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 子 。谋 攻 》 评 注

政教系工农兵学员理论细

匚作者简介〕            f: ∴

孙子”名武,齐国乐安 (今 山东惠民县 冫入。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在鲍、高、国三

氏和田氏的保守与革新的两条路线搏斗中,他被迫出齐奔吴9献兵法进见吴王圃闾,被任命

为吴将。后来9吴国破楚军,威震齐晋”孙武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司马迁在《史记 ·孙子吴

起列传 》中记述了孙武的一些事迹。

《孙子》是孙武的军事著作,共十三篇,六千多字。全书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思想,是对儒家军事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天命观的有力批判,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兼并战争
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这部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总结了春秋时期战争实践的经验,对
后世有很大的影响9是我国军事科学史上的宝贵遗产。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孙武是 “

中国古代

的大军事学家”,对他的军事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部著作还曾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
世界上受到广泛的推崇。日本人就曾称 《孙子》为 “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匚时代背景)

孙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之交 ,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代。

新兴地主阶级依靠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阶级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

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不断受到冲击,并且日趋土崩瓦解。奴隶起义,此起彼伏9诸侯

兼并,征战不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分裂走向统一。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代表的法

家,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9极力提倡
“耕战”。主张用暴力手段来摧毁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

治,消灭各地的分封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的、统 -的封建国家。这是历史赋予新兴地主

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使命。

春秋时期,诸侯争相称霸,兼并战争日趋频繁ρ规模也不断扩大。各国在战争中出动的

兵力,往往达数万至数十万之多,战略战术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出现了太规模 的 野 战、进

攻、防御及奇袭、侦察等战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9必然要不断探索和掌握
战争的规律,注重军事理论的研究。当时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材料,在激烈复杂的战争实践过程中9也涌现出不少的军事人材。《孙子》这部兵书,正
是在那一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法家思想和政治路线指寻下产生并为其服务的。在当前的批林
批孔运动中研究孙子的军事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釉战略
战术,进一步认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本质,加深刈′一定的军事路线同一定的思想
政治路线之同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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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苜饪饵〕

《谋玫 》是 《孙子》的第三篇。曹操注说: 〃
欲玫敌9必先谋。”这篇讲的就是如何策

趔兰玫的问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
战争日的中

`消
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

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
攻是主要的”σ孙子以显著的地位专门论述进攻战,不但证明

`了他十分重视进攻在战争中的
延位和作用,也表明了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当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朝气蓬勃的处于向奴

隶主贵族进攻地位的阶级。在这篇著作中9他把重点放在谋划进攻的策略方面,提 出了一系
L为了保证进攻战的胜利所必须遵循的军事原则,有些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值得
缸i1认真研究。

匚原文)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仝 国为上,破国次之①9仝军为上,破军次之②;仝旅为上,破
来次之③;仝卒为上,破卒次之④,全伍为上,玻伍次之⑤。是故百战百胜, 非 善之 善者
也⑥;不 战而屈人之兵⑦,善之善者也。

∈注译)

①全:保持完整。破国:玫破敌国。曹操解释此两句为: “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 败而
得之,其次也

”
。②军:一万二干五百人为一军。③旅:五百人为一旅。④卒:一百人为一卒。⑤伍:

五人为一伍。军、旅、卒、伍都是古代军队编制单位。⑥善之青:前一善意思是好、高明,后 ˉ善意
思是最好,最高明;善之善,好中之好,高明中之最高明。⑦屈:屈服,降服。

(今泽〕

孙子说:一般指挥战争的法则是,使敌人举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攻破那个 国 家 就差
苎,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是上策9攻破敌人一个军就差些,使敌人全旅完整地 降 服 是上
秉,攻破敌人一个旅就差些;使敌人全连完整地降服是上策,攻破敌人∵个连就差些;使敌
丿、全班完整地降服是上策,攻破敌人一个班就差些。因此,百战百胜,还不算得是高明中最
甬J的 ,不经过战斗而使敌人降服,才算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呀 !

(原文)

故上兵伐谋①,其次伐交②,其次伐兵③,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 得 已。 修 橹 较
狂 E,具 器械⑤,三 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⑥ ;将不胜其忿⑦,而蚁附之⑧,杀士卒
三分之=,而 城不拔者⑨,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 非战也⑩,拔人之城,而
苷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①一一必以仝辛于天下②。故兵不顿⑩,而利可仝,此谋攻之
去也 ,

I汪释 二

三三兵 :上等战略。伐谋:以智谋战胜敌人。②伐交:以外交策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方的外交。
三忮兵:莰趺敌人或以武器攻破敌人。④修:修治,制造。橹:防身的大盾牌。辕韫 (音坟温 ): 攻
菠J二骑=,3真 :准各。器械:云梯等攻城工具的总称。③距:至 ,到。堙 (音因或烟 ):杜佑释
t‘滠二 I~≡逶,以距敌城,观其虚实。

”
⑦忿 (音愤 ):同愤。⑧蚁附之:曹操注为

“
如 蚁之缘

琵Ⅱ
·

=宋喏骐一样,爬城进攻。⑧拔:取,攻克。⑩故善用兵者三句:意即善于用兵的人,不 是死
扣证盯‘丽杠暂谋砍敌。⑩久:指拖得太久。②全:即第一段的 “

全国
”

、 “
全军

”
、 “

全 旅
” 、



“
全卒

”
、 “

全伍
”
之

“
全
”

匚今译〕

所以,指挥战争的上策,是在总的谋略上战胜敌人,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夕苒次是

进攻敌人的军队9下策是攻城。攻城的办法9是不得已的。制造大盾和攻城用的四轮车,准

各ˉ切攻城的器械,三个月才能做好;构筑攻城的工事又要三个月才能完工。将 帅 非 常忿

怒,驱使他的军队像蚂蚁一样去爬城,士兵伤亡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打不下来,这就是攻城

的灾害呀!所以善于指挥战争的人,屈服敌人的军队而不用硬打,夺取敌人的城寨而不是硬

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要拖得很久—— —定要用完整地降服敌人的思想为指导而争胜于天

下。因此 ,军 队不致于疲弊,而胜利可以完满取得,这就是谋划进攻的法则。

匚评论〕

新兴地主阶级以战争这个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同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作斗争9其最终目的

同一切战争一样,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孙子在战争的实践中认识到这个目的。他说的

阝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就是说在战争中要尽可能避免自己的伤亡,而力争完

全的胜利。这是进攻的指导原则。这个 “
利

”,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 实 现 统一之
“
利”,是同儒家

“兴仁义之师
”,把 “

复礼
”

作为战争日的针锋相对的。为了完全地夺取

这个
“
利″,他提出了 “必以全争于天下”的思想,认为在战争中

“全”为上, “破 ”次

之,就是说要打歼灭战、速决战,而避免击溃战和消耗战。在战术上,孙子认为在自己兵力

处于优势时,应根据情况,或 “围”,或 “
攻”,或 “分”,把敌人吃掉;在兵力耜选时 ,

要坚决战斗,争取胜利;在兵力处于劣势时,则要避免与敌人进行战斗,反对蠢猪式的死拼

硬打。这些灵活的战术,都是根据
“
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原则,为了实现 “

必以全 争 于天

下”的目的提出的。在这里,我们既可看到新兴的地主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9也可看到他

们敢于面对现实,认真总结实战经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求实精神。这是由他们当时的政

治地位和所遵循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决定的。

与此相反,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在政治路线上搞复辟、保守,在思想路线上必然信

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在战争中或者靠一时的狂热,或者畏首畏尾。林彪这个叛徒、卖

国贼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抛出的所谓 “六个战术原则
”,主张击溃战,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

产物,它 的要害是反对歼灭战。它时而太搞消极避战,时而又鼓吹拼命主义,是唯心论和机

械论的大杂烩。对照孙子的战术思想9我们不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林彪在军事思想上反法尊

儒的反动本质吗 ?

关于孙子提出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尽量减少和避免在战争中的

损失。他认为
“百战百胜”,当然好,但既然进行战争 ,就不可避免地要有将士的伤亡和物

资的损耗;如果能不经过战争就能使敌人属服,当 然就算最好了。但是,这种看法只是一种

关好的愿望,是不符合战争的规律的。应该指出,在某些战役和战斗中,局部地区敌人的不战而

降,正是在大部地区上进行激烈的战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是迫使敌人这样作的。

在处于四面包围情况下的敌人,有可能不战而降,但更多的可能是还要作
“困兽之斗”。在

这种情况下的指挥员,必须作好彻底歼灭敌人的充分准备,而决不能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敌

人自动放下武器。

匚原文〕

故用兵之法,十 则围之①,五 则攻之,倍 则分之②,敌 则能战之③,少 则能逃之④,不

乡8



若川蓖迁之⑤。坟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⑥ 。

E注释)

①围:四面包围,歼灭敌入。②分:分散敌人的兵力。③敌:相等。能:尽其可能,即 发挥主观

能动性。④逃:避开,回避。贾林释为: “
彼众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敌知

”
∴意即敌军兵力众多,

则应隐蔽自己的军队,不让敌军摸清底细,并避免正面作战。⑥不若:兵力不及敌入。⑥小敌: 弱小

的军队。这句和下句的敌字是指敌对两方的军队、.兵力。坚:固守,即消极防御。大敌之擒:即 作强

大敌军的俘虏。                                    -

E今 译〕

所 以用兵的法则,有十倍优势的兵力就围歼敌人,有五倍优势的兵力就进攻敌人,只有

一倍优势的兵力就要分散敌人,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能战胜他 ,比敌人兵力少就要退却 ,比

敌人军队弱就要避免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只知硬拼固守,就要成为强 大敌八 的 俘虏

了。

匚原文〕

夫将者,国 之辅也①,辅周则国必强②,辅 隙则国必弱⑧。

匚注释〕

①辅:辅助。②周:严密无缝。③隙:有缺陷、裂缝,即不周。

匚今译〕

将帅是国家的辅助。辅助严密 ,国 家就一定会强盛,辅助有了缺陷,就一定会使国家衰

弱。

〔原文〕                               ¨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①: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②,不去口军之不可以退,∷ '币 讶

之退,是谓縻军③;不知三军之事,而 同三军之政④,则 军士惑矣⑤,不去口三军之权⑥,币

同三军之任,则 军士疑矣⑦。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⑧,是谓乱军引胜⑨。'

E注释〕                          、   ∷   ∶

①患:害。②谓:叫 ,命令。③縻(音眉):系 ,羁绊。縻军:羁绊牵制军队:④同:参与i参

加。⑤惑:迷惑。⑥权:权谋,权变。⑦疑:怀疑。⑧难:祸难,这句意思指邻国诸侯乘隙:入 侵 0∶

⑨乱军引胜:扰乱自己的军队,导致敌人的取胜。

匚今译)

因此,国君危害于军队的有三种情况:不懂得军队不可以前进而硬叫它前进,不笸得军

从不可以后退而硬叫它后退,这叫做牵制军队,不懂得军队的内部情况而干涉军事行政,就
会使军士迷惑,不懂得军事的权变而干预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军士怀疑。军队既迷惑而且怀

天,列 国诸侯就会乘隙而入。这就是所谓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 flJ。

(E文二

支扣庄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肚①,以虞待不

^扌

注②,轩龟而君不御者胜③。此五者,知胜之遘也。



匚注释)

①欲:目的愿望。②虞:准备。⑧御:驾御,这里是牵制的意思。

(今 译〕

所以,有五种情况可以预见胜利:凡是能看清情况知道可以打和不可以打 的 , 河以胜
flI,懂得真多和兵少

·
的用法的,可

、
以胜利-全

国全军上下同心同德的,可以胜不刂
‘,自 己宥准

备以等待疏忽懈怠的敌人的,可以胜利;蒋帅有指挥才能雨国君不加牵制的,可以胜痢。这
五条是预见胜利的规律。

匚原文〕

故 曰 :去口彼 知 己 ,百 战 不 殆 ① ,不 知 彼 而 知 已 ,一 胜 一 贞 ;不 知 彼 不 知 已,毒 战 必 殆 。

E茳释〕

①殆 (音代 ):危险、失败。

E今 译〕

所以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丿不了解敌人雨
∷
了解自己,腔败的可

能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

E评论〕

法家同儒家的唯心论相反,遵循了一条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这里,孙子既强
讽战争跑直:接实践者 “将”在战争胜负中的地位和作用,叉强涡了战争摇挥者认识战争胜败
的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这些都体现了孙子对实践的尊重和对客观规律的重要性的认识。 “

知
已知彼,百战不殆

”
,更是他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鲜明体现。毛主席说: “ ‘知己 知

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
俅,并接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 “孙+t,葫律·。。i仍暑科学的
窍理e’

要争琅战争的膛利∴,首先必须有正确的部署。雨这种正确的部薯只有建立在对敌我双方
情况的全面了解和对战争胜负规律的切实掌握的基础之上。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
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私必要的攸察,和对丁各种侦
察材料的联系起来的思索。林彪在军事上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推行一条右佤杌会主义
的军事路线。在辽沈和平津战役中,林彪既不知已,也不知彼。他过高地估计了敌 人 的力
虽,过低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畏敌如虎,不敢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不敢大胆插铡嵌人侧
后实行战役包围,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总是在关键时:刻和关键
闼恩苒肽坏。干挑毛主席关于战略决战的战略方针。计划和都署。在辽沈战役中,他不敢切
断北宁线,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封 闭敌军退路的指示,在平津战役屮”他又对抗毛

鞘 苯于东北埒战军早日入关”就地歼灭华北敌军的指示。辽沈和平津琊大战役的胜flj,是Ⅱ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果。研究孙子:的军事:思1想、中包含
的朴素唯物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唯心论实质,不但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林彪这个

懦家之徒的反动嘴脸,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为什么历史上法家的军事家一般都是比较能打

塍仗歹雨儒家则-般都是比较地不能打胜仗的。 “崽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更确与否是决定-切
的”,在战争中也决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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