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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由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所作，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
》、《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被译成日、英
、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充满了谋略和智慧，重视心理战，强调用计谋取胜，而不是单凭武力，这种思想在
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本书不仅为军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对政治、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自其问世以来便被军事家们奉为指导战争的金科玉律，更被一些政治家、商业家视为珍宝，潜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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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魏与大夏之战　　北魏与大夏统万城之战，发生于我国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期。
当时，我国南方为东晋政权统治，而北方则出现了众多的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以及
汉族建立的独立割据政权。
北魏与大夏便是这些众多的割据政权中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魏由于能够接受汉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因而逐渐强大起
来。
北魏在将自己的势力向南发展、推进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统一北方。
发生于公元427年的北魏与大夏国统万城之战就是北魏为统一北方而发动的。
在这次战争中，鲜卑族北魏主拓跋焘对于孙子“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面对
所要攻打的统万城，作战指挥果断灵活，避免了陷入旷日持久、进退两难的境地，较好地完成了这次
攻坚战，推动了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
　　大夏国建立于公元407年。
当时，北方已有南燕、后燕、北燕、北凉、北魏、后秦等独立的割据政权。
夏主赫连勃勃是匈奴族人，在建夏之前，曾经投奔后秦的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鲜卑族），谋得后秦
骁骑将军的官职，并被没弈于招为女婿。
后来，赫连勃勃以在高平打猎为由，阴谋袭杀了岳父，将其领地及手下并为自己的势力，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大夏国。
赫连勃勃建国后，没有将高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而是以流动袭击的办法蚕食后秦疆土，不断扩大了
自己的统治范围。
不久，东晋刘裕灭了后秦，赫连勃勃趁势占领了后秦岭北镇戍郡，夺取了长安，在较强的军事力量支
持下，其统治权得到了巩固与发展，成为北魏的劲敌，阻碍着北魏对西北地区的统一。
　　赫连勃勃在其统治得到巩固，疆域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决定将国都定在统万城（在今内蒙鸟审旗
南白城子）。
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征发岭北胡汉各族人民十万人筑都统万城。
他驱使人们用蒸熟的土筑城，筑成后他用铁锥刺土，就杀掉筑城的人。
在他的暴力与高压下，统万城筑成后非常坚固，其“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
其坚可以砺（磨）刀斧”。
赫连勃勃妄图以此坚城抵御外族侵略，延续其残暴的统治。
　　北魏政权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于公元386年，那时，后燕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北魏则处
于后燕势力的包围之中，北魏通过与后燕的多次艰苦作战，削弱了后燕的势力，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
。
北魏统治者注意军事与生产双管齐下，稳定其统治范围内的农业经济，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知识
，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发展成为一个较强的政权。
公元396年，北魏攻占了后燕重镇晋阳、常山、信都、中山，给后燕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不久，后燕灭亡，北魏开始进一步实施其统一北方的计划。
公元428年8月，夏主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争位，互相攻战。
次年，赫连昌争取到王位继承权，但大夏内部矛盾更为尖锐，北魏便乘此机会发动了灭夏之战。
　　公元426年9月，北魏主拓跋焘命大将奚斤率兵五万，攻夏之薄坂（今山西永济西），进袭关中、
长安（今陕西西安）；自己亲率骑兵两万出平城（魏都，今山西大同市），渡黄河袭击统万城。
夏主赫连昌率军迎击，战败退回城内固守。
魏军分兵四掠，驱牛十余万，掳夏居民万余而归，作了一次试探性的战略进攻。
　　这年12月，魏军南路奚斤率军夺取了长安。
次年正月，赫连昌派其弟赫连定领兵二万南下，企图夺回长安，恢复关中。
两军相持在长安附近。
魏主拓跋焘乘夏军兵力被牵制在关中的有利时机，决定动用近十万大军再次袭击统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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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拓跋焘率军西进，以三万骑兵为前驱，三万步兵为后继，三万步兵运送攻城器具。
北魏军从君子津渡过黄河，至拔邻山（今内蒙杭锦旗境内）筑城修整。
原附属于夏的今内蒙南部与陕北地区各族游牧民族首领纷纷降于北魏。
这时，北魏主拓跋焘改变步、骑兵齐进的原进军计划，决定率轻骑三万以最快的速度直抵统万城，然
后诱敌出战，将敌人消灭。
对这一决定，拓跋焘部下有所不解，他们认为统万城坚固，敌军必定固守城内，三万骑兵先驱到达不
足以攻破坚城，最好还是等步兵到达后，带上攻城战具，再行往攻。
拓跋焘解释说：“用兵攻城，在军事上是下策，是不得已才用的。
现在若等步兵、攻具齐备，再去攻城，敌军见我势众，必然据城固守，不敢出战，我军攻城不下，旷
日持久，食尽兵疲，外无所掠，反而会形成进退两难之势。
因此不如现在以轻骑直抵城下，敌人见我军步兵未到，意必松懈，我再以疲弱示之，诱其出战，必能
一举歼敌。
再则我军之所以适合采取轻骑决战，以争取速胜，还因为我军离家二千余里，又隔黄河，粮草运输困
难。
以现有的三万骑兵攻城虽不足，而决战则有余。
”拓跋焘说服了部队，遂督军前进。
　　6月，魏军至统万城。
拓跋焘将大部队隐蔽在城北山丘深谷中，以少数兵力至城下挑战。
夏军坚守不与北魏军决战。
这时，夏军一将领狄子玉前来投降魏军，并泄露夏军的作战意图：夏主赫连昌已派人调赫连定回援，
赫连定认为统万城非常坚固，魏不可能一下攻克，因此他打算战败奚斤于长安后，再回援统万城，到
时内外夹击北魏军，将魏军一举歼灭。
因此，夏主赫连昌采取了固守待援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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