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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論 

中國是一個兵學的國度，也是世界兵學的源頭。自春秋「兵經」─《孫

子兵法》問世後，存世、存目兵書凡三千餘部 1，可謂卷帙浩繁，洋洋大觀。

而宋朝可說是中國兵學發展承前啟後的分水嶺，因宋仁宗經多次戰爭失敗

的教訓，並在眾大臣屢屢論諫下，於是決心編撰《武經總要》及校刊《武

經七書》，以達「尚武宣揚軍威，設營整頓軍旅」的目的。其中《武經總

要》的前集廿卷內對前代的軍事理論則多摘錄《武經七書》中之《孫子》、

《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和《六韜》等先秦諸子之軍事思想著作，

再加以綜合歸納而成。顯見先秦兵書在中國武學的地位上佔有很大的份

量，特別是《孫子兵法》可說對後世兵學發展影響最大2。 

《孫子》一書是孫武針對春秋期間諸侯爭霸、兼併戰爭頻繁的現實，

而為解決此一攸關國家生存與百姓福祉時代課題，所提出的一帖良方。戰

爭的遂行是敵我雙方經濟、政治、軍事、心理等諸因素與條件的對抗。戰

爭的決策者與指揮者，必須對戰爭要素（戰力項目）做仔細且全般的評估；

這場戰爭該不該打（戰爭認知）？能不能打（戰略評估）？怎麼打（戰術

作為）？以及作戰中敵我情勢的消長（治軍要領），都要進行審慎謀劃、

評估，只有進行科學的分析、準確的判斷，才能制定出正確的行動方略。 

《孫子》十三篇中，第一篇到第三篇，是論述對戰爭課題的基本認知，

它從「全國全軍」（〈火攻〉）的角度來考量處理戰爭課題。三篇綜合起來

看，是論述戰爭決策，戰爭指導的作為。第四篇到第十二篇，是論述處理

戰爭、指揮作戰的基本原理與行動方法及對敵戰術運用之原則等。第十三

篇，則是戰爭原理與原則之前提的揭示。全書，可謂包涵了孫子對戰爭的

認知及其戰略之思想、戰術之思想及治軍之思想等等。 

 

                                                 
1 褚良才：〈武經總要─最早的軍事百科全書〉，《人間福報》，第 10 版，2001 年 5 月 11
日。 

2 龔留柱：《武學經典─孫子兵法與中國文化》。大陸：河南大學出版，1995 年 6 月，
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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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爭認知方面： 

春秋時代，諸侯爭戰頻繁，列國局勢動盪。孫子從歷史經驗和親身體

驗中，看到戰爭帶給民眾太多的苦難，所以，他把「安國全軍」（〈火攻〉）

列為對戰爭課題處理的最高指導原則。十三篇裡的論述，均在強調將帥應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地形〉）的行動準則，始終抱持不戰或義戰

的態度，而此一過程即是「慎戰」的軍事思想。 

孫子基本原則是主張「不戰」非常明顯，他在《孫子‧火攻》內明確

指出：「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他呼籲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及百姓的幸福安康，絕對不要輕啟戰端。他更告誡那些力圖爭霸中原的諸

侯國說：「夫兵久而國之利者，未之有也。」（〈作戰〉）他指出連年征戰

荒廢農耕，長此以往，必導致社會民生建設的凋敝。因孫子深刻體認了戰

爭與經濟的關係。戰爭的遂行須靠物質作後盾，所謂「馳車千駟，革車千

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

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作戰〉）。反之，若沒有這些物質和經

費作後盾，那戰爭必然危害著人民的產財和生活。孫子指出：「內外騷動，

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國之貧於帥者遠輸，遠輸

則百姓貧。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作戰〉），也都說明戰爭對

人民造成不利的影響。 

孫子同時主張不合義理的事由不戰，〈火攻〉篇云：「主不可以怒而興

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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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

安國全軍之道也。」這是孫子所提出之不可無端興兵的警語，完全呼應了

他〈計〉篇所云：「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的戰爭認知。孟昭武認為「察」字含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不輕

言用兵，以免樹立敵國自取滅亡；二是不忽略武備，以免野心國有機可乘

3。 

就「察」的第一個方面的意義來說，孫子對戰爭的認知是「非危不戰」，

他反對以不合義理的事由興兵征伐，僅有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才

                                                 
3 孟昭武：《戰爭學通論》。台北：上海印刷廠，１９６７年９月，頁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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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也就是戰與不戰的大前提是「反侵略」。他說：「兵之情，圍則禦，不

得已則鬥」（〈九地〉），「反侵略」是為了維護本國百姓的身家性命與財產

不受到他國的兼併，這是迫不得已而戰。這是孫子所信奉的信條，「進不

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他認為，「戰」

如對社稷與百姓有益，就要勇於面對，這是將帥無可逃避的責任。 

就「察」的第二個方面的意義來說，就是不忽略武備以免諸侯「乘弊

而起」（〈作戰〉），這是「慎戰」的思想，他非常重視國防，他要大家提

高警覺加強戒備，他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

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他完全表達了「國防」是國家安全的基石

的這樣一個理念，這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以民眾福祉為優先」的前瞻

考量，也是「兵者，國之大事也」（〈計〉）的呼籲，由此可知其對「國防」

所持的嚴肅態度。 

孫子認為國防建設不可偏廢，他強調要「信已之私」（〈九地〉），以使

國家遭受侵凌必不得已而戰時，可挺身「為義而戰」。他指出：「夫王霸之

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

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九地〉）這是為實現「安國全軍」而「好勇」，是「心中仁，行中義」（《司

馬法‧位嚴》）的表現，也是孫子「唯民是保」（〈九地〉）的義戰思想的

彰顯。 

孫子對戰爭的認知可說是由安國全軍的「不戰」到唯民是保的「義戰」，

此一進程充分表達了「慎戰」的思想。 

二、戰略思想方面： 

《孫子》是一部戰略學著作，孫子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九變〉）這句話表達了深遠的戰略意涵，就是「先勝」與「全勝」。戰

略，係指導戰爭全局的總方略，即指導如何「建立力量」，俾為奪取所望

目標建立最大成功公算與創造有利效果的作為4。《孫子》提出了明確的戰

略概念－「廟算」。孫子的「廟算」論，具體地指導如何去「安國全軍」（〈火

                                                 
4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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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如「五事七計」（〈計〉）的全局擘劃、「不戰而屈人之兵」（〈謀攻〉）

的止戰謀略、「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地形〉）的指揮部署等，都是戰

略指導之思想。 

《孫子》的戰略思想，可說是超出了軍事戰略的範疇，含蓋了政治戰

略在內。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謀攻〉）、「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

人之城非攻也」（〈謀攻〉）等，都是政治作戰的範疇，以及「必以全爭於

天下」（〈謀攻〉）的戰略思想。「全爭」就包括了政治的、軍事的、經濟

的、外交的、文化的、科技的等各種爭鬥作為上的對抗。 

孫子說：「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地形〉）。「知」，是一切戰法的先

導和前提；先知而後戰，這是作戰指導的要求。舉凡「知天知地」、「處軍

相敵」、「料敵制勝」、「上智為間」、「五問俱起」、「知諸侯之謀」、「順詳敵

意」等等，都是落實「先勝全勝」的作為，這是「全爭」的重要措施。  

戰略作為，就是要在作戰之前立於「先勝」的地位。孫子的戰略思維

完完全全反映在「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謀攻〉）的理論和「致人而不

致於人」的指導作為上。孫子重視主觀且努力所建立的力量，如「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形〉），又如「立於不

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形〉），「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九變〉），這些都說明靠自己努力的經營，才能真正達到防患未然的效

果。 

知彼與知己是併重的，知己不易，知彼則更難。孫子認為「不知敵之

情者，不仁之至也」（〈用間〉），就是強調「先知」的重要性。因為先知

是先算的前提，先算又是先勝的前提，這先知→先算→先勝，是戰略作為

不變的步驟。這完全是孫子所言之「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形〉）的作為，

唯有先知、先計，才能先勝於敵，達到「立於不敗之地」（〈形〉）的目的。

這一點，永遠是軍事科學的真理。 

戰略作為是「先為不可勝」（〈形〉），先為不可勝有賴「先算」，先算，

除了要「校之以計」（〈計〉）外，還要以「度、量、數、稱、勝」（〈形〉）

的算數程序，依據國家防衛的需要有計劃的籌建國防武力。只有有計劃進

行兵力整建，才能在作戰時能「立於不敗之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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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論述戰略作為除了要「先知」與「先算」外，還要「全面」而「整

體」，他把戰略諸要素所形成的「全面」，稱作「形」；又把「整體」的適

當運用和發揮，稱作「勢」。「形」與「勢」概括了戰略的全部思維。「形」

乃「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形〉），它是全面經營戰力的最佳部署；「勢」

乃「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勢〉），它是整體戰力運用的高度發揮。「形」

與「勢」的密切配合，即可達到「全勝」的境地。 

孫子極重視「形」與「勢」，也就是戰略作為應考量「全面」與「整體」。

1、就「全面」經營來說，他提出了「道」（治道）、「天」（天時）、「地」（地

利）、「將」（將帥）、「法」（法治）等五個要素為國力基礎的戰略思想。這

五事之中，孫子認為政治因素是決定戰爭取決的首要因素，即「道」。並

指出「主孰有道」對戰爭勝負將有關鍵影響，強調「有道」的戰爭，才是

正義的戰爭，因此，唯有「修道而保法」（〈形〉）才能真正厚植國力。2、

就「整體」運作來說，他認為戰略作為應當放在爭取長遠的優勢上面，他

提出以「伐謀」為上策，或以「伐交」為優先的考量，以達「不戰而屈人

之兵」的「全勝」目標。「不戰而屈人之兵」（〈謀攻〉）是全勝的戰略思

想，戰爭是政治的手段，要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只有綜合運用政治、外

交和武力威懾等鬥爭手段，迫使敵國放棄戰爭，降低戰爭的破壞，以收「兵

不頓，而利可全」（〈謀攻〉）戰果，實現「自保而全勝」（〈形〉）的理想

戰爭結局。 

三、戰術思想方面： 

「戰術」，在現今的定義是，在戰場或預想戰場及其附近，運用戰力以

創造有利狀況來支持野戰戰略的藝術，俾在爭取作戰目標或從事決戰時，

能獲有最大成功公算與有利效果 5。戰術涵蓋的範圍，在空間上，是戰場上

用兵的方略；在時間上，是作戰發起日以後行動的策劃；在兵數上，是「常

數」的運用。超過這些涵蓋，將凌駕至戰略乃至政略的範疇6。 

戰術為戰略之實踐，並要為戰鬥創造有利態勢，增大戰鬥效果7。戰場

                                                 
5 陸總部編《作戰要綱》。桃園：陸總部印頒，1990 年 6 月，頁 6─106。 
6 蕭西清：《戰爭策略》。台北：中華書局，1962 年 5 月，頁 230。 
7 國防部編《領袖 蔣公教戰訓詞精要》。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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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軍交戰，流血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戰術的最基本目的或最高要求，就

是殲滅敵人。戰術思想包含了「爭取主動」、「攻勢速決」、「機動打擊」、「保

持彈性」、「先制奇襲」及「發揮優勢」等等。 

先談「爭取主動」，孫子說：「我不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

之也」（〈虛實〉），講的就是作戰要爭取主動。主動，運用利害來誘敵迫

敵，使其喪失行動自由，而追隨我方意志與行動，使我方佔盡先機在知彼

知己的基礎上，積極地去打擊、牽制和支配敵人，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盡

量避免被動，就是「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的戰術思想。爭取主動，

避免被動，可達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虛實〉）效益。 

「先處」，可使敵「形人」；「後處」，我將無法「無形」。「先處」，可使

我方之優勢獲得完整之發揮，以我之「逸」待敵之「勞」。能以逸待勞，

就可為「為敵之司命」（〈虛實〉）了。 

再談「攻勢速決」，敵軍弱點難期長久存在，當一旦發現敵軍弱點，即

須以絕對優勢之兵力迅速指向此一弱點而攻擊之，以期及早結束戰局，確

保我軍爾後行動之自由，此即「攻勢速決」之思想8。速決之基礎，即在於

前述之爭取主動以先發制人，陷敵於被動。故作戰初動應以最大壓力猝然

加諸於敵人，使敵倉皇混亂，喪失戰鬥意志而就殲。 

用兵作戰，先發制人貴速，主動攻擊貴速，捕捉戰機貴速9。孫子的戰

術思想強調「兵貴神速」，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求速戰速決，他說：「未睹巧

之久也」（〈作戰〉）。只有速戰才能取得作戰之利；戰爭持久，必然耗費

巨大，帶來嚴重的後果。 

接著談「機動打擊」的戰術思想。孫子在〈軍爭〉篇指出：「故兵以詐

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這是機動作戰的思想。機動作戰，主在要

求指揮官之思維與指揮要機動靈活，不拘泥於制式法則，充分保有主動與

彈性；次依部隊之迅速分合，創造有利態勢；適時輔以優勢兵力指向敵之

弱點，且發揮之。而前述之「速」，則為機動作戰之基礎，神速之行動常

                                                 
8 陸總部編《作戰要綱》。桃園：陸總部印頒，1990 年 6 月，頁 10。 
9 普穎華編《孫子兵法》。台北：昭文社出版，2000 年 3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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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敵意表，彌補我軍戰力之劣勢10。 

機動，就把軍事戰力移至最緊要的位置，為察機、握機、創機而動，

以形成有力的佈局。由於戰場狀況瞬息萬變，將帥必須遵循「戰道」而「治

變」，在作戰當中必有機斷處置之作為。如「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形〉），再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勢〉），都是說明部隊具

有機動性，便不致失敗。 

孫子同時強調，要根據敵情變化而機動權變，有分有合來運用兵力，

且要分得適當，分得恰好。這分得適當、恰好，就是在捕捉戰機，以創造

某一時空的戰力優勢，以殲滅敵人。他說：「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

神」（〈虛實〉），這便是以「利」為考慮原則的機動應變思想。 

機動作戰的特性是「主動」與「速度」。「主動」，可創造戰機，擊滅敵

人，其乃機動作戰之首要考量。「速度」，則是機動作戰之靈魂，因其可促

成優勢與奇襲之效果。而速度之爭取，其要項概有指揮速度、部隊運動速

度、打擊速度及戰力整備速度等。 

再接著談「保持彈性」的戰術思想，孫子指出：「故將通于九變之利，

知用兵矣。」（〈九變〉）在戰場上保持彈性作為，乃是為了掌握戰局中時

空因素的變化。因戰場中常出現偶發狀況與不意之戰機，惟有在指導與部

署上保持彈性，方能臨機肆應。 

唯有時時保持彈性，戰術作為方能臻於完美，達到戰爭藝術化的要求。

孫子說：「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

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以制勝之

形」（〈虛實〉）這是說戰爭中一切的因素，無論人、地、物、時，尤其是

敵情變化，都要加以洞悉，並做最至當的處置。所謂「準則之運用，須適

應狀況而靈活變化⋯⋯拘泥形式，是所不許。」11就是彈性的真諦。 

接著再談「先制奇襲」的戰術思想，奇襲乃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計〉），使敵驚慌失措，不惶應付；即使敵之一切計劃與準備均毀於未

                                                 
10 陸總部編《作戰要綱》。桃園：陸總部印頒，1990 年 6 月，第一章頁 10。 
11 陸總部編《國軍教戰總則》。桃園：陸總部印頒，1990 年 6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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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迫其步入潰敗之境地。這也就是孫子所說：「凡戰者，以正合，

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勢〉）所以，「出敵

不意，才算『奇』；使敵措手不及，才算是『襲』。」12 

用兵作戰之常法為正，變法為奇，制勝之道即在於「出奇」。孫子指出

「戰勢不過奇正」（〈勢〉），在作戰規律上，是「以正合，以奇勝」。所以，

兩軍相爭最當運用是「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之計。表面上是把「迂」、「患」

留給自己，而把「直」、「利」讓給對手，實際上是要促使敵人犯錯誤，這

就是「奇襲」。奇襲，就是運用詭道以誘敵欺敵誤敵，使其暴露出弱點，

於是我方就能以「秘密」、「神速」的行動，適時的「出奇不意」、「攻其無

備」，而「勝於易勝」。 

軍事行動的迅速且突然，即是乘虛擊敵、以十擊一的最佳作為。所以，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九地〉）等等，都屬於此類戰法。特別是「出其所必趨」（〈虛實〉）、「攻

其所必救」（〈虛實〉），即出擊、攻打對方的要害。「奇襲」，更有賴軍事

行動的保密。「兵者，⋯⋯詭道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計〉），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

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虛實〉），都是講嚴守秘密，

隱蔽意圖，使敵莫測。 

最後談孫子的「發揮優勢」的戰術思想，《孫子‧謀攻》指出：「識眾

寡之用者勝」。「眾寡之用」即為優勢作為，它是講集中兵力、節約配置兵

力的問題。「集中」，乃是在一定時間、空間內，將最大戰力置於決勝點上

（決戰方面）；發揮我全面或局部之優勢，對敵行一決定性之打擊。「節

約」，乃是在非決戰方面部署較少之兵力，期使決戰方面澈底形成優勢以

完成作戰任務13。 

優勢是在軍力對比上要造成「以鎰稱銖」（〈形〉）的絕對優勢，以「并

力向敵」（〈九地〉），避免四面分散出擊。孫子說：「我專為一，敵分為十，

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

                                                 
12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285。 
13 陸總部編《作戰要綱》。桃園：陸總部印頒，1990 年 6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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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軍隊作戰不能失去優勢，尤其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更應設法分

散敵人兵力，使我兵力集中，即可從局部上形成「以眾擊寡」的優勢，再

予敵各個擊破。 

孫子也強調優勢作為有賴各部隊協調合作的高度發揮，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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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他用「蛇」來比喻戰爭的整體（全局），

以首、中、尾比喻戰爭的各個局部；任何一部遭到敵人的攻擊，則各部隊

均應主動去支援（集中），以共同完成作戰任務，就是優勢作為。 

優勢作為中的集中有賴指揮掌握確實來達成，孫子在〈軍爭〉提出「言

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耳目

也。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人之法也。」他

指出用兵作戰必須使部隊適時納入掌握，此一作為就是集中，亦是優勢作

為之方式之一。 

集中，有時是有計劃的分散部署，來隔離敵人的兵力，使敵前後不相

及，眾寡不相恃，此時我方就可在決勝點上形成「我專而敵分」（〈虛實〉）

的局部優勢，而以十擊一，以鎰稱銖。 

孫子指出集中的優勢作為可對敵實施猝然之攻擊。當我方處於劣勢

時，「集中」更可造成避敵之實，擊敵之虛的效果，並以「藏於九地之下」

的方式，守中有攻，以創造「動於九天之上」機勢，形成「以石擊卵」的

優勢。 

四、治軍思想方面： 

古人嘗云：「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軍隊的指揮官平日勤訓精練

部隊，且用最嚴格的紀律與訓練標準來要求所屬部隊，為的就是要在戰場

上求得勝利。因嚴格的軍紀與訓練，在戰時會轉換成堅強的戰鬥力，迅速

而果決的完成上級交付的各種艱難任務。另外，軍隊也是國家遂行政治目

的的手段，是合法可使用暴力的武裝團體，如果失去軍紀的約束或規範，

那便無異土匪強盜，根本無法完成國家託付的使命。 

所謂：「天下強兵在將」。要完成國家目標有賴精實之部隊與卓越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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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孫子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

攻〉）為將者當以「智、信、仁、勇、嚴」（〈計〉）武德修身，具備「能

知」、「能算」、「能慮」、「料敵」、「通變」、「帶兵」、「用眾」及活用地形的

能力。孫子指出「幹部決定一切」，〈九地〉篇云：「聚三軍之眾，投之于

險，此之謂將軍之事也。」從這可看出他期許將帥應有超高的專業涵養。 

如果將帥的指揮能力有所欠缺，作戰時部隊就會出現「走、弛、陷、

崩、亂、北」（〈地形〉）等六種情況，那麼一定會打敗仗。因此，將領要

多做「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的功夫，以便懂得領導統御。他說：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裡，不可不察。」（〈九地〉）又說：「兵

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及「投之亡地然

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九地〉）「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九

地〉）。這些都是部隊在戰場上的心理狀態，作戰指揮官不能不了解。 

在軍隊的教育訓練上，孫子指出：「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行軍〉）「文」，是教育訓練；「武」，是法治紀律。孫子認為，只有精實

之訓練與嚴明之紀律，才能成為剛鐵雄師。他說：「令素行以教其民，則

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行軍〉）

這表示，教育訓練平日不落實，紀律也廢弛，那戰時就很難發揮戰力。孫

子同時提醒說：「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

可用也。」（〈地形〉）前面雖說要「與眾相得」，但不能沒有原則的當濫

好人，否則戰力仍是無法發揮。 

總結來說，《孫子》對後世影響是深遠的，其十三篇內容的思想內涵及

理論是嚴謹而縝密的。其主旨首尾一貫，結構井然有序，對戰爭認知、戰

略思想及戰術思想都有精闢的論點，也受到了歷代兵家的推崇與服膺。從

研究戰爭、發現戰爭規律，孫子歸納出「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

勝乃可全」（〈地形〉）的至理名言。唐代君主李世民和戰將李靖問兵法時，

曾稱讚說：「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

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孫子》不僅在中國被奉為兵學經典，為歷代兵家所推崇，而且在世

界上也被譽為「兵學聖典」。如《孫子》在初唐時傳到日本，日本人即推

之為「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鼻祖」或「世界第一兵書」等。日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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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各種兵法、兵書都淵源於《孫子》。在歐洲也是一樣，據說拿破崙在

戰爭中即經常性的閱讀《孫子》。另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德皇威廉第

二，在作戰失利後讀到《孫子》更感嘆的說：「可惜廿年前沒有看到這本

書，真是遺憾。」 

據不全的統計《孫子》現有日、英、法、德、俄、朝鮮、越南和希伯

萊語等數十種文譯本流行於世。在當今世界上，不僅軍事家研究《孫子》，

而且哲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等，也在研究《孫子》。《孫子》是中國的，

亦是世界的；不僅是古代第一等兵書，即便在當今它仍有其他重要價值。 

《孫子》一書，最大的特色即是以辯證思維論述敵我雙方在作戰中，

以「力」所呈現的對抗其所衍生出的各種現象。它論述了敵我之間錯綜複

雜的抗衡關係，如寡眾、奇正、虛實、利害、攻防、追退、強弱、剛柔、

迂直、遠近、勞逸、輕重、深淺、先後、隱顯、動靜、勇怯、靜嘩、死生、

飢飽、前方與後方、偵察與偽裝、主動與被動、速決與持久等範疇，充分

指出運用各組元素間轉化的機勢，將可取得優勢，打敗敵人，贏得勝利。

由此可見，孫子思想有正確的哲學思想和正確的方法論，所以能夠客觀地

認識、分析戰爭的規律。 

由以上論述可知，孫子是把戰爭當作國家大事審慎處理，儘管它是解

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矛盾的重要手段，

但決不輕易使用此一手段。而要使用此一手段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時，也必

須考量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包括人、事、時、地等面向狀況的掌握等。《孫

子》正是對這些面向的作為做了完整的指導，《孫子》其全部軍事思想內

容，可謂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