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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孙武主张对战争要持 �重� 和 �慎� 的态度, 他的备战思想正是 �重战� 与 �慎

战� 的延伸,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政治上要修明政治, 争取民心; 经济上要发展生产, 胜敌益

强; 军队建设上要严格挑选将领, 训练士兵, 赏、罚分明; 外交上要巧结盟国, 先知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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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战� 历来为战争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家所
重视, 在中国, 最早提出系统而全面的 �备战思

想� 的军事家是孙武。他融丰富的备战思想于整

个军事理论之中, 在不同层面的军事理论中强调

了不同侧面、不同重点的备战思想。本文拟从政

治、经济、建军、外交等四个层面分析一下孙武

的备战思想。

修明政治, 争取民心 � � � 政治备战
在 �孙子�计篇� 中, 孙武提出有五个因素关

系到战争胜负, 其中首要因素就是 � 道�; 判断战

争双方实力强弱, 要从七个方面来比较, 其中首

先要比较的就是 �主孰有道?� [ 1]何为 �道�? 孙武

说: �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 可

以与之生, 而不畏危。� [ 1]即 �道� 是这样一种境

界: 举国上下同心协力, 同仇敌忾, 民、臣乐为

君用。孙武在战争的运筹估算上, 不是专恃武力,

而是首先重视民心, 这无异于建议国家的统治者

对人民修明政治, 体察人民的好恶。在 �谋攻篇�
中, 孙武又指出 �上下同欲者胜� [ 2]。这里的 �上下

同欲� 也就是 �令民与上同意�, 是 � 有道� 的表

现, 即能取得民众支持的君主将会获胜。

孙武政治备战思想的产生基于特定的历史背

景。春秋后期, 战争的频繁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

削和压迫, 激化了阶级矛盾, 各国人民多以逃向

野外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形式反抗, 有的干脆组织

起来, 与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如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载公元前 550 年陈国筑城

的役夫起义: 是年 �庆氏以陈叛�, 楚 �屈建从陈

侯围陈�。陈人筑城以拒, 因夹板落于城下, 庆氏

便杀了筑城的役夫。于是 �役人相命, 各杀其

长�, 把庆氏的首领庆虎、庆寅全部杀死。[ 5]公元

前 506年, 楚昭王因吴师入郢而逃至云梦泽, 遭

到起义人民的袭击。起义者乘王熟睡之机, �以戈

击王�。[ 5]这些情况必然会削弱统治集团的力量,

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正是针对上述现

实, 孙武建议统治者改善政治措施, 减轻对人民

的剥削和压迫, 以缓和阶级矛盾, �令民与上同
意�, 才可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发展生产, 胜敌益强 � � � 经济备战
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国民经济的长

期承受能力是发动战争的前提条件。从宏观上讲,

经济备战就是为战时的军事后勤提供保障。在

�孙子兵法� 中, 孙武始终如一地贯穿着重视建立

和维持军事经济实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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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作战篇� 列举出一系列兴兵作战的条
件, �凡用兵之法, 驰车千驷, 革车千乘, 带甲十

万, 千里馈粮, 则内处之费, 宾客之用, 胶漆之

材。车甲之奉, 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孙子�用间篇� 精确计算了战争对人力、物力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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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军争篇� 阐述了后勤保

障的重要性: �军无辎重则亡, 无粮食则亡, 无委

积则亡�, 等等。要想在战争中获胜, 必须具备强
大的经济实力, 要有巨额钱财和充足物资为后盾。

孙武的后勤保障思想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其一是 �取用于国�[ 6]。即以本国的经济为基

础。�孙子�形篇� 中说: � 兵法: 一曰度, 二曰
量, 三曰数, 四曰称, 五曰胜。地生度, 度生量,

量生数, 数生称, 称生胜。� 孙武认为, 国家幅员

面积大小的 �度�, 决定国家物质资源的 � 量�,
�量� 决定所能动员和供养军队的 �数�, � 数� 决

定实力强弱对比的 �称�, �称� 决定了战争的胜

负。在兴兵打仗时, 要估算好可以 �取用于国�
的 �量�, 这些是经济备战的重要内容。

其二是 �因粮于敌�[ 6]。这是孙武的重要后勤

补给原则, 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继续为下一步

作战行动进行经济上的准备。�孙子�作战篇� 讲: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 远输则百姓贫�。孙武已认

识到战时 �军需运输� 与国家经济构成了一对矛
盾。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 就必须解决好这对矛

盾, 既不可以让 �军需运输� 拖垮国家经济, 又

不能因国家经济而削减必要的 �军需�。孙武的解
决办法就是: �因粮于敌�。武器同样可以从敌人

处夺取我用。这样做除了及时补充军需外, 还可

以减少本国物资远途运输的巨额损耗, 并且在保

护国力的同时削弱了敌国, �是谓胜敌而益强�。
�取用于国� 与 �因粮于敌� 这两个基本原则

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军队在出发上前线

时, 必须 �取用于国�; 随着战争的发展, 军队进
入敌国作战, 就应该 �因粮于敌�。 �取用于国�

是基础, 以发展本国生产为前提; � 因粮于敌� 是

补充, 以胜敌益强为目的, 它们统一于孙武的经

济备战体系当中。

选将练兵, 严明赏罚 � � � 建设军队
战争是武装集团之间的较量, 而不是个体之

间的较力斗勇。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 必须拥有

精良的军队。所以军队建设是必要的备战环节。

首先, 孙武特别重视 �将� 在战争中的作用。

他说: �夫将者, 国之辅也。辅周, 则国必强� [ 2]。
又说: �故知兵之将, 民之可命, 国家安危之主

也� [ 6]。一个国家的前途几乎都由将帅来主宰, 所

以必须慎重选择。

�孙子�兵法� 辩证地论述了为将的素质问题。

�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 [ 1]。孙武认为,

�将� 必须具备五种素质。 �智� 就是要懂得战争
规律, 把握灵活的战略战术。孙子说: � 智者之

虑, 必杂于利害� [ 3] , 即要求将帅必须能全面地看
问题, 从而 �合于利而动, 不合于利而止� [ 7] , 并

且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8]。 �信� 就是言必信,

行必果, 在士兵中树立起威信。�仁� 就是对士兵
充满爱心, 能与士兵同甘苦, 共患难, 即所谓

�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 故

可与之俱死� [ 9]。这样才能使全体战士团结战斗。
�勇� 就是勇敢善战。�严� 就是军纪严明。�智�、

�信�、 �仁�、� 勇�、�严� 五种品质对将帅来讲,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任何一方面的偏失都将成

为 �五危�, 造成 �覆军杀将� 的恶果。[ 3]

其次, 孙武认为严格训练士卒也是争取战争

胜利的必要准备, 他以 �士卒熟练� [ 1]作为比较战
争双方实力的条件之一。在 �军争篇� 中孙武还

形象地描述了精良的军队, � 故其疾如风, 其徐如

林, 侵掠如火, 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动如雷

震�[ 11]。军队能够做到如此, 必然要经过长期的

严格训练, 决非朝夕之功。

最后, 孙武认为法令健全与赏罚有方是军队

建设的最基本内容。孙武说: �法者, 曲制、官

道、主用也� [ 1]。�曲制�, 指军队组织编制等方面

的制度; �官道�, 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和区分、统
辖管理制度; �主用�, 指军需物资、军用器械、

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 孙武认为 �将� 对于

�法� 知之者胜, 不知者不胜[ 1]
, 即将必须深刻了

解 �法�, 才能在军队中建立健全法制, 才能打胜

仗, 否则就会失败。

巧妙 � 用间� , � 先知� 后战 � � � 外交
战备

外交因素对军事行动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搞

好外交� 是孙武备战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 孙武强调在备战过程中要争取有利

于己的 �国际形势�。 �衢地合交� [ 3] , �衢地, 吾
将固其结� [ 7] , �衢地� 是指四通八达的地区, 陶

汉章解释为 �境外的战略要地�[ 4]。孙武认为在

�衢地� 上要与邻国结交, 要巩固与诸侯国的结
盟。对于处理与他国关系, 孙武提出: �屈诸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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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役诸侯以业; 趋诸侯以利� [ 12]。孙武还主张
对敌国 �亲而离之�, 即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 形

成我方左右逢源而敌方陷于孤立的有利态势。

另一方面, 孙武强调在备战过程中争取 �先
知�。 �先知� 是与列国交及 �三军所恃而动� 的

根据[ 13] , 因此, 他将 �先知� 作为备战的重要内

容。从内容上看, 孙武所讲的 �先知� 包括作战

过程中的具体情况, 例如敌军的兵力部署、作战

计划、行动的规律和特点、甚至敌城的 �守将、

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 等内情。[ 13]为

了达到 �先知�, 孙武主张用间, 并以 �用间� 篇

阐述了间谍的使用方法。

在用间原则上, 孙武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

要真心诚意对待间谍, 感化其全心全意为国家效

力, 即所谓 �三军之事莫亲于间�, �非仁义不能
使间�。第二, 不惜厚金赏间谍, 即 � 赏莫厚于

间�, 否则 �相守数年, 以争一日之胜, 而爱爵禄

百金, 不知敌之情者�, 会导致整个战争失败。这

样的人 � 不仁之至也, 非人之将也, 非主之佐
也�。第三, 用间计划必须精细、巧妙, 更要严守

机密, 即所谓 �非圣智不能用间�, �非微妙不能

得间之实�, �事莫密于间�。为防止泄露机密, 孙
武指出 � 间事未发, 而先闻者, 间与所告者皆

死�。[ 13]

备战是一个关联着战争整体活动的战略问题。

兴兵打仗, 首先必须举国上下同心同德, 并且国

民经济要有承受战争的能力, 当然还要有一支骁

勇善战的军队, 同时还要争取有利的国际形势。

这些赢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 既使用现代的观

点来分析, 也仍然存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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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Wu� s Theory about Preparation of the War

SUN He

( A ncient Books Resear ch Ins titute of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12 , China )

Abstract: Sun Wu� s theory about preparat ion for the w ar is the ex tension of � putt ing st ress on the w ar �

and � being caut ious of the w ar�. It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 polit ical preparat ion: striving for the
people� s supports; economical preparation : developing product ion and making use of the enemy � s

materials; format ion of army : select ing generals and drilling soldiers strict ly , and keeping strict ly the rules for

rew ards and punishments ; diplomat ic preparat ion : allying with other pow ers and invest igat ing the enemy

before the w 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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