-兵因敌而制胜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致人 

 

不致人于（我 

  实而彼虚）  

故 

形人而 

我无形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则我专而敌分 

 

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

  矣 

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利之-能使敌 

  人自至者 

害之-能使敌 

  人不得至者 

行千里而不劳 

  者 行于无 

  人之地者 

攻而必取者攻 

  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 

  守其所不攻 

  也 

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 

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 

无所不备则无不寡 

寡者备人众者使人备已 

故 

 敌佚能劳之 

 饱能饥之 

 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 

 趋其所不意 

故 

 善攻者-敌不 

   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 

   知其所攻 

故 

 知战之地知战之日 

   千里会战 

 不知战地不知战日 

   左不能救右 

   右不能救左 

   前不能救后 

   后不能救前 

胜可为 敌虽众 可使无斗  故 

至于无形 

至于无声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形之而知生死之地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此转实为虚之

法 而致人之

术也 

 

致人之极致  故 

形兵之极者无形也 

深间不能窥 知者不能谋 为敌之司命 

因形而措胜于众 

战胜不复 

应形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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