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 法鑫 军 事 问题 上 的

两 条 路 线 斗 争
屈 宁 元

毛主席说: “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雨且需要-个马克恩主

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继续前进的大好形势下,认真

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开展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批判,是上层建筑领域

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战斗任务,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伺他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ˉ样,是以

反动的孔孟之道为其重要的思想根源的o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
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9雨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儒家同法 家 的 斗

争,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维护和

复辟奴隶制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在秦汉以后,封建社会里的
这种斗争虽然主要在地主阶级的内部进行,但仍存在着思想上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 尖 锐 对
立o儒家顽固地宣扬孔学,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对内鼓吹守旧和
分裂,对外一般都搞民族投降主义;法家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对孔 学 的 批
判,代表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宣扬革新和统一,在侵略者面前一般都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o “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 。随着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儒家和法家
各自有一条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军事路线o这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反映了儒法两家不可
调和的对抗o在

一
些有代表性的古代战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儒法两种军事思想的 尖 锐 对

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儒法两家在军事斗争上的历史经验,是研究
儒法斗争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

下面准各从三个方面来简单地谈-谈儒法在军事问题上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

儒 家 叫 嚣
“
去 兵 去 食

”
,

法 家 主 张
“
疾 于 耕 战∵

孔老二害怕战争,不敢诀军事,他宣称 :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 论语·卫灵公》 )

孔家古里有好武谈兵的,照例要遭到他的辱骂。他的弟子端木赐 (子贡 )向他 “
问政”,他

笞复说: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o” 端木赐又问g “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食、 兵、 信 三
者,可以先去掉那个?” 他说 : “

去兵!” 又问: “食、 信, 又可以先去掉那一个?” 他
汪: “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o” (《 论语·颜渊》)为什么他那样害怕战争,反对
军葶呢?这是由于孔老二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野蛮、腐朽的奴隶制开始全面崩溃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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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们不断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新兴地主阶级坚持以封建制代 替 奴 隶

制,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是爆发战争,就会激起

没落奴隶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加速奴隶制的土崩瓦解o所以孔老二装出∵副 “热爱和平”

的样子,生怕
“天下太乱”,虚弱不堪的奴隶制社会彻底垮台⒍但是,历史的发展痛打了以

孔老二为代表的一切反动派的耳光°从春秋末期以来9兼并战争逐渐转变成在历史上具有进

步性的统一战争。战国中期,在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影响和人民的支持下,以秦、

楚,特别是以秦为代表所进行的统一战争节节胜利,把孔老二的信徒孟轲气得要死。他歇斯

底里地叫嚣 : “善战者服上刑”! (《 孟子·离娄上》)在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和一

切反动派,总是号称
“反战”,总要高唱 “和平经”,来抓救命稻草的。这些家 伙 怕 战,

“
去兵”,充分反映了行将崩溃的反动势力的虚弱性。

孔老二真的要 “去兵去食”吗?不”他不会这样r我们既要看到他讲这个话的虚弱性,

也要看到他这样讲的虚伪性,特别是要揭发其恶毒用心o恩格斯说: “
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

老的第-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 <法兰西内战>18θ 1年单行本导言》)我们运用沩

个观点就不难看Jt9孔老二要
“
去

”
的彳兵”,是起义人民的 “兵”,进步势力的

“
真”,要

“
去”的 “食”,是维持人民起码生洧的 “

食”°孔老二赞成 “
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酪之逐鸟

雀” (襄公二十五年《左传》),他是不会劝反动派解除武装的,他 “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 论语·乡党》 ),也不会饿着肚子搞反革命的o孔老二顽固地要维护奴隶制,疯 狂 地 要
“
克己复礼

”,谁触动了这一些,他就会凶相毕露,撕掉 “仁”、 “义”的面纱,再不讲什

么
“
去兵去食″了。有权在手,他可以行凶明武,杀害少正卯 (《 苟子·宥坐》),唆使仲由

(子路 )“堕三都” (定公十
=年

《左传冫)o权不在手,他也要上窜下跳,大搞阴谋诡计 ,

要求季孙肥 (康子 )出兵干涉齐固内政,竭尽鼓动反革命战争之能事°在进步势力面前,他
不顾一切,拚命捣乱,那里会 “放下屠刀”呢?林彪伙同刘少奇在解放战争初期,面对蒋介

石的猖狂进攻高唱什么
“和平民主新阶段”;在反修斗争中,又鼓吹什么 “两斗皆仇,两和

ˉ

皆友”,但是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
”纪耍》中则完全暴露了他敌视无产阶

级专政的凶恶嘴脸o林彪效法孔老二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从孔老二要求季孙肥出兵干涉齐国内政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孔老二叫嚷 “
去兵去食”

的历史背景o                              '
公元前 481年 ,即孔老二死前两年,齐简公与他的宠臣阚止合谋,准各杀害革新齐政

的陈恒 (成子,即 田常 )o陈恒在群众的帮助下,粉碎了这一阴谋,杀死了阚止和简公o孔

老二为此事太叫大嚷,请求鲁哀公出兵,挑起一场干涉齐国内政的反动战争。哀公 作 不 '了

主,叫他找季孙肥。季孙肥拒绝了孔老二的请求。孔老二给自已回神说: “以吾从 大 夫 之

后,不敢不告也。” (《 论语·宪问》)因为他那时已经是下野的 “国老
”,没有权像杀少正

,卯 那样任意胡干了。但他并没有死心,就在此时,派 出了他那个
“
言语”之科的弟 子 端 木

赐,掉三寸不烂之舌,大搞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破坏活动 (《 史记·仲尼弟

子列传》 ),集中目标要搞垮齐国和吴国。为什么他对于齐、吴两国这样愤恨呢?有一个主

要原因9就是春秋末期齐、吴两国有些进步的改革,而这些进步的改革突出表现在兵家的活

动方面。那时齐、吴两国的兵家活动标志着法家在为改革制度而掌握政权,实行变法以前,

已经开始掌握军权,进行了军事方面的革新。所以孔老二对齐、吴两国的疯狂破坏,实质上

是一场儒法斗争,特别是儒法斗争在军事方面开始了接触。

春秋末期9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愈见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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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适 亡这种历史潮流,真家的活动开始于齐国。齐国是法家前辈管夷吾 (仲 )进行
“通货

歹耐.富廷强真”改革的地方。管夷吾以后, “
齐囝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 (《 史记·管晏列

号>)。 齐景公时 (公元前 5唾 7——前490年 ),执掌齐政的田氏 (即陈氏 )族人司马

芨苴, “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为晏婴所推荐,带兵反击晋、燕的侵犯,立下大功, “尊

为大司马”。司马穰苴在他刚接受带兵任务的时候,即按军法杀了景公的宠臣应贾,抚循士

卒,振奋军心。司马穰苴的活动9为田氏推行新政9大造了声势,也为齐国的新政权代替旧

政汉,奠定了基础 (《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齐威王时 (公元前 878——前 8压 8年 ),

荮辑古代兵法,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收进去,叫做 《司马穰苴兵法》。现存 《司马法》五篇

(原一百五十五篇 ),虽然已窜入了一些儒家的东西,但仍可作为研究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

资料。                  `
与司马穰苴同时,齐国又出现了著名的兵家孙武。孙武受到司马穰苴的影响,把兵家的∵

活动从齐国发展到吴国。吴王鬻庐即位 (公元前 515年 ),锐意改革。孙武以兵 法 见 圃

庐,作了吴国的将军。他开始试行练兵,即按军法杀了吴王鬻庐的两个爱姬,这是他仿效司

马攮苴杀应贾的作法。孙武为将,使吴国强盛起来, “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

吴
” (《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写的《孙子兵法 》(据说汉时有八十二篇 ,今本十三篇),

是古代军事学上的名著。

毛主席说: “ “敬争是政治的继续99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

性质的行动9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对于兵家,即古代的军事家,要看他们所

进行的战争是什么样的政治性质,用什么思想指挥战争,来判断他们在儒法斗争中属于儒家

一边还是属于法家一边。春秋末期的兵家活动,以 司马穰苴、孙武为代表,是有鲜明的法治

精神的c司 马攮苴和孙武在齐、吴两国的登坛作将,改革军事,很象是法家变法 的 预 演。

齐、吴两国军事改革的胜利,使当时许多诸侯眼红,所以卫灵公向孔老二问
“陈” (陈,即

军事 )。 孔老二说他没有学过 “军旅之事″,就是他反对当时进步军事家活动的明白表态 ,

他妄想用鄙夷、否定的口吻,来制造反革命舆论,阻止有些诸侯推广齐、吴两国的作法,扑

灭法家在军事方面点燃了的革新火焰。这就是孔老二叫嚣 “
去兵去食

”的历史背景。

孔老二有工套伺机而动的屈伸哲学。在司马穰苴、孙武军事革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

鼓高喊 “
去兵”,这场暴风雨刚一过去,他就不择手段太搞

“乱齐、破吴”的破坏活动,妄

想清除司马穰苴、孙武军事革新的影响。特别是陈恒的政变,对于谗害过司马穰苴的保守势

力篼、高、国三氏,进行了回击9 “尽灭高子、国子之族” (《史记·司马穰苴歹刂传》),是ˉ

种准各沿着司马穰苴的道路改革齐国军政的趋势。所以孔老二骇慌了手脚9急急忙忙,跳了

出耒,要发动战争,干涉齐国内政。

历史的发展,完全违背孔老二这个顽固反动派的愿望。 “
齐”没有 “乱”了, “吴”没

有
“吱”成 (吴破在孔老二死后,原因是夫差改变了圊庐的政治和军事路线 ),孔老二却带

蓍乏△岩头脑去见他的周公去了。与此同时,法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正不断的发展。吴

莛妥置了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在魏国辅佐李悝变法,在楚国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变法。吴

起暹饺袤彳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家,也是进步的军事家,战国时代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与

贽鼠并tⅡ△吴”。他著的《吴子 》(原四十八篇,今存六篇 ),是古代军事学的 重 要 典

涫:齐彐打退了简公为首的反动复辟势力以后 ,陈恒的孙.儿田和正式接管国政 ,田 和的孙儿齐

戚三~ 石̈兵行虫,太放 《仿 )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 (《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孙武的

舌遄子孙予‘膑.阼齐威王大将田忌的军师,和弃法任儒的魏国交锋,先后取得了桂陵、马陵



两个战役的胜利, “孙膑从此名显天下,世传其 《兵法》” (《史记·孙子昊起列传》)。 《孙

膑兵法》(原四十篇,久已失传,现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竹简三百三十二枚,正在

整理 )发展了κ孙子兵法冫的法家军事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儒家
“积仁义 ,式礼乐,垂衣裳以

禁争夺
”
的谬论,对于反动割据势力9主张

“
举真绳之

”(《 新华月报》19Td年第6期 ),这部著作

是先秦的重要文化遗产。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囤莪的”,法家的军事革新运动,适应了历史

发展的趋势,随着 “
富国强兵”的法家变法潮流,大大地前进了。

和孔老二叫嚣的 “
去兵去食

”针锋栩对,法家提出 “
耕战”政策。商鞅说: “国之所以

兴者,农战也。” “明主察法”,要使 “万民疾 (努力 )于耕战” (《 商君书·农战》又 《弱

民》)。 周秦之际,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时代。 “历史上奴隶圭阶级、封

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段时间内,它们

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9是先进者,是真老鹿。”所以那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

敢于正视现实,开始接触到
“战争解决问题”这个

“不论在中国在外国,ˉ概都是对的”真

理。商鞅说ε “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 (《 商君书·画策》 )。 韩非更

讲得鲜明: “当今争于气力!”  (《 韩非子·五蠹》)他 曾把腐朽落后的奴隶主政权和昏庸狂

妄的封建割据势力比作遭了虫的将折之木、穿了引j的将坏之墙,说 : “
木虽蠹无疾风不折 ,

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 ,其兼天下不难矣!” (《 韩

非子·亡征》)用摧枯拉朽、推墙倒壁的暴风雨来形容法家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指导 下 的 战

争,的确是很形象的。这种战争不仅是摧毁奴隶制的暴力,也是建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

封建国家的
“勤产遽”。韩非用非常清楚的语言,表达了那个时代法家对于战争的看法。在

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儒法斗争虽表现为地主阶级保守派和革新派的内部矛盾,但坚持革

新、统一和抵御外侮路线的法家,对军事建设仍然十分重视。西汉前期的法家贾谊和晁错都
主张采取强硬的手段打击诸侯王的割据势力,抵御中国境内的匈奴奴隶主的横蛮入侵,认为

好LL屠宰工人解牛,遇到 “髋髀之所”,不能 “释斤斧之用” ,批评当时的君主 “不搏反寇
而搏畜兔

”。称赞秦统一天下
“
财用足 ,民利战”的

“
功力

”(《 汉书·贾谊传》、 《晁错传》)。 列
宁称之为

“
中国十-世纪时的改革家”

的王安石,在辽夏交侵的北宋王朝革新变法, “汲汲
以财利兵革为先务”,遭到了孔老二忠实信徒朱熹的恶毒咒骂 (《 宋史·王安石传》)。 这些

例子说明, “
疾于耕战”与

“
去兵去食”,是儒法两条军事路线Κ期斗争的重要内容。

法家重视军事,历史上许多法家本身就是军事家 (兵家 )。 除了司马穰苴、 孙 武、 吴

起、孙膑以外,商鞅、苟况都有军事方面的著作。《汉书 ·艺文志》的 《兵书略 ·兵 权 谋

家》中,著录了《公孙鞅》二十七篇,今本 《商君书》中, 《战法》、κ立本》、《兵守》
三篇就是讲军事的。《荀子 ⋯汊兵》曾经提到, “

齐之田单、楚之应趼、秦之卫鞅、燕之缪

虮”都是
“善用兵者”。《议兵》便是苟况的军事著作,曾经著录在 《七略 ·兵书略》 中

(《 汉书·艺文志》 )。三国时著名的法家曹操和诸葛亮都是大军事家,除 了战争实践以外,他
们还下功夫研究过军事著作,从事过军事理论工作。曹操注释过 《孙子兵法》十三篇,诸葛

亮曾经抄写《申子 》、《韩非子》、《管子 》、《六韬 》等法家和兵家著作教刘禅 (《 蜀志 ·

先主传》),陈寿所订的《诸葛氏集》中就有 《兵要》一篇、《军令》三篇。特别值得 注 意
的是,历代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领袖都重视军事学的研究。荀况讲到的

“
善用兵者

”
庄峤 ,

就是奴隶起义的领袖 (《 韩非子·喻老》 )。 明代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曾找起义队伍中的知识
分子教他孙吴兵法 (《 明季北略》卷十七),又 “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其埋伏
攻袭咸效之” (《 五石瓠》卷五 )。 奴隶、农民起义领衲和法家下功夫研究军事学,是对孔老

?Q



二 。士兵去食
”

反动谬论的有力回击。

△宁指出: “我们马克思主义耆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

心绠历史地 (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耢主义观点 )研究各个战争。″ (《 社会主义与战争》 )资

△奔级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无原则地反对战争,他们总是渲染战争的残酷性,对劳动

人民迸行讹诈。毛主席说: “劳动入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骣和恐吓的老当,很
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蠛。”反动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欺骗和恐吓,就是以孔老

二的 “
去兵去食”主张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的。毛主席关于军事方面的许多光辉论著中,曾

经通过扛L判 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方针上所采取的怀疑和反对态度,来揭

文反动统治阶级对战争的讹诈,提高广太群众敢于掌握枪杆子的自觉性。我们当然 应 该 了

豇,历史上的法家仍然是剥削阶级,他们不会让入民掌握枪杆子,但他们所进行的战争一般

∴耒是在历史上有进步性的。因此。人民在一定的条件下支持他们,他们也要求老百姓
“
喜

农而乐战” (《 商君书·壹言》),把“
非兵

”
、

“
羞战

”
的家伙比作虱子 (《 商君书·靳令》),

把 “事私门”, “行货赂”,而 “退汗马之劳”的家伙列为蠹虫 (《 韩非子·五蠹》)。 这-
点,就同为反动统治政权效劳的儒家形啦鲜明的对比。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头子,都
尊懦反法,崇拜孔老二,他们打着

“和平”的旗帜,贩卖 “
去兵去食

”黑货,要人民放下枪

杆子,因此对战争问题总是大肆进行讹诈。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一伙适应各个时期反革命

玫权的需要,妄图强迫人民交出已经争得的革命兵权。叛徒、卖国贼林彪更为毒辣阴险,他
鼓 ⒈ “

常胜将军”的画皮,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怀疑 f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宣扬 悲 观 主

义、逃跑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期装病,害怕战争 ,∶ 伙同王明、刘少奇一起,反对党在

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9更炮制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所谓 “六个战

术原则”,来和毛主席提出的马列主义的十太军事原则相对抗。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军事思想,把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批深批透,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

结,加强民兵建设,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 侵 略 战

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医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

关于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的教导, “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儒 家 用 军 队
“
存 亡 继 绝

”
,

法 家 用 军 队
“
禁 暴 除 害

”

“
克己复礼

”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为了要复辟奴隶制, 他叫嚣要 “兴 灭

匦,继绝世,举逸民” (《 论语·尧曰》), 飞 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断绝了世袭地位的奴隶

主贵莰,统统扶植起来。毁坏三都,干涉齐国内政,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复辟。班固说: “凡

兵 F干 ∷存亡继绝” (《 汉书·刑法志》),就是这个意思。
“
存亡继绝”,反映了没落阶级不甘

心退
=△

史舞台的绝望挣扎。反动派的用兵,总是为他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直到近代,

扛琶二窍忠实信徒、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组织反动军队,向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进攻,还利用

什厶 。∴丁、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进行反革命动员。妄图召唤被打倒的孔老二的亡灵,

苟送垂 Ξ芝反动封建统治的残喘。

疰家弘儒家升锋相对9荀子提出g “真者9所以禁暴除害也。” (《 荀子。议兵》)对于

跛钰所再荮
。暴

。
亍i“ 害”,懦家往往歪曲实质,混淆视听,甚至把它和 “存亡继绝”之类



混在∵起,大搞调和折衷。对于荀子这句话,应该从他的弟子李斯的著作中,理解 它 的 含

义。
·
李斯曾在著名的秦刻石中9把六国的反动落后割据势力,称为

“暴强”、 “灾 害″。

《绎山刻石 》中说: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

久。”这里所说的 “暴”和 “害”,很明白,就是反动政权、复辟势力。历史上的 没 落 阶

级、反动势力总不甘心于失败,总要千方百计伺机蠢动,新兴阶级、进步势力则往往采取主

动进攻的态度,打退一切复辟、倒退势力的蠢动。因此, “存亡继绝”和 “
禁暴除害”两种

提法反映了儒法两家在军事路线上倒退和进步,复辟和反复辟的尖锐斗争。 “-个崭新的社

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墓地。” “
禁暴除害

”,在那个时

代是新兴阶级上台清除基地的口号。法家不回避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主张用进步的暴力消灭

反动的暴力,说 : “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 (《 司马法·仁本 》、 《商君书·画策》)“只能

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儒家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势力,它用兵的目的是
“存亡继绝

”,所以矛头总是要对准

与它势不两立的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 ,在受到外族侵略势力进攻的时候,它 宁可卖国投敌 ,

决不放松对于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的血腥镇压。马克思曾经指出,梯也尔和特罗胥所拚凑的

所谓 “国防政府
”, “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白

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 法兰西内战》)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和儒家也是如此。李自成领导的

农民起义军队占领北京以后,吴三桂立即打开山海关,向清兵投降,请清兵入关屠杀起义农

民。太平天国革命势力进攻上海时,曾 国藩疯狂地叫嚣要向帝国主义投降9说什么 “目下情

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
”。这些家伙都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也是出卖祖国的太汉

奸。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炮制了
“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什么 “春 秋 大

义
” (成公十五年《公羊传》),后来变成了蒋介石

“
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革命投 敌 卖 国 口

号。林彪效法孔老二,一方面对革命群众咬牙切齿,狂叫
“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一方面拚

命卖国求荣,死心踏地投奔苏修,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叛徒、卖国贼,粉身碎骨, 死 有 余

辜!蒋介石和林彪都是卖国投敌的当代的儒。

法家反对儒家投敌卖国的作沐,在外来侵犯者的面前,一般都能坚持抗战。桑弘羊说 :

“兴义兵以诛暴强。” (《 盐铁论·结和》)这就是法家坚持抗战的口号。秦始皇用了很大的

兵力,抵御从西北、东北方面来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入侵,适应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在历史

上是有进步性的。楚汉交争的时候,匈奴利用时机,长驱南下,进行侵扰。六国奴隶主贵族

残余势力和一些地方割据的野心家韩王信、卢绾、陈稀之流,向匈奴屈膝投降,实行开门揖

盗。汉初的法家贾谊、晁错等莫不对此义愤填膺,提出一些很有见解的抗战方案。汉武帝坚

决打击入侵者,提拔奴隶出身的卫青、霍去病为将,奋扫匈奴。那个时候,儒法两家在如何

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班固也不得不承认, “
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

胄之士,则言征伐。” (《 汉书·匈奴传赞》)两条路线,十分分明。孔老二的忠 实 信 徒 ,

被林彪无耻吹捧的董仲舒,提出
“J泥 以厚利”这个向匈奴献媚求和 的 办 法 (《 汉书·匈奴传

赞》),宋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入侵者贡奉
“
岁币

”,正是董仲舒的这个反动方案的实施。

这些 “
岁币

”
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下来的 “

膏血” ,农民起义首领方腊曾经尖锐地指出

它的实质 (《 青溪
“
寇
”

轨》)。 汉武帝没有理睬董仲舒。桑弘羊坚决支持汉武帝抗战,用国家

统-嘈制盐铁、均输的政策 9来打击工商业奴隶主 9提供抗战费用 ,同 反动儒生 “
贤良文学”之

徒展开了一场
“盐铁”大辩论。历史事实说明,法家主张用兵

“禁暴除害
”,包括了与儒家

投敌卖国针锋相对的坚持抗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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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张投敌卖国,还炮制了一套
“
小国事大国”

的反动理论,说 : “
小所以事大,信

迄。小≡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 (襄公八年《左传》)孔老二去兵,去食,不去信 ,

谎什么 “民无信不立”,原来是要准备向大国投降!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孟轲,更进一步胡诌

了一大堆
“
小所以事大”的道理,说 : “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

先师也。” (《 孟子·离娄上》)叛徒、卖国贼林彪很欣赏这个话,把它抄录来放在他的黑窝

子里。他里通外国,在 《 “571工程”纪要Σ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里,赤裸裸地要求苏修

均 “
核保护伞

”,这个地地道道的孔孟忠实信徒,就是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个
“
大国”

为
“
师”,甘心作苏修的超级间谍, “

受命”于苏修 !

著名法家韩非,尖锐地对
“小国事大国”

的荒谬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
“国小 则 事 大

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这叫做 “四方”
,

是 “八奸”之-, “人臣所以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都 由于此 (《 韩非子 ·八

讦>)。 大和小,强和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有许多战例,由 于执行法家正确的政

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往往转弱为强,以小胜大。在曹袁官渡之战中,曹操接受了郭嘉对曹袁

两方形势 “
十胜十败”的分析 (《 三国志·魏·郭嘉传》注引《傅字》 ),加强了以小胜大的信

心,终于打败了袁绍。赤壁之战中,诸葛亮采取了联孙抗曹的作战方针,最后以弱胜强,形
成蜀、魏、吴抗衡的局面。这些例子说明,所谓小国不事大国就会

“兵乱日至,亡无日矣”

的无耻说教,不过是儒家大摘卖国投降的一块遮羞布,历史事实并不如此。在今天,无产阶

级革命时代的大好形势,更彻底戳穿了 吖小国事大国”这个无耻卖国的谰言。 毛 主 席说 :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

只要敢于起来斗争9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

是-条历史的规律。”世界局势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系列科学

论断的正确性。第三世界更加壮大,更加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难道

不是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小胜大,弱胜强的生动证明吗?

儒家的 “存亡继绝
”
主张,也是一个搞分裂的主张。儒家把 “王者

” “
封公侯”比作什么

天有
“日月之光

”,地有
“山川之化”,万古不变。又说什么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
封亲属就是分享 “王土”的

“亲亲之义” (《 白虎通义·封公侯》)。 凡此种种,都是为让奴

隶主贵族、地方割据势力分裂河山、长享特权制逍反动舆论。他们认为军队就要用在分裂河山

上。秦末、汉初分封制复辟,就是这种理论造成的。项羽是推行儒家复辟路线的急先峰。这

符流毒,影响到汉朝初年。那时全国三十六郡中,中央只掌握了十五郡,还不到一半 (《

书·诸侯王表》)。 贾谊把这个形势比成
“抱火厝之积薪 之 下,而 寝其 上” (《 汉书·贾

专>),真是危急万分!分裂和统一的斗争是儒法两家政治路线的长期斗争,也是儒法两家军

事路线的长期斗争。毛主席说: “如果说,秦以前的-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 ,

邛么,自 秦始皇统⋯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

度上仍旧保留耆封建割据的状态。”这种封建割据状态的精神支柱就是儒家
“存亡继绝”的

匝动恿崽: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这个搞分裂的大军阀,他不仅拉山头,立宗派,而且

窆幺天革纡武装力量,叫嚣要实行封建割据。他那一套破烂,就是从孔老二那里 继 承 下 来

盯:

±家坚疔麦一,从李悝在魏国变法起,就狠狠地打击了氏族奴隶主的世袭特权。李悝用

Ι△竹亡扛 .弓 吴起守西河 ,开始建立郡县制,吴起和乐羊是他手下的两员名将,他统一指挥

车玫。肖诀
=熹

圉变法, “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 L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民勇于公

B彐



战:怯于私斗” (《 史记·商君列传》∷》J他说: “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

】咚商君书·画策》)李悝、商鞅他忄丁对分裂主义的打击是从制度刭风俗都下了功未的。历史

上许多法家是统∵战争的发起者,也是统一战争的指挥者,远的秦始皇,近的清 康 熙 帝 ,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秦始皇扫除六国,康熙帝讨平≡藩,他们所进行的战争,都是应该

胄定的。革新和统∵Ⅱ是法家政治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家军事路线的重要内容。我们既

要对历史上的法家在这一方面的进步作用作充分的肯定,也要看到他们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

限,Ⅱ他们还不可能作到真正的稳定的统一。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的国家现在

是空前统-的。” “国家的统-,人民的团结,国 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

眭利妁基本保证。”我们回顾两千年来儒法两家在分裂和统一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更

增强我们团结战斗的信念。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妁胜利1”          ∶

i  
儒家主张

“以‘礼治军
”-法家主张

“以法治军
”

、     .∶

儒家在政治上要搞 “礼治”,所以在军事上就主张 “以礼治军”。孔老主的徒子徒孙叫

嚣说: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礻L威严不行。” (《 礼记·曲礼上》)又说: “以之 军旅有

礻1∴ 嵌惑葫成也
'(《

耗记·f+尼森唐》)。

∶
法家与之针锋相对,在政治上搞 “法治”∶在军事上也坚持 “以法治军”。商鞅提出:

“缘法丽治”, “军士死节” (《 商君书·君臣》),就是主张在军事上 搞 “法治”∶占曹操

说:“吾在军中j持 法 是 也。” (《 魏武帝遗令》,陆机《吊魏武帝文》引)他 还 坚 定 地

说 :∶

“
札不可以治兵。” (《孙子·谋攻》注)这是对儒家要搞 “以礼治军”的明白田答1

∶ 孔老二拼命地叫嚷 “克已复礼”, “复礼”就是复辟。儒家 “以礼治军″,是为他们在

政治上搞倒退:复辟服务的。他们要 “法先王″,叫嚣 “恃德者昌”·,说什么要 “贵以德而

贱用兵” (《 盐铁论·本议》)。 孔老二讲: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 论语·子路》)怎

样 “教民战〃呢0就是训练奴隶∫凄他们在战争中为郑个 “克芑复礼为仁”的
ˇ
反 动纲 领卖

命。
Ⅱ
泓之战的宋襄公便是孔老二的ˉ个 “教范”。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与楚成王争 夺 控制

郑国的霸权,在泓水 (今河南柘县北 )上两军接触。宋襄公不但连续失掉攻战时机,而且引

用古礼来仵为他贻误战机的依据,说 :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 以阻隘

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僖公三十二年《左传》)结果宋军大败, 宋襄 公转身

逃跑,屁股上受∴了重伤,不久就死了。∶这样的作战法,当 时就受到司马子鱼的严 厉批 评 广

说: “君未知战″。然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却极力吹捧宋襄公,说什么 “临大事而不 忘大

衤L,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主之战,亦 不 过此 也 !” (僖公二十二年《公羊传》)毛 主 席

说: ″我亻门不是宋襄公,礻要邡种蠢猪甙的仁义道德。”这就是对于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

砍捧宋襄公的产肃批判。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一再抗拒毛主席的

哉略决策,最后还抗拒毛主席关于控制营口的命令,不派真堵塞营口,致使敌宝十二军军部

及一个师部.二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林彪的阶级本能决定了他对于垂死的反动派的同

情j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和儒家欣赏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作法△脉相承的。 ∷  ∶

法家坚决反对儒家开倒车,反对在战场上讲什么 “仁义道德”。法家与儒家 的 “法先

王”针锋相对 ,∶ 提出要 “法后王”,与儒家的 “恃德″相反,提出要 “恃力”。商鞅明白指

烁j “仁义不定以治天下” (《 商君书·画策》)∶ 儒家瞎吹什么虞舜 “修教 三 年,执 干戚

舞宥莳
·
乃服”。韩非驳斥说,当今是搞的 “共工之战”, “铁锯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

刀亻



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圣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 , 因为 之∴

备。
^“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 韩非子·五蠹》)这个驳 斥是∷

十分尖锐的b郭嘉分析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第 -个就是∴“道胜”,说,袁绍 〃繁礼多

仪
^∷

,曹操 “体任自然” (《 三国志?魏 ·郭嘉传》注引《傅子》)、 这就讲的是袁曹之 间在军

事问题上 “礼治”与
“
法治

”
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曹操用 “法治”打垮了袁绍的 “礼治″。∷

“
曹操以八千破袁绍五万者,袁无法故也。″ (《 太平御览》卷

=七
ˉ)“礼治″i与

f∶ 法治″

之争,是倒退与进步之争,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Ⅱ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 ∶∶

∵ ∷
儒家 -以礼治军”,搞的是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巛、礼记 ?曲礼上》)那-套把

戏。他们讲 “
非礼威严不行”

, Ff感严?就是通过尖锐的阶级压迫水实现的。∵ 方面 、用

f礼〃来维护统治者、军中将帅的威风,另一方面,用 ∷“刑〃来对被压迫者、∷∶·⒈兵实 行严

惩。孔老二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论语·八佾》)他是主张用:f礼″来交换∷

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大夫以上人物对氏族奴隶主贵族头子的 “忠”,借 以维护奴隶制的。至

于奴隶和太夫以下的群众,根本不对他们讲什么
“礼”。项羽是执行儒家 “以礼治军〃∶的军

事路线,搞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他-方面复辟分封制,把已经打垮的奴隶主受

族重新扶上侯置的宝座,一方面却对于 “有功当封爵者,印刘弊忍不能予”。ˉ方面 f所过 .

无不残灭耆
”氵 〃诈坑秦降卒

=十
余万

”,对

^民

狎丰尽如此狒刻,△万甲判封降将章哪、
:

司鸟欣、童鼯为 “

=秦
主”,对上层将帅又如此优礼 -阝 冬:∶ 尹呷侯烈饣

》)。 执 t儒 家叩
“以礼治军”路续莳结果,使这个 “沽名”的霸王,只能落得个 “别姬”的可耻下场。

=¨珐豪栩儒豪的 ″礼木卞庶人,'刑不上大矢”卉镶相姑,婕由: 〃刑过不娅夫圭∷赏奢朱
∷

遗匹夫〃 (《 韩爿卜子·若度》∵)。 他们坚决地把 “信赏必罚”的方针用在军事芳面来::∶为宁戚

胜敌入,孙武提出,年队 “经之以五事”的第一事,僦是 “令民与上同意”, 要把官兵关

糸栩军民关系搞奸,认为 “法令孰行”
,“赏罚孰葫

',是
决走脏贫幽架件rk孙字·计夯:)。△

对△兵芳亩j法家提出了 “
L·i赏战” (《 商君书·靳令》〉的主张,说 彳姒赏战,民则轻

∵
死

^′ ∷

(rk锸君毛·镅民》y,∵ “壹赏则兵无敌” (k商宕书·赏刑》)。 李悝在魏国变法,颁布 了阝信 :

赏尽能”的《习射令》
∶(《 韩非子·内储说上》)。 臭起在楚园变法∷宣宥 吖封君之子 孙∷三世 :

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9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 韩爿卜子 |和氏》)商 鞅裣

秦变法

'规
定 f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 史洱r-市秤即

传》)。 这些措施 ,目 的要做到: “民闻战雨相贺”
,“起居饮食所歌谣 者 战 也” (《 商君专∷

·赏利》)占这确实是一幅f富国强兵”
的生气勃勃的历史画面。 “赏”,∵定要 f信″ -△ 吴

起徙辕示信 (《 韩非子·内储说上》),商鞅徙本示信 (《
枣F呻 胃列传冫冫。际了f信〃∶以:外Ⅱ∷

法家否丰张逃∵步改善官兵关系。司马穰苴的用1尽 , “士卒咨舍,廾灶:终食 ,∶ 问终军鬻?杲
:

自拊 (抚 )循之⒐)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卒平分粮食,最 LL其羸 弱 者” r阝史F·

笥鸟穰苴列传》
^∶

臭起 “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E1本设席 ,ˇ 行不骑兼,∶身裹嬴瘢,与壬卒分∵

旁者-卒有病疽耆 ,∶ 碎为吮之。” (《 舆记·
孙子杲起yll砖 》)这些作法,涉及到他们 对 人民I

莳悉度向题。我们应该把它拿来与儒家宣扬的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巛 论语·阳货》y

的皮动观念作工个对比∫芎戽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荀子说: “用兵攻战之本 , 在'乎 :壹

苠艹|“兵要在善跗民萜已。” (《 苟子·议兵》9讲
:的

就是角兵与附民的关系。
·
毛主席招

出: “廾坌对比不但是军力釉经济力的对比,商且皂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法家 主张 -附

民”,把调整辇民关系、官兵关系作为克敌斛胜趵重:要
关键 ,∷ 是注意到了人力和人心的作用|

的1当然,渚家只能代表剥肖刂阶级中进步社会势力的利益∷他们的∷“附民?9∶ 是有其阶级局

z王



限的。王安石有一首歌颂商鞅的诗,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朱可非
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 商鞅》)这首沛肯定了商鞅的信赏必罚,但 “驱民”两个字 ,

却给我们透露了法家 “附民”的实质。法家的历史观不可能不是英雄史观。孙武曾经把指津
部队作战比成 “驱群羊” (《 孙子·九地》),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信赏”的另一方商就
是 “必罚”。法家 “以法治军”,严格要求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守法。司马穰苴杀庄贾,孙武
杀吴王爱姬,都是与儒家的 “刑不上大夫”对立 ,按照法家 “刑无等级 ” (《 商君书·赏刑》)

的原则来实施的。诸葛亮治军, “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 ” (《三国志·蜀·诸葛亮传≥)∶ l

他在街亭之役后,处决了马谡,一方面 f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 (同

上),一方面讲他 “以法治军”的原则,说: “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 法 明也 。”
“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 蜀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更重要的是,他宣布马 谡所
犯的军法是 “违亮节度”。“

违节 度”就是行动不听指挥,这是法家必须严惩的重罪。
儒家 “以礼治军”和法家 “以法治军”的对立,还表现在选将问题的 “任 人 唯 亲”

t
“任人唯贤”两条路线斗争上。毛主席说, “在这个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
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ˉ个是 ‘任人唯贤’的路线,ˉ个是 ‘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

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儒家用人,是不许 “卑逾尊,疏逾 戚”的 (《 孟子°

梁惠王下》)。 韩非曾经指出,孔老二的所谓
“
选贤”,是 “选其心之所谓贤 ” (《 韩非子·难

三》)。 蔺相如反对赵孝成王凭虚名任命赵括为将,赵孝成王不接受蔺相如的意见,结 果让

赵括断送了赵国的四十万大军 (《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韩非评论此事说:“赵任马服 (赵

括袭父奢封为马服君 )之辩,而有长平之祸”, “任辩之失也”。他提出: “明主之吏,宰
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 韩非子·显学》)从工作实践中锻炼干部 、考验 干

部、提拔干部,这是法家的 “任人唯贤”路线。诸葛亮治蜀, “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

可以无功取,刑不可贵势免。” (《 蜀志·张裔传》)他不但坚持了法家的 “任人唯贤”,而
且提出了有一定群众观点的

“
集众思,广忠益

”(《 蜀志◆董和传》)的主张。因为杨颐劝他要

合理安排工作,他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 ,后来杨颐死了,他为之痛哭 (《 蜀志·杨戏传》注引

《襄阳记》)。 王安石就此事写一首题为《诸葛武侯》的诗,说 : “恸哭杨颐为一言,余 风

今日更谁传。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这首诗是对于法家 “任人唯贤”路线的颂

歌。

儒家 “以礼治军”,法家 “以法治军”,还表现为军事思想上唯心与唯物的对立。儒家

叫嚣什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成公十三年《左传》),把军事行动和统治阶级祀天敬鬼拉

在一起。这就是 “礼治”。兵家中有一派,叫做 “兵阴阳家”, “假鬼神而为助” (巛 汉书·

艺文志》),就是祀天敬鬼的儒家的变种。明代卖国贼严嵩死党赵文华,献御倭七策,第一条

就是 “祭海神” (《 明史·奸臣传》)。 当时人嘲笑他说: “胸中不识韬和略,祭告神龙只靠个

天。” (《 鸣风记·文华祭海》)清朝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同伙、湖南提督鲍起豹,在太平天 国

革命军围攻长沙的时候,他爬上长沙城南楼, “迎城隍神大像与对 坐” (《 湘军志·湖南防守

篇》)。 这些家伙求神拜鬼的狼狈像,充分表现他们是 “以礼治军”的孔孟信徒!法家坚决反

对这种唯心的作法,提出: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 ,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

敌之情者也。”
:(《 孙子·用间》)法家在军事思想上坚持了 “人定胜天”的唯物论主张。法

家认为,战争是 “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 孙子 :计 》)。 “察”就

「‘·



是要 “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 孙子·谋攻》 )。 毛主席说: “中国古代军事学家孙武子书

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

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

话。” “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毛主席对孙武的评价,启发我们应该 如 何 ,去

理解法家军事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古代战争中可u说明 “知彼知弓,百战不殆〃这个真
理的例子是很多的。毛主席关于军事方面的光辉论著中,已给我们提示了不少。城濮之战币

那个刚愎自用的得臣,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结果是每战必败。晋文公和他相 反 ,∷君 臣 上

下,反复计议,把双方情况、各种可能都作了打算,充分做到了 “
集患广 益”, “

知 彼 知

己”,所以 “
一战而霸”9并不偶然 (I喜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左传 》)。 “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历史上的人民起义战争9往往利用统治阶级人心涣散,昧于知彼知己,取

得重大的胜利。在黄巢起义部队夺取潼关的关键性战役中,唐潼关守将惶恐万状。潼关之左

有一个山谷,可通行人。 “平时捉税,禁人出入,谓之 ‘禁谷’”。及至黄巢起义部队到达

潼关9 “
官军但守潼关,不防禁谷,以谷既官禁”,黄巢部队就 “无得而腧也”。结果黄巢

部队分兵从 “
禁谷”抄到潼关后面”对潼关守兵来一个两面夹攻9一举拿下潼关,长驱直入

唐王朝都城 长 安 (《 旧唐书·黄巢传》)。 潼关守将愚昧无知,就是儒家
“以礼治军”,大搞

唯心论的一个标本。

儒家 “以礼治军”,表现在军事思想上是机械论,形而上学;法家
“以法治军”,表现

在事军思想 L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儒家的 “
礼”是

“五常”之一,“三纲五常
”,儒家认为

是变不得的Q所以打仗也墨守成规。赵括年少时学了点兵法,夸夸其谈,他的父亲赵奢批评

他说: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9若必将之,破赵兵者必括也。”后来

赵括果然豫赵孝成王任命为将 ,蔺相如很不赞成,说 : “王以名使括 ,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

能读其父书传 ,不知合变也。” (《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和蔺相如对赵括的批评,说明

担是一个教条主义9机械论者,所以遭到惨败。法家行军。主张奇正迭用9说 “
战势不过奇

王,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 孙子·兵势》)行军用兵要懂得得变化 ,只 有这样 ,才能运用

自如,掌握灵活性,取得主动性 ,加强计划性。项羽一味猛冲猛打 ,在彭城,荥 阳渚战役中,

革耒可以吃掉兵力比他小得多的刘邦的,但是他只打击溃战,让 打垮的敌人逃跑。刘邦对付

怔.就完全两样,灵活巧妙地运用了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

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
的

“
用兵之法” (《 孙子·谋攻》),后来垓下之役,对项羽采取了重

重生Ξ宫1鼓 法,把项军一举歼灭。项羽彻底失败了,还说什么
“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戛J莛至死不悟!无独有偶,林彪一贯违抗毛主席关于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教

导.炮制什么
“三猛战术

”, “一点两面战术
”,和顼羽如出一辙。毛主席说: “宜将剩勇

逼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林彪就是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放走穷寇,一心一意想

孛霸置的家伙。项羽说 “天之亡我”,林彪也自比 “天马行空”,落得粉身碎骨,何其相似

乃尔: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9采取
“
兵贵神速

“
的战法。运用 “出其所不趋,趋 其 所 不

意"(Ⅱ
:∶
‘子·虚实》)的法家军事思想原则, “

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若鬼域之

谁知.敌薮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9蹂躏二省9令官兵追逐不暇。” (《 明季北略》卷十

七)抹彪与张献忠恰恰形成对比。他炮制的什么
“四快一慢战术

”、
“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
,

说什么
“四快一慢,其实是-个慢字

”。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借 口什么
“准 各

”,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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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革晖昀捐吞,迟迟不进,贻误战机。胡饰什么 “已无秘密可言”,不执行毛圭席关于秘密

行军的翁令。林彪及其死党胡吹
“六个战术原则

”是什么“军事学″, “战争学″, “军事辩

证渚
”,某实林彪在他昀黑笔记中自己已写了一段供状: “战术,不求彻底,但求能应付当

时的局面。即足骟过一时。”好一个 “骗过一时”!原来 “六个战术”就是六个骗术!

儒家 “以礼治军”,法家 “以法治军”,还涉及到生产与打仗的关系9表现在对战争物质

供应问题的分歧上。儒家叫嚣什么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 论语·黑仁冫)9装着不

屑潍军事物质准各的样子。孟轲琴至吹嘘只要行 “仁政”,就 “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

兵” (长 孟子·梁毒王上冫)。 这和孔老二的 “去食”一样,是唯心主义的胡说。法家与之相

反,明确地提出: “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 (《 汉书·晁错传》)。 f军无辎重则亡, 无

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 孙子·军争》)法家主张的 “人定胜天”,这也是一个内容。

要凋动人的积极困萘,搞好生产,解决战争的武器装各和粮食供应问题。法家的耕战政策,

就是比较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随着历史的发展,耕战政策在各个时期都有新的内

容。两鞅以来重视农业耕种,秦始皇已注意到工商业的分布,桑弘羊着手管制盐铁,到 了渚

葛亮,不仅抓了屯田9而且 “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使当时四川

的
“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 蜀声·诸葛亮传》)。 法家的耕战政策,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

流,在劳动人民的推动、支持下,作出了它历史上应有的贡献。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可以启发我们提高自觉地执行毛主席关于 “
lJl革命,促生产,促工作9促战备v教导的积极

性。

毛主席熬导我们淇: “∵切带原则惟B0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9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

于江专战争经验妁总结。这些过者妁战争所甲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

-件事。然而还有-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淳毕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酉,拒绅

那毕用不耆”东西,喟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谇后-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敬,我

们莎不熊指导战争。”对两千多年米儒法在军事问题上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

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辑加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批林+lL孔 的需要,也是贯彻执行毛主

席关于 “
备战、备苹、为人民″的教导的霈霉。我们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出

发,决定取舍ρ让我

"在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把批林批孔战斗深入、普

及、持久地进行下去,从胜利走向胜利。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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