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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孫 子 兵 法 證 明 共 軍 攻 臺 必 敗 
 

 孫子兵法是世界一部現存最古的兵書，也是世界一部最有價值的

兵經，它的價值，並不因時代的變化而消失，反如一顆明珠，永放光芒。

他所建立永久不朽的原則，順之者勝，逆之者敗，不特可用以說明過去

歷史上每一次戰爭的勝敗，即未來新戰爭的誰勝誰敗，亦可憑而推知。

十年前有人把它證明日軍侵華的必敗，也有人用它分析德軍攻蘇的必

敗，結果都應驗了。值茲共軍攻臺謠傳極盛之時，有許多人正在提心吊

膽臺灣將守不住，所以我便抽暇來寫這一篇蕪文。 

 

 日人過去很醉心孫子，其研究孫子之精，與著作之富，世界莫與

倫比，然所發動的侵華戰爭，其最初的勝利基於符合孫子，而最後的失

敗，則由於違反孫子。今日朱毛以至各級共軍將校雖亦研究孫子，運用

孫子，僥倖取勝於大陸，如欲玫臺，則非失敗不可，因為他攻臺的初步

經已失敗，同時又犯著孫子「不可攻」的原則。 

 

 朱毛向精於「用間」，對孫子所說的五間——因間，內間，反間，

死間，生間，過去莫不盡其利用之妙，且不「愛惜爵祿百金」，又「賞

莫重於間」。故在未戰之先，其間諜群己滿佈我內部，到處散佈謠言，

挑撥離間，竊取機密，所以往往弄至一接戰或未接戰，我軍便瓦解了。

朱毛今日能夠奪取了整個大陸，我想他必私心竊喜地說：「我用間成功

了，我得第五縱隊同志們的幫忙太大了。」可是他這次對臺的用間，卻

失敗得很慘，也可以說是他對臺進攻初步的失敗。在這一次用間上，他

卻弄到一個吳某當他的高級間諜，想欲把握著孫子所說：「昔殷之興也，

伊摯再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的原則，否料吳某被破案了，再有洪

某蔡某相繼破案，幾把所有共諜一網打盡，我想朱毛攻臺的三軍，將難

「所恃而動」吧！ 

 

 然而朱毛在史丹林的指揮之下，一為鞏固既得政權，二為完成征

服亞洲的迷夢，攻臺之舉，勢所難免。然而攻臺將是怎樣違反孫子的原

則，且讓我來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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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已知彼，知天知地為制勝的先決問題，共軍如攻臺，他對這四

個問題，因上述間諜的相繼破案決不會全知，極其量知其一半而已。正

如孫子說：「如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

可以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做知兵

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

乃可全。」然而共軍僅知其半，是沒有必勝把握的。尤以在地的方面，

我扼有臺灣海峽之險，如無優勢海空軍，絕難飛渡。在天的方面，臺灣

每年則有所謂七、八、九、十月的颱風季節，如今年颱風季節前不能進

攻，便要等待明年，明年此季節前不能進攻，又要等待大明年，這樣坐

失時機，必招致惡果無疑。倘若冒險進攻，一遇颱風，則恐未接戰而全

軍已葬身魚腹了。一 0 二八午元師遠征日本的慘敗，即因不知日本的天

時，當時元師數千艘戰船集中於日本的鷹島，鷹島原為颱風所常通過之

處，且潮流急激，宛如我們有臺灣海峽，正在準備向日本 

本土登陸時，適值七月之晦，颶風挾其暴雨而至，把元艦打得翻天覆地，

人馬漂流，十萬雄師，盡填惡海，不久元也亡了。至於拿破崙與希特勒

進攻莫斯科的失敗，也是因困於「冬將軍」，天時的難測有如此。 

 

 「守勢為最有利的作戰形式」，克勞塞維慈有此主張，孫子早有

指示，他說:「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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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日臺灣乃守勢作戰的最理想基地，且又無

守勢作戰的弱點——兵力劣勢，現我海空軍既比敵占優勢，即當面陸軍

亦占優勢（就共軍渡海的運輸力說），乃立於主動地位「致人」，即使

共軍自至，任我殲滅，那當可勝操左券。其次，敵的渡海來攻，更犯著

孫子幾個不能犯而必犯的原則，如惰歸、亂譁、遠勞與飢餓等，孫子說：

「是故朝氣銳，晝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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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飽待飢，

此治力者也。」共軍攻臺的最短距離為發自閩浙沿海基地，所乘的機帆

須經過十五至二十五小時的航行，在這漫長的航行中，除迭遭我海空軍

的轟擊，死者死外，其未死者，氣亦已頹喪（惰歸），加以舟小顛撲於

驚濤駭浪之中，身心疲勞，又因昏船嘔吐，不思飲食而陷於飢餓，上岸

時混亂不堪，或發生譁變，（或未動程時已發生譁變，如最近廈門有共

軍兩團為怕驅其渡海攻臺，便譁變了）像這樣的軍隊，已變為疲兵病兵，

是不能戰的，戰則必敗。反之。我軍則為「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

治待亂，以靜待譁，」「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那有不打

勝仗的道理。過去日俄之戰，東鄉元帥於對馬海峽，大敗由波羅的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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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俄國艦隊，於戰後道其致勝之理說：「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已

可想見。 

 

     又，共軍的攻臺將無糧可因，因我必實行空室清野，而陷敵於如

孫子所說：「軍無糧食則亡」。再，共軍的攻臺，亦等於「攻城」。孫

子說：「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因今日臺灣已成為堡壘化，儼如一座鋼城，

敵如來攻，適等「以卵投瑕」，不祗殺其三分之一，必殺其全數，不祇

成為朱毛的小災，且成為大災，由此趨於滅亡。 

 

 還有：我軍對共軍的侵入作戰，更可發揮「常蛇戰」的優點，孫

子說：「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這就是說，倘若共軍攻我基隆，

則遠在高雄之兵，朝發夕至，攻我高雄，則基隆之兵亦然，攻我臺中，

則高雄基隆之兵俱至，推而至於到處被攻，亦莫不然。即由我具有鐵路

與公路交通便利的優點。何況我守臺之兵，又是孫子所說:「死地則戰」，

「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鬥」的哀兵。 

 

     孫子的原則將在臺灣的攻防戰上得到顛仆不破的證明了。本來朱

毛以賣身投靠為榮，已將所有國粹摧毀以盡，但他卻不敢輕視孫子，尤

其摧毀不了孫子不朽的原則。依於上述，可見朱毛如攻臺，勢必慘敗，

其逃不出孫子的原則，正如當年德日逃不出孫子的原則。然而他卻遲遲

未取動手，也許因準備未週。但孫子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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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力殫貨，則諸侯

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所以朱毛攻臺固敗，不攻臺

亦敗，我們且正視著吧！                             

 

        三九、六、十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