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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

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

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也，故可以与天者，阴阳，

寒暑，时制也。地者，远

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信，仁，

勇，严也。法者，曲制，官

道，主校也。凡此五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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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

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

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

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

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

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

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

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

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

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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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

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

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

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

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

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

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

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

观之，胜负见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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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

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

必须慎重考虑。因此，要从

五个方面来分析，通过比较

计算，来探求战争的实情。

这五个方面是：一是“道”，

二是“天”，三是“地”，四是

“将”，五是“法”。

“道”是指让人民与统治者同

心同德，这样人民就能与统

治者共患难、同生死。“天”

指的是天时，包括阴阳、寒

暑、季节的变化。“地”指的

是地形，包括远近、险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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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狭、死生等地形条件。

“将”指的是将领，必须具备

智慧、诚信、仁爱、勇敢、

严明等品质。“法”指的是军

队的组织编制、指挥系统、

后勤保障等制度。这五个方

面，将领都必须了解，懂得

这些的将领才能取胜，不懂

得这些的将领就会失败。

通过比较计算，探求战争的

实情，要问：哪一方的君主

更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

有才能？哪一方更占据天时

地利？哪一方的法令更能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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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更强

大？哪一方的士兵更训练有

素？哪一方的赏罚更分明？

通过这些问题的比较，就能

预知战争的胜负。

如果将领听从我的计谋，用

他作战就一定能胜利，就留

用他；如果不听从我的计

谋，用他作战就一定会失

败，就撤换他。计算有利条

件并加以采纳，才能形成有

利的态势，辅助外部条件的

利用。所谓“势”，就是根据

有利条件而灵活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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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诡诈之术。因此，能

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

作不打，近处行动却装作远

处行动，远处行动却装作近

处行动；用利益引诱敌人，

趁敌人混乱时进攻，敌人实

力强大时加强防备，敌人气

势强盛时避开锋芒，敌人愤

怒时激怒他，敌人谦卑时让

他骄傲，敌人安逸时让他疲

劳，敌人团结时离间他们。

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

出其不意地行动。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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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取胜的诀窍，不能事先

传授。

在战争开始之前，通过庙算

（即战略谋划）能够取胜

的，是因为计算周密；在战

争开始之前，通过庙算不能

取胜的，是因为计算不周

密。计算周密就能取胜，计

算不周密就不能取胜，更何

况没有计算呢？通过这一点

来观察，战争的胜负就已经

显而易见了。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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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战争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分析五

个关键因素来预测战争的胜

负。这五个因素包括道义、

天时、地利、将领的能力和

军队的法制。通过比较双方

的这些条件，可以判断出哪

一方更有可能获胜。此外，

战争需要运用诡诈之术，灵

活应变，攻其不备，出其不

意。最后，强调了战略谋划

的重要性，计算周密的一方

更有可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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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

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

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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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

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

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

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

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

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

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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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

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

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

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

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

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

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

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

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

十去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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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

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

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

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

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

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

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

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

危之主也。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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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是：出

动轻型战车千辆，重型战车

千辆，配备十万士兵，千里

迢迢运送粮草，加上内外开

支、宾客费用、物资消耗、

车辆维护等，每天耗费巨

大，这样才能组建一支十万

人的军队。

作战的关键在于速胜，拖延

会削弱军队的锐气，攻城会

耗尽力量，长期征战会导致

国家财政困难。一旦军队疲

惫、锐气受挫、财力枯竭，

其他诸侯就会趁机发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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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智谋之士也难以挽回局

面。因此，用兵讲究的是迅

速取胜，而不是靠巧计拖

延。战争拖得越久，对国家

越不利。只有充分了解用兵

的危害，才能真正明白用兵

的好处。

善于用兵的将领，不会多次

征调兵员，也不会频繁运送

粮草，而是依靠国内资源，

从敌方获取粮草，这样军队

的补给就能充足。国家因战

争而贫困，往往是因为远距

离运输粮草，这会导致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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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靠近军队的地区物价

上涨，百姓财力枯竭，进而

加重赋税。财力耗尽，国内

空虚，百姓的财富损失七

成，国家的军费开支也损失

六成。

因此，明智的将领会尽量从

敌方获取粮草，因为从敌方

获取一钟粮食，相当于从国

内运来二十钟；获取一石草

料，相当于从国内运来二十

石。

激励士兵杀敌的是愤怒，激

励士兵夺取敌人物资的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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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在车战中，缴获敌方战

车十辆以上的，要奖励最先

缴获的人，并更换敌方的旗

帜，将缴获的战车与己方战

车混合使用，善待俘虏，这

样既能战胜敌人，又能增强

自己的实力。

因此，用兵贵在速胜，不宜

久拖。懂得用兵的将领，是

百姓命运的掌控者，是国家

安危的主宰。

解释：

这段内容强调了用兵作战的

几个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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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速胜为贵：战争应迅速结

束，拖延会导致军队疲惫、

财力枯竭，甚至引发其他国

家的觊觎。

2. 节约资源：将领应尽量减

少对国内资源的消耗，尽量

从敌方获取补给，以减轻国

家的负担。

3. 激励士兵：通过愤怒和奖

赏来激励士兵，增强战斗

力。

4. 善待俘虏：通过善待俘虏

和利用缴获的物资，既能削

弱敌人，又能增强自己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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