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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第一篇 孙子兵法零零贰/作战篇阅读提示：孙子认为作战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速战
速决。
本篇以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指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
同时又提出了速战速决的要求。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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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用战也贵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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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输而百姓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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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矛橹。
丘牛大车。
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邸，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
货也。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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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孙子说：凡是出兵作战时，要出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十万，还要千里运粮；这样一来，前
方后方的用费，外交使节往来的开支、器材物资的供应，武器装备的保养维修，每天要耗费千金，然
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用这样的大军去作战，要求速胜。
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困锐气挫伤。
攻城会耗尽力量，长期作战，必然会使国家经济发生困难。
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经济枯竭，其他诸侯国就会乘机进攻。
那时，即使有很高明的人，也想不出什么挽救的办法了。
所以用兵打仗只听说宁拙而求速胜的，没有见过求巧而久拖的。
战争长期拖延而对国家有利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因此，不懂得用兵的人，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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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用兵的人，不会再次征集兵员，不会三次运送粮食，武器装备都从国内取用后，粮食在敌国就地
解决，这样军用补给就可以满足了。
国家因用兵而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远道运输；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贫困。
靠近军队的地方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百姓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国家就会加征赋役。
军力耗尽，财力枯竭，因而国家空虚。
百姓的财物，耗去了十分之七；公家的资财，由于战车损坏，战马疲病，装备、兵器的损耗，辎重车
辆的损坏，耗去了十分之六。
因此聪明的将帅一定从敌国补给粮草，因为吃敌人一钟粮食，可以抵得上国内运来的二十钟，用敌人
的一石饲料，可以抵得上国内运来的二十石。
想让士兵争先冲锋杀敌，就要激起他们对敌人的愤怒；要想夺得敌人资财，就要用财货奖赏士卒。
所以在车战中，凡缴获敌人战车十辆以上的，要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士兵，并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
合编入我方车队之中，对俘虏来的士兵要给予善待和使用，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战胜敌人而使自己强大
。
因此用兵贵在速胜，而不宜久拖，善于作战的将帅，是掌握人民生死命运的人，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
北（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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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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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逐渐强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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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27年发生的北魏与大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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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战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面对
所要攻打的统万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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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干（鲜卑族），谋得后秦
骁骑将军的官职，并被没奕干招为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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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郡县、军事重镇和戍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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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土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决定将其国都定在统万城（在今内蒙乌审旗南
白城子）。
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征发岭北胡汉各族人民十万人修都统万城。
他驱使人们用蒸熟的土筑城，完成后他用铁锥刺土，如果刺进一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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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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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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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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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夏之蒲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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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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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休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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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为我军离家两千余里，又隔黄河，粮草运输困
难。
以现有的三万骑兵攻城虽不足，而决战有余。
”拓跋焘说服了部队，遂督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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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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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传统文化的标志，人类思想的顶峰。
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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