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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向阳

两千多年历久弥灿

战争因政治而“生”，战争是
政治斗争最激烈的表现形式，也
是政治斗争最后的手段。1832年，
在遥远的亚欧大陆西侧，西方近
代军事理论鼻祖——— 克劳塞维
茨的《战争论》诞生了，它被誉为
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
书中揭示了战争从属于政治的
根本性质，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
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不谋而合的
是，早于《战争论》2300年前，东方
的孙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
不过没有使用“政治”这一现代
术语。

孙子提出的“道”即现代概
念的政治。对于战争胜负，孙子
不是单纯从“攻战”的角度寻求，
而是从国家政治这个大的视野
中探求其规律。

孙子认为战争是为了“安国
保民”“安国全军”，是“修道而保
法”“自保而全胜”。可以说，安国
全军之道是战略指导原则，而安
国保民则是其军事战略的目的。
战略制胜的多种因素中，以“道”
为首要因素，孙子看到了政治对
战略目的的决定性作用。他深刻
认识到战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
关系，战争从属于政治，其目的
不是为了攻伐，而是为实现安国
保民的最终目的。所以，它必须
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

克劳塞维茨说过：“各个时
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两千多
年来，风云变幻，战争形态从冷
兵器、火器到机械化时代；如今，
武器的智能化、无人化、精确化
程度越来越高；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得信息战和心理战也成为现
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的
发展对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折
射出制胜机理的新变化。站在新
世纪的地平线上，古老的理论是
否过时了？

梁娟娟认为：“两千多年来，
历久弥灿。《孙子兵法》的生命力
在于超越了战争具象形态本身，
提出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规律性总结，这些规律有一些适
合于冷兵器时代，有一些则超越
了时代，比如他的全胜战略、慎
战思想。虽然人类进入现代社
会，但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如
何应对这种局面？孙子认为通过
伐谋伐交，以智克力是一个非常
好的手段、非常高的目标。不战
屈人之兵，令人屈服的是实力，
因此孙子重视智慧更重实力，不
但讲谋略还要讲实力建设，所以
他提出一个先胜思想，先为不可

胜。如何在复杂局面中立于不败
之地呢？只有强大了才能应对可
能出现的问题，才能胜于易胜，
所有战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由易胜到全胜，易胜的极致
就是全胜。”此外，《孙子兵法》之
所以价值恒远，还因为其中的战
略、战术思想超越时代、超越战
争领域，被广泛应用到外交、企
业管理、商业等领域。

“慎战”也要敢于亮剑

孙子久经沙场，但是并不好
战，他在战争问题上保持着非常
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孙子兵法》
虽是讲战争之道，但其中没有一
丝一毫逞强斗勇的气息。基于战
争极大的破坏性与风险性，时时
处处都不忘记兵凶战危，孙子反
复提醒，对待战争手段，要慎之
又慎。

梁娟娟认为：“孙子的战争
观在《孙子兵法》首篇《计篇》中
就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战争关系着军民的生死、国
家的存亡，而且要消耗大量的财
力物力，以及攻城野战带来的巨
大伤害，‘凡兴师十万，出征千
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
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
事者，七十万家’，所以孙子反对
轻易用兵。他特别强调君主将领
对战争要慎重从事，多次提醒明
主和良将要‘虑之’‘修之’‘慎
之’‘警之’。并指出：‘主不可以
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应切实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
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
合于利而止”。他警告战争指导
者不可感情用事，轻率决定战争
行动，而是到了国家生死存亡关
头，不得已而战。这就是后世所
谓‘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思想。”

“不过，慎战不是怯战，更不是不
战，而是以善战为保证，关键时

刻更要敢于‘亮剑’。”她说。
“兵者诡道”，孙子的“权变”

思想注重灵活、变通的战争策
略。他认为“兵无常形”，战争的
特点是变化多端，只有认识了战
争的多变性，才能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战术，以变制变。

如何实施“诡道”这一原则，
《孙子兵法》将其表述为十二种
方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
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通过真真假假隐蔽
企图，奇奇正正变幻莫测，迷惑
敌人不知我方底细，以实现军事
行动的突然性，达到“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的战争效果。

有人把“诡道”片面理解成
诡计显然是偏颇的，在孙子看
来，战争形势千变万化，一切都
处于变化之中，具有强烈的不确
定性。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敌情或
条件，确定自己灵活的对策。

知彼知己兵贵神速

“知胜”思想也是孙子兵学
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指未战先胜
的科学决策方法，“知胜”的智慧
在于通过周密筹划对战争进行
前瞻性的决断和准备。

梁娟娟告诉记者：“《孙子兵
法·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
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
胜者，得算少也。’‘庙算’属于战
略层面，充分体现了孙子的军事
预测思想。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
就是‘五事七计’，通过敌我双方
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度五
个方面的综合比较，来探讨战争
胜负的情形。‘故校之以计，而索
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
胜负矣。’分析比较‘五事’和‘七
计’，就是通过战略比较，探索战
争胜负的规律情势，对各种可能
出现的情况进行动态评估，进行
战略预测。”既要精算敌我兵力
对比、战力强弱、物资补给等战
争硬实力，也要衡量敌我战争道
义、天时地利、将帅素质等战争
软实力。

梁娟娟认为，“知彼知己”和
“知天知地”属于战术层面。《孙
子兵法·谋攻篇》言：“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
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
殆。”孙子深知信息的重要性，他
强调通过使用间谍刺探对方的

“五事七计”，“必先知其守将、左
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等
等。同时，还要充分了解自己的

情况，更好地避实击虚。孙子所
言战争中的“知”是一个全面的
信息体系，不仅包括敌我双方的
情况，还包括天地、主客等诸多
内容。所以有：“知彼知己，胜乃
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兵贵速，不贵久’的速胜
思想也是孙武的核心战略思想
之一。战争消耗的人力、财力、物
力数量惊人。对国计民生来说，
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战争一旦旷
日持久，各种问题会纷至沓来，
使国家和民众陷于被动。‘久则
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
则国用不足’，也就是说，长时间
的战争会使军队战斗力下降，消
耗大量国力。更有甚者，可能会
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
者，不能善其后矣’的严重后果。
为避免出现这一不可挽回的局
面，孙子认为缩短战争进程、进
攻速胜至关重要。”梁娟娟说。

为了圆满实现速战速决这
一战略意图，孙子主张在采取军
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
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
态，达到“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运动
性，“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
人，使自己始终保持主动地位，
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
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
阴，动如雷震。”就是说，军队快
速行动时如飓风，舒缓行进如森
林般井然有序，攻击如烈火，防
守如山岳岿然不动，隐蔽如阴云
遮盖，行动如雷霆万钧。三是要
做到隐蔽性，使敌人无从窥知我
方的真实作战意图，从而确保我
方速战速决。孙子认为，只要在
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
然、机动，就能够速战速决，出奇
制胜。

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人们追求和平，但世界
并不安宁，战争的阴霾不时笼罩
着人类。

“孙子指出：‘百战百胜非善
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认为‘百战百胜’并
非用兵的上乘境界，战争毕竟是
一种暴力行为，只要有交战就会
有损伤。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以非
暴力手段达成战略目的，以求兵
不血刃取得胜利，即‘不战而屈
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上兵伐
谋，其次伐交’是达到‘全胜’的
两大手段。”梁娟娟说。

她认为，所谓“伐谋”就是
“伐其始谋”，在对方刚有用兵企
图的时候，就将其用兵想法扼杀
在萌芽中，如墨子止楚攻宋；所
谓“伐交”，就是伐其盟国，也引

申为用外交等多种怀柔的手段
“化干戈为玉帛”，达到迫使对方
放弃用兵计划的目的，如范昭使
齐。“伐谋”“伐交”是充分运用全
方位手段争取不诉诸兵刃而达
成战略目的，是上等的用兵方
略。当然，这是战争的理想境界，
孙子并不是只追求理想，只讲

“全胜”不讲“战胜”。迫不得已就
要交战，就要“伐兵”、“攻城”。在
不得已而用兵作战的情况下，他
也强调考虑战争成本，尽可能减
少损失，用最小代价赢得大的胜
利，实现“破中求全”。

实际上，古今中外“不战”莫
不以“能战”为基础。孙子追求

“不战”的和平理念，与“善战”的
谋略，在他身上得到了辩证统
一。所以主张尽可能减轻战争的
消耗与损伤，不战而胜，正是孙
子伟大品格的体现。

梁娟娟说：“战争的目的是
什么？就是为了制止战争，就像
祖先给孙武取的名字一样，止戈
为武，即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
的‘武’。孙武是真正伟大的军事
家，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战
争的过程，而是为了巩固战果，
为了铸剑为犁，缔造和平之盾。
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孙子兵
法》是为了克敌制胜，尽可能减
轻战争的消耗与损伤，比如速
胜、因粮于敌、全胜等思想都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战争的
思考超出了战争本身，带着对人
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在战争观上，儒家主张仁义
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先秦
诸子的智慧影响了中国传统兵
学，使它具有了深沉的人道情
怀，这种精神从2500多年前就贯
穿于其基因之中。《孙子兵法》所
遵循的“仁义”“厚德”“爱民”等
观念是“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精神的体现，它将战争纳入“礼、
义”的轨道，其蕴含的崇尚王道、
仁义爱民的思想与儒学思想正
相符合，可谓文武之道，相得益
彰，成为齐鲁大地上两颗相映生
辉的明珠。

1772年，在法王路易十五的
国务大臣伯林授意下，法国神
父、汉学家阿米奥特的法文译本

《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在巴黎出
版，1782年再版，巴黎一度盛行

“孙子热”。据说，拿破仑读到《孙
子兵法》，惊叹中国人高超的智
慧，由此了解中国。1817年夏季的
一天，曾经访华的英国外交官阿
美士德来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
拿岛，与被流放在此的拿破仑讨
论对华战争的问题。“中国是一
头沉睡的东方雄师，一旦醒来，
必将会震惊世界！”拿破仑·波拿
巴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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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民民““中中国国孙孙子子兵兵法法城城””。。记记者者 李李海海涛涛 摄摄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

山东孙子研究会常务理事梁娟娟。

止戈为武，自古知兵非好战

《孙子兵法》之所以流传2500多年而历久弥新，是因
为其中所蕴藏的高超智慧、深邃思想跨越了时代的局
限，其思维的哲学意涵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在战争之
外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广为运用。《孙子兵法》所蕴含
的“不战”“全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历经千年融会
于中华兵学的精神血脉之中，体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
情怀。

【齐鲁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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