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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孫子》的戰略思想 

《孫子》中闡述得最多的、也最出色的是關於如何在戰爭中制勝敵人

的戰略和戰術。《孫子‧計》的「五事七計」可說充分表達了戰略的實質

內涵，是筆者在這一章要充分探討的。戰略是關於戰爭全局的計劃和策

略；戰術是作戰的技術和方法，它的性質限定於局部區域1。 

前一章，談到「戰爭」無所不在。所以，在當下，要開展「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或可說鬥智）的作為，面對未來，則要為「其次伐兵，其下

攻城」（或可說鬥力）的可能做準備。此一過程的作為，即是「戰略」 2作

為。孫子的戰略思想可說是「全勝」的戰略思想，即「不戰而屈人之兵」

的思想。孫子指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目標的達成，有賴「先勝作為」，

即創造有利狀況；就是「創勢」。《孫子‧計》篇有「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頁 333）又《孫子‧勢》有「善戰者，求之于勢，

而不責于人。」（頁 337）“勢”是“形”的運動狀態；“形”是軍事實力，

“勢”是運用軍事實力所形成的態勢3。此兩句主在說明作戰指揮官必須要

能開創作戰前的有利態勢。 

開創有利態勢，就是為自己建立力量，也就是「戰略」。戰略的目的，

是要製造一個有利的作戰景況，這種景況的本身，即令不能即刻產生決定

性的戰果，可是若繼之以會戰後，則一定可以獲得。換言之，使敵人喪失

物質與心理的平衡，才是戰略的真正目標，其結果不是令敵人面臨自行崩

潰，就是在會戰中很容易被擊潰了。 

第一節  「戰略」的意涵 

《孫子》一書中雖無戰略一詞，然其內容可說字字珠璣，句句都在指

                                                 
1 楊善群：《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孫武、孫臏、司馬穰苴》。大陸：南京大學出版，

1992 年 3 月，頁 136。 
2 戰略是建立「力量」，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俾得在爭取戰爭目標時，能
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

1978 年 4 月，頁 108。 
3 趙安郎編《孫子兵法百戰韜略》。大陸：東南大學出版，1993 年 2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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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如何從事戰略，如何建立「力量」。要瞭解《孫子》的戰略思想，則須

先對「戰略」一詞的意涵有所明白，才能窺其堂奧。有關「戰略」的意涵，

我們可從其「定義」、「體系」與「著眼」等三方面做一實質的瞭解。 

一、「戰略」之定義 

「戰略」一詞的原文在英文中為〝 strategy〞，在法文中為〝strategie〞，

在德文中為〝strategie〞，在義大利文中為〝strategia〞。其語根係出於希臘

文〝stratos〞，其本義為軍隊4。 

十八世紀時，法國人梅樂齊（Ｍaizeroy，1719─1780）在其所著《戰

爭理論》一書中首次使用「戰略」（strategie）這個名詞，並把它的意義界

定為「作戰之指導」5（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一八三八年，瑞士文人

戰略家約米尼（Ｂaron Ａntoine Ｈenri Ｊomini，1779─1869）在其著《戰

爭藝術》中指出，「戰略學是作戰地圖前進行戰爭準備的藝術，它所研究

的對象是未來整個戰場。」6但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可能這個戰場不能單是

軍事的戰場，而應擴及外交的、貿易的、國際政治的、人際關係的⋯⋯等

各面向之戰場。 

而克勞塞維茲（Ｃarl Ｍaria Ｖon Ｃlausewitz）則在其巨著《戰爭論》

中，對戰略定義為：「使用會戰來達成戰爭目的的手段。」 7又強調「戰略

為使用戰鬥以贏得戰爭的理論。」（strategy is theory of use military forces 

in combat；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combats for the object of the war）曾任德

國參謀總長卅年的毛奇將軍（Ｖon Ｍoltke，1800─1891），對戰略下了一

個定義。他說：「戰略就是欲實現預定目的時，對於所可能使用的工具，

明白如何實際去有效應用的方法。」8
 

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Ｂ.Ｈ.Ｌiddell Ｈart，1895─1970）則說：「戰

略是分配和運用軍事工具，以達成政策目的的藝術。」 9（ the art of 

                                                 
4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14。 
5 轉引自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同前註，頁 15。 
6 約米尼：《戰爭藝術》。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72。 
7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125。 
8 李德哈特：《戰略：間接路線》。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402。 
9 同前註，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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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ng and applying military means to fulfill the ends of policy）他同時

說明，當軍事工具的運用，最終和實際戰鬥合而為一時，此刻，如何處理

和控制那些行動的方法，就被稱作「戰術」。英國陸軍元帥華威爾（Ｆield-

Ｍarshall Ｅarl Ｗavell）對戰略的定義則是：「如何在戰場上採取有利態勢

以利兵力部署的藝術。」 10（the art of bring forces to the battlefied in a 

favorable position）此義與克勞塞維茲的定義略同，其意涵也是指純軍事戰

略而言。 

英國戰略家何華德（Ｍichael Ｈoward）則分析，所謂「戰略途徑」

（strategic approach，美國自一九四八年才開始採用此一名詞），係從兵學

思想及用兵之道來分析戰爭之發生與遂行，或國家間在國際體系中以武力

相互威嚇之道11。換言之，所謂戰略研究，即包括戰爭的預定目標、可用

手段和威脅所影響的範圍等等。 

美國戰略學者羅辛斯基（Ｈerbert Ｒosinski）則指出「戰略是管制戰

爭的藝術」 12，此定義言簡意賅，較符合當前戰爭型態及總體戰略（ total 

strategy）的需求。而且所謂管制，也意涵戰略是動態性的決策，決策者必

須面對許多機會與不確定，由模糊的情境中，不斷修正回饋與持續調適的

過程。 

蔣緯國先生則認為，戰略的本質是一種解決戰爭實際問題的事務，包

括建力、用力與造勢和用勢於爭取所望目標時13。也就是，一個國家從爭

取盟邦、或孤立敵國；到鞏固自己，削弱對方；再到建軍備戰和用兵的有

效作為與行動等，都是「戰略」。 

法國薄富爾將軍（Ａndre Ｂeaufre；1902─1975）對戰略定義則是：「一

種運用力量（ force）的藝術，以使該力量對於政策目標的達成可以作最有

效的貢獻。」14這一定義，似乎對整個戰爭藝術（戰略與戰術）都適用。 

我國官方對戰略之定義是：「戰略是建立『力量』，藉以創造與運用有

                                                 
10 轉引自教育部編《大學軍訓 2》。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8 年 1 月，頁 8。 
11 同前註，頁 8。  
12 同註 10，頁 8。  
13 蔣緯國：《現代軍事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年 3 月，頁 150。 
14 薄富爾：《戰略緒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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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狀況之藝術，俾得在爭取戰爭目標時，能獲最大成功公算與有利效果。」

15此意謂，凡是為爭取所望目標，所採取之「建立力量」的作為，都可謂

「戰略」。像孫中山當年的「實業計劃」，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的「十

大建設」，現今的「務實外交」、「加入世貿」；或是向他國採購軍機、軍艦、

戰車及愛國者飛彈等都是，這些都是使我們國家獲有安定、安全的「力量」

的措施，就是「戰略」。 

二、「戰略」之體系 

戰略是創建（大都向政略範疇建言）和組織，並運用軍事、政治、經

濟、文化各種力量壓制敵人，使之屈服於我的策略作為 16。戰略作為既是

為奪取所望目標而採取之行動，則必有其層次之區別，或為個人、或為團

體、或為政府、或為國際外交等不同之層次。如能掌握其所施展之對象與

層級之特性，則可以提高奪取目標的成功公算，且必能擴大其有利之效果。 

戰略家針對西方戰略思想的演進，有「大戰略」、「國家戰略」、「總體

戰略」等觀念的提倡和闡明，這可說是戰略體系簡明之區分。 

首先，就「大戰略」而言，乃是魏德邁將軍（Ａlbert Ｃ Ｗedemeyer）

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演說時提出，他說：「大戰略是使用一切國家資源，

來達到國家政策所訂定之目標的一種藝術與科學。」17可見他在半世紀之

前，即已意識到現今複雜世界中，軍事、經濟、政治、心理等因素在大戰

略之間的界線幾乎已經消失。 

其次，在「國家戰略」方面，一九七九年美國國防部所出版的一書《軍

事及有關名詞辭典》（Ｄictionary of Ｍilitary and Ａssocialed Ｔerms）中

將其界定為：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應用政治、經濟、心理、軍事權力等

以達成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就叫「國家戰略」18。美國備役海軍上校

柯林士（Ｊohn Ｍ. Ｃollins），則在一九七三年出版《大戰略：原理與實

踐》一書中，對國家戰略有更簡潔的定義，他說：「在任何環境下，使用

                                                 
15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08。 
16 蕭西清：《戰爭策略》。台北：中華書局，1962 年 5 月，頁 129。 
17 轉引自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29。 
18 轉引自鈕先鐘：《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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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利以達成國家目標的藝術與科學。」19 

再就「總體戰略」而論（ total strategy），這是法國已故戰略大師薄富

爾上將所創。其在傳世之作《戰略緒論》（Ａn Ｉntroduction to Ｓ trategy）

中指出，總體戰略是位在戰略的金字塔頂端，而且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其任務是決定總體戰爭應如何指導20。薄富爾同時補充，戰略的本質是一

種「抽象的互動」（abstract interplay），基此，「戰略」即是兩個對立意志

使用力量以解決其間爭執的技巧藝術。 

上述西方對戰略的定義，似乎都未將戰略脫離必須依賴政治權力之運

作的範疇；但軍事既是政治的延伸，且軍事是完成政治意圖的最後手段，

那當然軍事階層也必然有所謂的「戰略」，以支撐上一階層的戰略作為達

成政治意圖。我國官方對戰略體系層次的區分即以軍事階層的「戰略」為

基石。由於戰爭指導階層及範圍之不同，因而戰略體系有了以下層次的區

分21： 

(一)大戰略─大戰略，亦稱同盟戰略，乃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間，

基於共同利害關係必須合作時，而策定共同策略以求對共同敵國

或共同假想敵國採取一致之步驟，爭取有利的戰爭條件，此策略

即為大戰略。 

  一般的看法，都認為大戰略的意義，就是協調同盟國之間的計劃或

行動，使其趨向於一個共同的目標22。但是，由於個別國家的利益

並不一致，因此，同盟國之間很難不存在利害衝突。 

(二)國家戰略─國家戰略，乃是建立和運用國力，使相關之諸因素能

發揮統合力量，以求得國家整體目標實現之藝術。其主要內涵，

可包含四方面：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心理戰略、軍事戰略。 

  國家戰略的運用是貫串戰前、戰時與戰後，具有全程性，而戰前的

作為，概括而言，即在「建力」與「造勢」兩方面 23。因此，國家

                                                 
19 同前註，頁 31。 
20 薄富爾：《戰略緒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38。 
21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08。 
22 紀昌鑫：《孫子兵法中戰略思想研究》。政大政研所論文，1981 年 6 月，頁 116。 
23 紀昌鑫：《孫子兵法中戰略思想研究》。政大政研所論文，1981 年 6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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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又可分政、軍、經、心等四略24： 

  政治戰略─即建立政治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國家

戰略之藝術，俾在爭取所望目標時，能獲有最大成功公算與有利

效果。 

  軍事戰略─為指導「武力」之建立與運用之藝術。其主要內涵，除

指導三軍軍種戰略，並應包括人力物力之分配及各戰區之支援等。 

  經濟戰略─即建立經濟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國家

戰略之藝術，俾在爭取所望目標時，能獲有最大成功公算與有利

效果。 

  心理戰略─即建立心理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國家

戰略之藝術，俾在爭取所望目標時，能獲有最大成功公算與有利

效果。 

(三)軍種戰略─建立陸、海、空軍單一軍種之兵力，支持軍事戰略以

達成建軍目標，並支持野戰戰略、爭取戰役目標或從事決戰贏得

勝利，稱之為「軍種戰略」25。 

(四)野戰戰略─野戰戰略，乃是戰場形成前，造勢與用勢之指導藝術，

其主要內涵，在於時間、空間和力量之計算與運用。野戰戰略，

因作戰地域及作戰主要軍種之不同，又可再區分為陸戰戰略、海

戰戰略及空戰戰略。（至於戰場形成後之作戰行動，則屬於戰術範

疇） 

  戰略的指導有其一貫性，國家戰略（大戰略）之指導，是建立和運

用國力（同盟力量）；軍事戰略之指導，是建立與運用武力26。所

以，國家戰略的全程構想，在思維程序上，應是植基於武力戰中

的野戰戰略。 

以上我國官方對戰略體系之區分，較西方國家對戰略體系之區分更符

                                                 
24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09。 
25 教育部編《大學軍訓 2》。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8 年 1 月，頁 187。 
26 同註 24，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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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質。 

三、「戰略」之著眼 

戰略始終還是一種「經世之學」，戰略思想必須有助於實際問題之解決

27。蔣緯國先生說：「戰略為經國治世，與指導戰爭準備及遂行之藝術。」

28故戰略作為運用之良窳，實攸關國家存亡與民族興衰。現代戰略家依據

歷史經驗與教訓，對戰略之著眼列出以下四種取向29。 

其一，「總體取向」（total orientation），意即研究問題時，必須認清問

題本身所具的整體性，以總體的眼光來看待問題。誠如薄富爾所言： 

戰略就是一種思考作為，此種思考作為的最大特點即是其所採

取的步驟與一般人所採取的步驟並不一致。它是一種從合到

分，從大到小，從遠到近，從上到下的思考過程。簡言之，即

為先考慮總體，而後考慮分部。30 

戰略之著眼，一定要將所有可運用之資源都納入考量，並將奪取所望目標

過程中之窒礙因素排除，才有可能將力量發揮至極致，獲致預期效果。 

其二，「 主 動 取 向 」， 一 切 戰 略 作 為 的 過 程 都 是 「 行 動 學 」

（praxeology）。戰略學的研究可說是思想與行動的密切配合，薄富爾就說： 

戰略家的最終目的是要改變歷史潮流的趨勢。所以，既不可坐

以待變，也不可以應變為滿足，而必須採取主動積極的行動，

以求控制世局的演變，和誘導歷史的流向。 

戰略作為講究求先與求全，此二者均含有主動的精神在裡面31，如失去先

機，則失去先制，失去先制，則必處於劣勢，處於劣勢，則無法照應全局。 

                                                 
27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116。 
28 蔣緯國：《現代軍事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年 3 月，頁 167。 
29 轉引自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97。 
30 薄富爾：《戰略緒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20。 
31 “主動”，是說當戰鬥實施時，我必先掌握著戰場的支配權，常立於主動地位，陷
敵於被動地位，處處受我左右，惟我的意圖是從，而我的動作則自由自在，出敵意

表而攻之，以達作戰勝利之目的。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台北：河洛圖
書出版社，1975 年 10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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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前瞻取向」（ forward-looking orientation），即「未來取向」，戰

略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及早採取適當的行動以改變未來的歷史走向，換言

之，即在控制歷史的演進或發展。而英國戰略家何華德（Ｍichael Ｈoward）

認為，要有前瞻之素養，則必須以「認清歷史」來著手 32。，他表示，假

使不首先了解我們是怎樣走到這裡，則對今後應向那裡走，就也根本無從

考慮。當然，前瞻取向的過程中保有「彈性」（flexable）在戰略作為中也

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事。未來的事，尚未發生，戰略作為當然也要視狀況逐

步修正。 

其四，「務實取向」（pragmatic orientation），戰略領域中充滿了不確定

性，不僅是未來的客觀環境變化很難預測，而且敵方的意圖更無法掌控。

克勞塞維茲曾有個生動的比喻，他說： 

戰爭的導因太多，其形成就像是一片大樹構成森林一樣，因此，

在因應時，即必須正確地依照每一棵個別樹幹的特性，來決定

使用斧頭的技巧。 

事實上，戰略既為「建立力量」的作為，那在此作為之中如不具備此四種

取向，也就談不上是「戰略作為」了。 

國家戰略一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後始廣泛被使用。在美國稱

之為「國家戰略」，在日本稱之為「戰爭指導」，在英國稱之為「大戰略」，

而蘇聯稱之為「戰爭路線」33。有軍事家指出，戰爭指導在謀求永久的和

平；或為下一場戰爭預佈有利之背景34。而要達到此一目標，就要深思熟

慮，並擬定正確、合理與可行的方案。然設計、規劃和完成這些重要事項

的各種作為，就是「戰略者」必須肩負的責任。而這些工作的著眼，特須

重視以下四種方針。 

其一，「整體運作與創造優勢」，戰略是兩個敵對意志相抗衡的藝術。

在雙方競爭的大場合中，表面上雖然是力的對比，但實際上是兩方指導者

心靈上智慧上的競賽。如何能運用高度智慧，打破敵我力量的平衡，追求

                                                 
32 轉引自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同註 29，頁 113。 
33 李樹正：《國防與戰爭》。台北：中央圖書出版社，1960 年 10 月，頁 83。 
34 蔣緯國：《現代軍事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年 3 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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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目標，就是戰略家的責任。因此，蔣緯國先生強調： 

從歷史觀察，深信「運謀籌劃與創造優勢」是爭取勝利之必經

途徑。但所有的各項措施與作為，必須經由正確的戰略指導與

運用，方能獲致預期效果。35 

即各級戰略計畫負責人都應在整體構想下共知共行，且所有參與作業者都

應該思想觀念一致，行動密切配合，以協調合作來發揮統合戰力。 

其二，「全面建立與照顧全局」，國力的建設須從全局構想來律定其先

後順序，進而全面實施，才能達到「安國全軍」36。因為建「力」，不是單

純的為了應付今天，而是要贏得明天的勝利。如何能正確的預判未來的需

求，就須有戰略眼光，以透視全面建「力」而又能照顧「全局」的措施與

作為。 

蔣緯國先生表示：「戰略階層所需要的力量，物質（有形力量的建設）

固屬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無形力量的培育）。」這同我國《國軍教

戰總則》所言一致，「惟精神戰力凌駕敵人，始可發揮有形戰力於極致。」

37無論「為戰爭指導」或「為和平建設」，在戰略上的設計與安排，均賴精

神戰力為支撐，才能達成。 

其三，「全程策劃與先期佈局」，全程策劃，就是「預」與「先知」的

作為 38。「預」是預備，是行動的前奏；「先知」是先行研判所獲得的情資，

也是行動的指針。即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論敵人來不來犯，都做充分準備；也唯有做充分

準備，敵人才不敢來犯39。亦唯有先知和預備，行動乃能合乎理則，不會

盲目而行動。先知，務求及早；預備，務求其週延，才能適應未來。 

「全程」與「先期」，為各階層戰略所共具之通性。戰略同時適用於戰

時與平時。如果不瞭解其全程與先期的特性，即無法整體建「力」，那也

                                                 
35 同前註，頁 173。 
36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8 年 4 月，頁 288。 
37 郝伯村闡釋《教戰總則》。台北：國防部印頒，1984 年 1 月，頁 11。 
38 蔣緯國：《現代軍事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年 3 月，頁 169。 
39 金基洞：《中國歷代兵法家軍事思想》。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 年 10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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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戰略作為」了。 

其四，「全力執行與求勝求全」，任何卓越的戰略指導作為，其最終必

須落實到「行動」上，才能達成「力量」的建立，獲得「勝」與「全」的

實質效益。行動就是「執行」。蔣緯國先生為此補充說： 

所謂「全力執行」其內涵非常廣泛。乃指戰略指導者，所能運

用的一切力量，方法及手段而言。力量有精神與物質兩大項。

具體而言，又可分為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四大國力要素；

連同各項力量之運用方式與程序─用正抑用奇，直接或間接，

攻勢或守勢等，都渾然包含在內。 

上述的「全力執行」，與鈕先鍾先生所說的主動精神，有實質相通之處。

鈕先生說：「無思想即無計劃，無計劃自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 40這說明

全力執行的動力，不就是要靠思想與主動精神嗎？「戰略」是包括思想、

計劃，以至行動的整體作為，而這一整體作為的考量著眼是「先期」與「全

面」，俾達到「建立力量」的目的，使之為爾後爭取所望目標時，獲有最

大成功公算與有利效果。 

「戰略」，既為建立力量之作為，則必有考量之著眼，以求其發揮本身

之效能。鈕先鍾先生認為，應從「總體」、「主動」、「前瞻」與「務實」等

面向去考量41；而蔣緯國先生則指出，要從「全程策劃與先期佈局」、「全

面建立與照顧全局」、「整體運作與創造優勢」及「全力執行與求勝求全」

等方針去執行42。他倆所造名詞雖不同，但內涵卻完全一致。 

綜合而言，他倆所言戰略重點完全在「求先」與「求全」上，「戰略」，

既為奪取所望目標而做準備，則必然要有先期、前瞻、全面、整體的考量。

就兩位戰略學家所言，「求先」與「求全」二者，「求先」是求先勝，「求

全」是求全勝。個人認為「求先」應列為首要考量；唯有「先」，乃能「全」。 

                                                 
40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8 年 9 月，頁 102。 
41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8 年 9 月，頁 97。 
42 蔣緯國：《現代軍事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年 3 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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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以七計」的“先勝”戰略思想 

孫子在〈形〉篇提出：「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頁 336），這是兵家非常

重要的信條43。戰略作為是要有前瞻性、全面性，方符合「建立力量」的

前提。就《孫子》而言，其十三篇之內容充滿了戰略作為指導的思想。戰

略作為指導，須先具備「未來意識」（a sense of the future），如此，始能把

握正確的觀念與方向（conceptional direction）。44 

「先勝」的戰略思想，在於確立「力量建立」的方向，以為「全勝」

預做部署（全勝的戰略思想，厥為指導如何經營戰爭要素，使其具備可以

抗衡的力量），使未來敵我在力量相較的戰爭中，贏得作戰的勝利。 

一、先知 

「先勝」的基礎在「先知」。《孫子‧用間》云：「明君賢將，所以動而

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頁 349）孫子所講求的「先」，是戰略

考量的「先」，是「先知」、「先算」與「先行」。主要考量在比敵人為先，

同時還要比時代為先45。要比時代為先，比敵人為先，所恃為何？即是「用

間」，經由間諜的情報蒐集後，再實施狀況研判（廟算）；經過狀況研判後，

產生合理可行的行動方案，來指導戰爭要素（政、軍、經、心）的經營，

先期奠定作戰勝利的根基（即力量），這就是「先勝」的真諦。 

在軍事行動之前，應全面了解敵情，以為自己開創有利態勢。孫子認

為：「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

也。」（《孫子‧用間》，頁 349）盲目的軍事行動將導致「亂軍引勝」（〈謀

攻〉，頁 335），孫子說：「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

必殆。」（〈謀攻〉，頁 335）只有做到「知己知彼」，將雙方的道、天、地、

將、法具體詳實的比較，在「多算勝」的前提下，對敵使出「攻其不備，

出其不意」的行動作為，才稱得上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達到追求

「勝乃可全」的目標。 

                                                 
43 「先勝」，是已經完成「先為不可勝」，因有準備，而有把握。張國浩編《不戰而勝
─孫子謀略縱橫》。台北：正展出版公司 1999 年 4 月，頁 142。 

44 金基洞：《歷代兵法家軍事思想》。台北：幼獅公司，1992 年 10 月，頁 110。 
45 鈕先鍾：《孫子三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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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間」與「廟算」，可說是達到「先勝」的二條途徑。〈用間〉

是《孫子》十三篇中最後的一篇，但它卻指出了用間在戰略作為中的重要

性。用間主在偵察，偵察在於知戰，知戰即知可戰與不可戰 46。孫子云：「知

彼知己，百戰不殆。」（〈謀攻〉，頁 335）所謂「知彼」，就是了解敵人的

情況。「知彼」，雖可透過各種偵察手段獲得，但要深刻地了解敵方的實情

內幕，最能奏效的手段就是用間。孫子說：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必取于人，知敵之情

者也。（〈用間〉，頁349） 

這裡的「必取於人」，就是使用間諜，以人去獲取資料47。因為先知，絕不

可能憑空臆測，也不能依據經驗推斷，否則，依據經驗對錯綜複雜、千變

萬化的事物進行判斷，難免失誤。必須根據可靠的資料加以觀察整理，或

由彼我兩國及他國人員所供之原始資料來研判，透過「用間」得到敵人實

情，根據實情作出科學性、創造性的決策，乃能克敵致勝。所謂：「不用

間，不勝。」48（《孫臏兵法‧篡卒》）即是這個道理。 

春秋時期，征戰頻繁，《左傳》即有很多諸侯國之間運用間諜的記載。

如西元前 666 年，楚人伐鄭，「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

止。」 49這話是說鄭人使用間諜來偵察楚師動向，根據間諜的報告「楚國

人的帳蓬上有烏鴉。」鄭國人一聽這話，都認為楚國將遇不吉利之事，就

不再逃跑了。再如西元前 601 年，晉伐秦，秦人派間諜刺探晉國軍情。結

果，「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50又如西元前 484 年，齊魯交戰，當齊師

敗退逃跑時，馬上就有間諜來報告魯方。「宵諜曰：『齊人遁』。」 51這正說

明春秋時代兼併的戰爭中，間諜活動的相當頻繁，而間諜的作用即是在達

成戰略作為前的「先知」，所以，孫子說： 

                                                 
46 舒大剛：《孫子的智慧》。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1998 年 3 月，頁 206。 
47 王建東：《孫子兵法體系精解》。台北：鐘文出版社，1993 年 5 月，408。 
48 張震澤撰《孫臏兵法校理》。台北：明文書局，1985 年 4 月，頁 54。 
49 《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印行，1982 年 10
月，卷十，頁 1781。（為避免註解行文冗長，凡註文內之十三經經文引用，均採阮元
校勘之注疏本，僅在註解中註明頁碼） 

50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二，頁 1874。【十三經注疏本】 
51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頁 2161。【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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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聖不能用間，非仁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用間〉

頁349） 

這強調，不是戰略家，無法作戰略的考量，更無法使間諜發揮戰略的功用

52。因為，戰略的實質內容是「計劃」（廟算），而計劃即必須以情報做依

據。 

孫子極力強調用間，他說：「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

密於間。」（〈用間〉，頁 349〉孫子不僅強調「用間」，而且主張「無所不

用間」。孫子以〈用間〉為兵法之末篇，應有其特殊意義：一是顯示全部

兵法非常重視情報蒐集。二是用間為獲致戰略情報之重要手段。凡敵國內

部影響深遠的動態資料，多半屬戰略情報。敵前敵後或已投入戰場之靜態

資料，多屬戰術情報53。戰略情報的蒐集，在古代除了間諜外，別無他途。

在現代除了間諜外，尚有人造衛星；但也僅是對硬體有效，有關軟體情報，

如政治、經濟、心理或戰略構想等，則非賴間諜不可。所以，「用間」始

終還是蒐集戰略情報的主要手段。而且間諜相對於科技來說，若干科技能

力不足的國家，一樣可以從事間諜戰。因此，孫子進一步強調： 

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

恃而動也。（〈用間〉，頁349） 

用間為「先知」的前提，先知又為先勝之前提，先勝又為全勝之前提。所

以用間的一切都在求一個「知」字。「知」字在《孫子》全書中，出現的

次數相當頻繁，有知才能謀，有知才可算，有算才能成功，十三篇中只有

〈勢〉篇和〈行軍〉無「知」字的呈現，其餘各篇，無不重視「知」字，

故而「知」格外具有重要意義。 

二、先算 

如何可「知」？前述分析除了用間外，就是廟算（即評估）。依據間諜

所提供的資料，施予評估，以發覺那些部份對建立力量來說，是要再強化

                                                 
52 鈕先鍾：《孫子三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51。 
53 李啟明：《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4 年 9 月，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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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俾增加自己作戰時的成功公算。孫子強調：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

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計〉，頁333） 

在這寥寥數句中，孫子對國防大計與政略戰略決定的前提，說說明明白白

54。古時，有關國家大事的決策都必須在宗廟中經過占卜，這就是「廟算」。

在今天來說，就是召開「軍事會議」的意思。 德 國毛奇元帥  （Ｈellmuth 

Ｖon Ｍoltke 1800─1891）說：「良好的判斷用之於戰爭，即為戰略。」 55

《孫子‧行軍》亦有：「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的剴示，這些

都是戰略考量。 

孫子所要評估的項目有那些呢？那些才符合「先勝」的戰略考量呢？

當然是戰前的政、經、軍、心的各項作為。戰前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措施，

這是非常重要的。所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56又《左傳‧僖公二十

二年》載：「臧文仲曰：『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再如《左傳‧成公九

年》載：「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而孔子

亦曾對魯定公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57這些都說明戰前的準備非常

重要。至於孫子對戰前的準備則說：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形〉，頁336） 

先為不可勝，要靠「先知」與「廟算」。而這兩措施，就是「先謀」58。預

先算定有勝算的把握及先制定取勝的戰略作為，才能使全國上下從一定之

方針取一致之行動。這樣的思維就是戰略思想，就是為自己建立力量，如

同他在〈形〉篇中所指出： 

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

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54 黃浩然：《中國古代兵學思想》。鳳山：黃埔出版社，1959 年 5 月，頁 62。 
55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303。 
56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頁 1728。【十三經注疏本】 
57 《史記‧孔子世家》。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6 月，頁 19。 
58 王顯臣、許保林：《中國古代兵書雜談》。大陸：解放軍出版社，1985 年 3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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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銖稱鎰。（頁336） 

前述的思維已算是非常科學的想法，孫子認為用兵的方法，其實祗是力量

的計算，一、遠近評估；二、衡量大小；三、比較數目；四、計算輕重；

五、判斷勝負59。顯見孫子對本身的力量的部署與籌建的思維非常細密，

也充分展現出戰略思想中的「先算」思想。 

明朝戚繼光認同《孫子》的這種戰前作為，他認為打仗可分為「算定

戰」、「糊塗戰」、「捨命戰」三種情況。60他堅決反對只憑一腔熱血的糊塗

戰，及敵人來便向前衝的捨命戰，而是要打「未戰以前，件件算個全勝」

的算定戰。戚繼光能戰勝倭寇，就是謀定而後動，打算定戰，故師出必勝。 

件件要算個全勝，就是要評估。「評估」，在達到戰略中的「務實取向」。

至於從那些方面做評估，孫子指導說： 

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

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計〉，頁333） 

這些評估要項算是非常週詳的。春秋時期，在戰前缺乏充分準備而導致戰

爭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邾人須句故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61結果兩軍戰於升陘，魯師大敗。魯公

的頭盔亦被邾人所獲。又如《左傳‧成公九年》載楚伐莒。「莒恃其陋，

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遭楚克其三都。」另有《左傳‧襄公十二年》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

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

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62 

這是因為晉國輕敵，且「弗設備」，結果當然是敗師。孫子是根據歷史的

教訓，才有戰前應「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計〉，頁 333）的理念，也

因為有這一理念，確定了他慎戰的理論，他說： 

                                                 
59 陳文德：《孫子兵法經營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 年 8 月，頁 87。 
60 戚繼光《練兵實紀雜集‧登壇口授》。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年 5 月，頁 38。 
61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五，頁 1813。【十三經注疏本】 
62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一，頁 1952。【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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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

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形〉，頁336） 

要立於不敗之地，必先要作敵我雙方的實力評估，所謂：「用兵之道，以

計為首」 63，這是知己知彼的工夫，就是綜合研判敵我情勢的工夫；此一

評估包括對政治情勢、指揮掌握、內外環境、士氣及紀律、訓練及戰力等

方面之比較。評估是為防「猝」和「失於驚」的作為64。正如《孔子家語》

記載孔子說：「慮不先定，臨時而謀，不亦晚乎？」65預先考慮敵我雙方種

種有利的條件與不利條件，全面評估種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並在思想上、

物質上充分準備，且做最壞的打算，即使戰爭進行過程中有意外出現，也

早在評估之內，而仍保有主動權。 

當然，在實施評估或分析比較時，先得深入了解對方的實際情形，「知

己知彼」才可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孫子在講求經五事、校七計之後，特別

強調說：「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66也就是他把執行「五事、七計」，當成考核作戰指揮官勝、敗、去、留的

主要依據。《尉繚子‧戰威》亦云：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勝者，氣也。氣實則鬥，

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

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陣

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67 

上述特別指出「廟勝」，即依廟庭戰略決策取勝。《淮南子》：「兵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鈐懸而後動。」 68這些

對戰前評估的看法與孫子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所謂「評估」，包括兩個部

分：第一部分為「衡量」（measurement），也可稱為「量度」或「計量」，

亦即為孫子所說的「校之以計」，換言之，即為數量的計算和比較。第二

                                                 
63 張文才：《百戰奇法淺說》。大陸：解放軍出版社，1990 年 6 月，頁 12。 
64 史美珩：《古典兵略》。台北：洪葉文化公司，1998 年 2 月，頁 176。 
65 《孔子家語‧賢君》。大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 月，頁 34。 
66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8 年 4 月，頁 53。 
67 《尉繚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20。 
68 《淮南子‧兵略訓》。台北：建安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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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為「判斷」（judgement），那也就是對於一切不能「量化」的因素採取

研判手段，也正是孫子所說「而索其情」。69圖示如下： 

         評估         衡量         判斷 

      Ａssessment＝Ｍeasurement┼Ｊudgement 

                   （校之以計）  （而索其情） 

衡量是客觀的，而且衡量要有一定標準的共同基準。判斷是主觀的，是以

某種單位直接加以衡量。所以評估，必須要把客觀的衡量與主觀的判斷結

合成一體。 

前述說過，「先勝」是「全勝」的前提；而「先勝」有賴「先知」與「先

算」，才能在有最正確的狀況判斷後，而採取最佳的行動方案，奠定「全

勝」的基礎。《草廬經略‧遠略》：「非必取不出眾，非全勝不交兵，緣是

萬舉萬當，一戰而定。」 70孫子在〈謀攻〉篇有提出「全勝」的前提；如

下圖所示： 

 

      知可戰與不可戰者勝（即法令孰行？賞罰孰明？） 

      識眾寡之用者勝    （即天地孰得？） 

知勝之道  上下同欲者勝      （即主孰有道？） 

      以虞待不虞者勝    （即兵眾孰強？士卒孰練？）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即將孰有能？） 

這是「七計」後，敵我孰優孰劣所形成的結論。 

知勝之道五，它的第一項「知可戰與不可戰」的“知”就是“知彼知

己”，是一個分析敵我實力的過程，而分析的要項即是“五事”。而所謂

“可以戰”，當然就是指“多算”。其次，「識眾寡之用」即是“度、量、

數、稱、勝”之作為，同時輔以“奇正”之運用，而達以鎰稱銖的效果。 

                                                 
69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168。 
70 《草廬經略》。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 年 4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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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是「上下同欲者勝」，這完全牽涉到指揮官個人的領導統御作為，

尤其是他的“信”與“仁”。只有賞罰有信、仁民愛物的主將，才能凝聚

全軍充分發揮戰鬥力71。此外，還有「以虞待不虞者勝」及「將能而君不

御者勝」。「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72，以上這些都是戰前可判斷勝負

的要項，這些過程就是「戰略」。所以，孫子說「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而這五者與主將都脫不了關係，誠所謂：「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

福禍之所依也。」73當然，這也靠「廟算」來獲得的結論，孫子更總結說：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

己，每戰必殆。（〈謀攻〉，頁335） 

先勝，有賴「知彼知己」，這樣方式獲得的勝利是「智勝」，也是孫子所謂

的「勝于易勝者也」（〈形〉，頁 336）。所以，他主張先求「道勝」、「量勝」，

而後達到「形勝」，做到立於不敗之地的「先勝」，而後才求戰，這就是「善

戰者之勝」（〈形〉，頁 336）。 

第三節  「經之五事」的“全勝”戰略思想 

「全勝」兩字是出現在《孫子‧謀攻》裡，該篇一開始就提出五個「全」

字，分別是「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等；進而提出「不

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理念。 

《孫子》的核心思想是一個「全」字74。《孫子》的「全」，如同是孔

子哲學的核心「仁」，老子哲學的核心「道」一樣，是研究孫子軍事思想

的重心 。「全」字在十三篇中出現的次數並不多，一共僅十次，而其中有

七次在〈謀攻〉篇之中，十足含有「戰略作為」75的意涵在內，更說明孫

                                                 
71 趙安郎編《孫子兵法百戰韜略》。大陸：東南大學出版，頁 91。 
72 《管子‧霸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 4 月，頁 439。 
73 尹名等編：《諸葛謀略全書‧將苑‧假權》。大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1 月，
頁 138。 

74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280。 
75 決勝因素是野戰戰略思想的基礎條件，野戰戰略是發揮決勝因素的主要環節，也是
戰爭狀態中國家存亡的關鍵所在；野戰戰略的運用，實在是國家總體力量發揮的焦

點。自大戰略至每一會戰之指導，均應以野戰戰略理論及運用為基礎。國防部編《國
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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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戰略思想是採取求「全」的途徑（holistic approach）。 

孫子在〈謀攻〉篇，首先揭示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理念，其

次，對如何可達此一境界也作為做了一番指導。他說：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此謀攻之法也。（頁335） 

從這一指導來看，可謂合乎戰略作為著眼中的「全面建立與照顧全局」和

「整體運作與創造優勢」的二項考量。所以，孫子「必以全爭於天下」的

指導，從橫切面來看，就是要從「全面」作考量，即對總體國力──政、

經、軍、心的發展有全盤規劃，建立力量，如此才能進行「伐謀」、「謀交」，

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從縱切面來看，就是要「整體」考量，即當

伐謀、伐交無法屈服敵人意志的時侯，即必須以武力來做為達成國家政治

目的的手段，以「伐兵」、「攻城」的方式來達成國家政治任務。 

一、全面經營 

「戰略作為」是要建立力量，而力量的建立則有賴對戰爭要素的經營

而來。所以，孫子說： 

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

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計〉，頁333） 

「道、天、地、將、法」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要素，也是前述分析

戰前評估「先勝」的要件。戰爭要素為戰力之泉源，它是遂行戰爭的主要

因素 76。戰爭要素的具備或充足與否，可嚴重影響到戰爭的勝敗。有關戰

爭要素的內涵，我國《國軍軍事思想》，作如下的揭示： 

關於戰爭要素的內涵，因時代及戰爭性質之不同，頗有不同的

解說，一般以人力、物力（資源）與領域為基本要素，⋯⋯但

                                                 
76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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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戰爭為總體性，須舉全國國力以從事戰爭，國家將上列各

項基本要素，透過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管道，加以組織

運用，成為政治力、經濟力、心理力、及軍事力，合稱為四大

國力等，此乃遂行戰爭的四大要素。77 

政、經、心、軍四大國力，是遂行戰爭的四大要素，這與孫子所舉的「道、

天、地、將、法」五事為作戰的根本要素是相通的，《孫子》的五事可包

涵於前述各戰爭要素中；如「道」可涵於政治與心理的國力之內，「天」

可涵於軍事力之內，「地」可涵於軍事與經濟的國力之內，「將」可涵於心

理與軍事力之內，「法」可涵於政治與軍事力之內。孫子認為「五事」就

是戰爭要素；他要大家以這五事作為戰力經營的項目。 

什麼是「道」，所謂的「道」，按孫子的體認，是政治方面的「道」，即

政治規律；儒家謂之「仁義」，道家謂之「無為」。孫子的解釋是「令民與

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詭也。」（〈計〉，頁 333）即上下「同

心同德」，就是國家生死存亡之道。這是一切戰鬥和政治策略制定的根本。 

老子也有「同心同德」的看法，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78老子表示，一切的事物都靠「道」才得以生生不息，

它是天地萬物的母親。 

杜佑則說「道」是「德化」，而杜牧說是「仁義」，張預說成是「恩信

使民」 79，各家雖說法不一。但歷史上的戰爭，如商湯伐桀、武王伐紂、

周公東征，都證明只要君主有道，則必能戰勝強敵。《孟子‧梁惠王下》

載，商湯伐桀時，「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正，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80這就說明在政治上處於優勢，

較軍事上處於優勢更容易戰勝敵人。在這一方面，中國兵家《吳子》也很

重視，他說： 

                                                 
77 同前註。 
78 《老子‧廿五章》。台北：大夏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59。 
79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 10月，頁 8。 
80 《孟子注疏》。卷二下，頁 2679。【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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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若行不合道，

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

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81 

《吳子》的觀點充滿儒家的看法，他指出「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反

本復始是指使人恢復善良本性，這與《孫子》的「道」十分接近。 

孫子要大家由「道」來經營戰力，那應該怎麼做呢？道不是形而上的

虛無飄渺之物，而是可經由人實踐力行達到的要素，它像是儒家的大學之

道，可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做起，而達「明明德、親

民、止於至善」的境界。《孫子》認為在上位應從修己之道，去修明政治

的道，惟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才能為國民所接受，惟有修明政治的政府，

才能為國民所擁戴。如《黃石公三略》云：「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

家，失人也。」又「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

則策無遺。」82這些都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呼籲。 

其次，什麼是「天、地」，孫子認為：「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頁 333）在〈用間〉篇有：「不可

象於事」的指陳，也在〈地形〉篇裡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頁

344）可知孫子所指的是要對作戰的時空環境有所研究，深入了解，俾於

作戰時，能對戰力有所發揮。 

軍事上的「時制」，分兩類情況，一類是具體對戰役的影響，如「冬夏

不興師」，原因是大寒大暑，對行軍打仗不方便。這是屬於「寒暑」的範

圍。另一類是戰爭季節對於國民生計的影響83。春耕秋收，這是農民生計

的關鍵，《禮記》說「春秋不起兵」，即是不違農時。因此，從季節上考慮，

最好是春秋兩季不打仗，特別是在寓兵於農時的古代社會，更是相當重

要。周代社會，三時務農，一時振兵，也是出於這種考量。 

至於「地」的特質，「遠近」是言距離，「險易」是言地勢，「廣狹」是

                                                 
81 《吳子‧圖國》。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11 月，頁 18。 
82 《三略》。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1 月，頁 2。 
83 舒大剛：《孫子的智慧》。台北：三友圖書公司，1998 年 3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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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地貌，「死生」是言進出道路是否良好，這些都是戰略考量。所以，張

預說：「知遠近則能知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

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知戰散之勢。」84 

所以對「地」的特質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研判概念。〈形〉篇有一段話：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頁 336）李贄指出：「地

生度，因地形以度事勢。度生量，酌量彼己之強弱。量生數，數，機變也，

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數生稱，稱量熟愈，如韓信之論漢楚

也。稱生勝，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相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

如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85李贄的分析，已經彰顯了《孫子》對

數量的科學概念。故孫子曰：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

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

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

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

乃可全。（〈地形〉，頁345） 

所以，要百戰百勝，除了「知彼知己」外，還要「知天知地」，否則無法

獲得完全的勝利。這也就是說須要考慮整個「戰略環境」，對整個戰略環

境了解，才能就軍備軍需實施整備，才有百戰百勝的可能，才是孫子所說：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形〉，頁 345）的境界。 

再談「將」，將帥要有怎樣的素養，才能擔當救國救民的重責大任呢？

孫子提出「智、信、仁、勇、嚴」等五項，曹操稱之為「五德」，亦即「將

德」。智能謀劃，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敢，嚴能立威。 

作戰的指揮官除了國家要重視培育之外，其本身也必須苦下身段。孫

子說：「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頁 334）指

揮官應使自己成為強將，即應具備「智、信、仁、勇、嚴」等武德修為。 

「智」，即是應付多種多樣狀況的智慧，即所謂「知者不惑。」而「信」，

                                                 
84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編印，1978 年 12 月。頁 60。 
8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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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立足之本。孔子云：「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又說：「人而無

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

政》）可見信是立身的基礎。因此，為將取信於士卒，為政取信於民心，

乃是致勝之道。 

「仁」，是「二」與「人」字的組合，可以說就是人與人相處的感情態

度。樊遲問仁，孔子說：「愛人」（《論語‧顏淵》）還說：「仁者安仁，智

者利仁。」（《論語‧里仁》）《史記‧孫吳列傳》載：「起之為將，與士卒

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以上

所舉都具體表達了「仁」的意義。 

「勇」，是果斷、堅毅，是將軍之勇。「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六

韜‧龍韜奇兵》）而「嚴」，是賞罰與紀律要嚴明。《吳子‧論將》云：「禁

令刑罰，所以威心。」「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略》也說：「將兵還

令，賞罰必信。」有鐵的紀律才有鐵的軍隊，也才有所向披靡的戰績。 

西元前 597 年，晉楚邲之戰時，晉中軍元帥荀林父治軍無方，內部意

見不能統一；其佐彘子擅自出擊楚軍，他不能制止；兩軍對峙，形勢緊迫，

他又不防備；當楚軍發起全面攻擊時，他竟鼓勵全軍渡河，下令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以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匊也。」 86這樣的

情形完全是由於主將沒有軍事素養所造成的結果。所以，孫子提出將帥應

具武德修為實發人深省。 

最後談到「法」，孫子解釋：「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是指軍

隊的編制、指揮號令、各級官吏的職責劃分，及任用軍需品配置等制度規

定。春秋時代各國都進行法制建設，軍事法制也相對完備。 

「道、天、地、將、法」，由「道」至「法」的經營，孫子都非常重視。

他說：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形〉，頁336） 

這可證明，孫子認為戰略應從「政、經、軍、心」全面經營的看法。只有

                                                 
86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三，頁 1878。【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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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經營才能厚植戰力。殷商末年，紂王暴虐淫侈無道，臣民憤恨。西伯

姬昌則發達生產，富國裕民，修德行善，籠絡民心，爭取盟國，翦除殷羽，

連征犬戎、黎、邗、崇等國。姬昌逝世後，其子周武王繼續勵精圖治，實

力大增，遂於西元前 1027 年滅殷。周之所以如此強大，就是由於重視「修

道而保法」所獲的成果。 

另如管仲輔佐齊桓公，齊國日臻富強。在周釐王二年（西元前 680 年），

周室已經衰微，諸侯內亂，戎狄南侵，荊楚北漸。齊桓公想稱霸中原，遂

以「尊王攘夷」為策略，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公於周釐王四年稱

霸，迄周襄王九年，前後歷時卅六年。這些成就的取得，即是他修明政治、

確保法制，並「尊王攘夷」，在內外政策都得宜的情形下，自然水到渠成。

所以，孫子認為要獲得戰爭的勝利，就要修治「『敵不可勝我』之道」，確

保「『我必勝敵』之法制」，即重視無形戰力的經營，較有形戰力更能獲得

作戰的勝利。 

二、整體運作 

國家戰略（大戰略）指導，是建立和運用國力（同盟力量）；軍事戰略

指導，是建立與運用武力。故戰略指導的全程，應包括戰力的建立與運用，

亦即由建軍開始，直到戰爭最後目標達成為止，全程一貫87。建軍構想以

用兵構想為基準，並以野戰戰略為基礎。故國家戰略的全程構想，在思維

程序上，實基於武力戰的野戰戰略。也就是所有戰略作為都應以武裝力量

為後盾，戰略目標才有達成的可能。孫子在戰略作為上的指導是：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

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

之。⋯⋯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

攻〉，頁335） 

孫子的話乃在指導一位指揮官實現「全勝」的方法，其主要是在政治上通

過「伐謀」、「伐交」的手段，力求作到「屈人之兵非戰也」、「拔人之城非

攻也」的現象，這樣才能「兵不頓而利可全」；實在不得已，再從軍事上

                                                 
87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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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伐兵」、「攻城」的手段，使敵屈服。孫子的「全勝」是著眼於術略

全程一貫，即戰略體系中「大戰略」、「國家戰略」、「軍事戰略」及「野戰

戰略」的方針都應一致，這樣才能建力「全勝」的基礎。以下分析有關孫

子對「整體運作」的指導方針（古時並無「大戰略」、「國家戰略」、「軍事

戰略」及「野戰戰略」的具體定義；故孫子應僅是對大原則作指導）。 

首先談「大戰略」的指導方針，即孫子所講的「上兵伐謀」的作為，

以謀略攻取敵人是最理想的計策、戰略，故稱「上兵」。「伐謀」的目的在

於求得有形與無形的勝利；其所包括的內容，如運籌、計劃、部署、政經、

外交等手段的配合，且同時包括在適當時機的用兵。既然是「謀」，則必

然要有智慧，這個智慧，可分明智、理智及機智三種。 

明智──明智之法有二：其一，知己知彼；其二，知機知微。不知己

不知彼，則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不能形成正確的計謀；不知機不知微，

就不能預見未來，以把握戰機，定計於未形88。所以，孫子指導大家應運

用智慧取勝。他說：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

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

聰身。（〈形〉，頁336） 

這與《六韜‧龍韜》所云：「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

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

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

89二者都是強調先知識機的重要性，也就是應有明智的作為。 

理智──即以清醒的頭腦應付萬變的情勢，以獲得戰役勝利為最高考

量，不可受個人感情因素的干擾。所以，孫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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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頁348） 

                                                 
88 舒大剛：《孫子的智慧》。台北：三友圖書公司，1998 年 3 月，頁 92。 
89 《六韜》。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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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事關百姓安危，國家存亡，所以不能意氣用事，就是

要理智。 

機智──機智講靈活，不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計可以先定，但不必

守株待兔；謀可以先發，但不必固守不移。用智用計應靈活即機智。例如

春秋初期衛國的州吁篡位之後，為立威鄰國，遂聯合宋、魯、陳、蔡四國

攻鄭。鄭國大夫祭足認為欲打敗五國聯兵，必須先離間他們彼此的關係，

於是向鄭莊公獻計：令邊境士兵夜襲陳國，搶掠陳國的人和物質；再派能

言善辯的人出使陳國，還其俘虜，並賠禮道歉。使陳國國君認為向鄭國主

動修好，是出於至誠。結果，這樣的作為，有效鬆散了陳與宋、魯、蔡、

衛四國的關係。 

前述機智之法有二；一是根據敵情制定作戰方案，另一是隨時修改既

定方案。孫子說： 

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又：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

趨下；兵之勝，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致勝。

故兵無成勢，無恆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

頁339） 

兵出之先，須定計於內，然後出師。但是，先計祇是定基本戰略，至於具

體戰術，則應依實際狀況，作相應的變動。這是孫子所講「因形而措勝」

的機智。 

其次談「國家戰略」指導方針，即孫子所講「其次伐交」的作為，春

秋時期，諸侯國林立，要想贏得戰爭的勝利，一定要先展開外交活動。 

西元前 630 年，晉、秦聯合圍鄭。鄭國派大夫燭之武見秦軍。《左傳‧

僖公三十年》載：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

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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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晉、秦聯合圍鄭，經過燭之武的一番遊說，秦國結果與鄭國結盟，晉國見

秦改變態度亦罷兵而去。這是「伐交」成功的例子。所以，孫子指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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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己之私，威加於敵，

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九地〉，頁347） 

這段文字之「其交不得合」，是指敵方與國。「其眾不得聚」，是指敵方軍

旅。下一句「天下之交」，更明白表示國家戰略應多透外交方式運用來建

立力量。 

再則談「軍事戰略」指導方針，即孫子所講「其次伐兵」之作為，就

是本著「打」、「裝」、「編」、「訓」的著眼，隨時考量裝備性能與作戰方式

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關聯性，除使裝備性能能符合作戰要求外，同時作戰方

式亦從發揮裝備性能為首要考量，形成先勝原則。也就設計並建立一支足

以克敵制勝的武裝力量，以支持國家戰略，並能滿足野戰戰略的要求。 

就「打、裝、編、訓」的軍事戰略而言，「裝」與「訓」尤為重要，裝

備的精良及人員素質的高超，幾可說是作戰致勝的關鍵因素。以「裝備」

方面言，孫子提示並不多，僅在〈作戰〉篇有「取用於國」及「取敵之利」

兩句，這是因為古時作戰型態較為簡單之故。這兩句話在今天來講，就是

要「自立更生發展獨立自主之國防」及向國際「透過軍售購買高科技之武

器裝備」兩條途徑。不可諱言，這也確實是強化國家軍事力量所能考慮的

兩條途徑。 

至於「訓練」方面，孫子在〈行軍〉篇有：「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

謂必取。」（頁 343）的指導，「文」就是思想教育，一個軍隊沒有中心的

信仰，很難成為節制之師。曾國藩創湘軍是以維持「名教」為中心思想，

湘軍中，朝出鏖兵，暮歸講道，講的就是「信仰」、「思想」之道。而「武」，

就是「武術」、「武德」、「武藝」。軍隊訓練的目標，可分二大部分，一是

內在精神，稱為武德，即軍人特具之智、信、仁、勇、嚴修養，二是外在

之治事與戰鬥能力，稱為武術（戰術），武藝（技藝）。武藝的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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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慧、學術與體能；其匯集的成果即是卓越的指揮才能與精湛的戰鬥技

能。 

因而，精到而周密的教育訓練，是培養指揮卓越的幹部及技藝高超的

戰士，進而練成精良軍隊的必要措施90。精練的武藝，能堅定自信心，排

除一切困難，發揮積極進取、犯險犯難的膽識與氣魄，完成任務。這種內

外雙重的訓練，必須達到一致的標準，才能成為「軍事戰略作為」中，所

謂的「力量」。 

最後來討論「野戰戰略」指導方針，即孫子所講的「其下攻城」之作

為。一切的伐謀、伐交都不能達到目的時，祇有「用兵」，故此處之「其

下攻城」，即是必要之措施。當然也必須講求法則，才能達到「全勝」的

最高藝術境界。所以，孫子指導說：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

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謀

攻〉，頁335） 

「十則圍之」，是在戰場上打仗，如果兵力強於敵人，則可大膽對敵展開

包圍。「五則攻之」，即我軍兵力優於敵人，亦可主動尋求敵人作戰。「倍

則戰之」，假若敵人的兵力優於我軍，此刻，我們必須對敵採取各個擊破

的方式，使敵人由優勢轉為劣勢。「敵則能分之」，即我與敵勢均時，就要

運用欺敵、佯攻、佯動、分散、夜襲或迂迴等戰法，來贏得作戰的勝利。

「少則能守之」，比敵人兵力少，就要「藏於九地之下」，才能自保而全勝。

「不若則避之」，如敵我兵力相差太懸殊，且我方處於劣勢，在此狀況下，

應主動避開敵人，以免為敵人優勢兵力所擊滅。如果無法認清這一點，仍

然頑強抵抗，則必然出現「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的後果。 

特別就野戰戰略而言，如何可使敵人喪失心裡平衡？應可從物質與心

理二方面來達成。就物質領域來說，其作法是： (1)擾亂敵人之部署，使敵

混亂。(2)隔開（切斷）敵人之兵力，(3)阻擾敵之補給，(4)威脅敵之退路。

就心理方面來說，是運用我所使用的物質性手段，使敵人在心靈上感受威

                                                 
90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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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以致喪失心理平衡。91 

總之，戰場上敵我的優劣，並非純以兵力數字可以來決定，如何變主

客形式，移眾寡之數，易勞逸之位，處利害之勢，挽順逆之狀，就完全看

指揮官的用兵藝術了。東晉末年，謝玄指揮肥水之戰，前秦苻堅號稱百萬，

有投鞭斷流之勢，最後卻敗於謝玄八萬之眾，這是因為謝玄利用秦軍後退

紛亂之際，乘亂而渡肥水與敵決戰，使秦軍大潰。此係「用兵藝術」致勝

的例子。 

孫子最講求製造有利的戰略景況，他的主張是要先勝而後戰，才能獲

得全勝，所謂：「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形〉，頁 336）即是要多

發揮自己的長處，並打擊敵人的短處。還要減少自己的錯誤，增加敵人的

錯誤。且要主動的創機造勢，並以慧眼窺破好機，乘勢而下，以期對敵形

成「以鎰稱銖」之優勢，而達「勝於易勝」與「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之境

界。此項「打破平衡與創造優勢」之作為，即戰略運用之真諦。 

「整體運作」是由伐謀到攻城的全程戰略指導都應一貫，孫子真正意

識到建軍構想是以用兵構想為基準，也就是國家戰略的全程構想在思維程

序上是植根於野戰戰略的。孫子所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及「屈人之兵

而非戰也」的「不戰」、「非戰」都是指不與敵人直接交戰，但並不是放棄

軍備，反對戰爭。 

孫子的「全勝」思想，就是用不流血的爭鬥方法迫使敵方屈從己方之

意志，既不損耗己方兵力、財力，又可將敵方的兵力、財力轉化為我方所

用，這樣使「用兵之害」減少到最低，而「用兵之利」必「可全」，如此

則可收「自保而全勝」效果。 

小結： 

總之，戰略作為要有前瞻性與先期性，方符「力量建立」的前提。孫

子的戰略思想具備了前瞻性與全面性；即「先勝」的戰略觀。要「先勝」，

必定要經「先知」及「先算」的過程，才有可能達到。孫子說：「明君賢

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又說：「明君賢將，能以

                                                 
91 周力行：《世界軍事思想比較論》。台北：郵政 40402 號，1960 年 4 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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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為間者，必能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用間〉，

頁 349）這些看法可說完全是為奪取爾後目標，提高其成功公算的認知。 

孫子在〈謀攻〉裡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頁 335），而所謂“知

彼知己”，它有著多層次與多內涵的意涵，且此一指導在作戰全程均應重

視 92。當然，“知彼知己”就是「先知」，「先知」是要為「先算」取得分

析之數據，俾利精研詳判求得正確之結論。「先算」則是求得成功公算的

實際作為，是就「七計」詳實分析，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勝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

（〈計〉，頁 333）「先算」是要使自己作戰時立於不敗之地的戰略作為，因

此必須全面評估種種可能出現的狀況，就有形戰力與無形戰力雙方面充分

準備，使戰爭進行的過程中，減少意外的發生，擴大贏得勝利的可能效果。 

戰略作為也就是“國防建設”，它必須是整體性與全面性的，唯有「全

面」與「整體」的考量，才能有「全勝」之可能。就“全面”而言，即平

時就要保持“勝”勢─經之五事93。就“整體”而言，即上從國家戰略，

下至野戰戰略均應脈絡一貫；上對下能指導，下對上能支撐。「全勝」，是

在確保我軍戰力完整的前提下，贏得作戰的勝利。孫子的「全勝」戰略觀

是「兵不頓，而利可全。」（〈謀攻〉，頁 335）其作為主依「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攻〉，頁 335）之進程，先對敵展

開政治作戰之攻勢，而後再採取武力戰之攻勢。當武力戰實施之際，更要

以優勢作為，在一定時空內將最大戰力置於最後決勝點上（決戰方向）；

對敵行一決定性之打擊，使敵人喪失心理平衡，發揮我全面或局部的絕對

優勢功效。孫子把“不戰而屈人之兵”列為贏得作戰的最高藝術境界，是

一種“自保而全勝”的戰爭指導思想94。就戰略的意涵而言，《孫子》的「五

事七計」充分表達了戰略作為之「先勝」與「全勝」的內涵。 

 

                                                 
92 龔留柱：《孫子兵法與中國文化》。大陸：河南大學出版，1995 年 6 月，頁 54。 
93 金基洞：《中國歷代兵法家軍事思想》。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 年 10 月，頁 61。 
94 同註 92，頁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