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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朴民解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主要介绍：马隆讨平树机能、正奇兼备的旷世名将韩
信、战太原魏舒“毁车以为行、李从珂骄兵不治失天下、曹操选练精兵为实战、勾践笠泽破吴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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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朴民，男．浙江诸暨人，
l958年8月生于浙江绍兴市，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
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学刊》执行主编、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北京_巾
史学会理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

著有《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五千年的征战：中
国军事史》《中国古代的皇权与将帅》等；主编有《孙子探胜》《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等；并著
有《寻找本色》《叩问历史》等学术随笔集；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
论丛》《文献》《学术月刊》《中国军事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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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精辟阐述“主客”“攻守”问题。
主客、攻守是中国古代兵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
其中主客主要是指军队所处的地位问题，一般地说，进攻一方为客，防御一方为主；处于主动有利地
位的一方为主，处于被动不利地位的一方为客。
攻守则是指作战的基本形式。
由于部队所处的地位往往是由所采取的攻守形式来决定的，所以主客与攻守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
在的联系。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这些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即所谓“指画攻守，变易主客”
。
它的有关论述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贵主不贵客”的一般阐说上，而是透彻地分析了攻与守、主与客之
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等重要论断，
认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
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
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
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
指出进攻和防御既对立统一又相互转化，强调攻守成败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倘若“攻不知守，守不
知攻”，那么即使能够把孙、吴兵法背诵得滚瓜烂熟，也是无法在战争中赢得主动，夺取胜利的。
在此基础上，它进而分析和阐说“主客”问题，认为主客关系及其优劣也不能僵化看待：“故兵不拘
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明确提出“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积极致力于使敌人“变主为客”，而使自己“变客为主”。
并以春秋时吴越笠泽之战与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击破姬澹之役为例证，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高度，论证了变客为主、变劳为佚的辩证关系。
《问对》的这些论述，较之于《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弥足珍贵，
即使在今天，也仍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第四，高度重视对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所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治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忽略这一问题。
其书谈到治军处不在少数，而比较有新意的是它关于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问题的论述。
　　《问对》对教育训练的论述，主要是把握了两个基点。
首先是主张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它认为治军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搞好官兵关系。
其原则就是“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
这就是说，恩威并施、赏罚俱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治军原则中，恩是威的前提，必须以爱兵为上。
只有将帅与士卒“心一”，意愿相同，士卒亲附，才能真正立威，才能真正明罚。
反之，“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是难以达到治军目的的。
这一思想其实就是对孙子“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孙子兵法·行军篇》）论点
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问对》也十分注重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它强调身为将帅者必须深晓训练方法。
指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
”而要真正做到“教得其道”，就必须遵循三阶段循序递进训练方法：“臣（指李靖）尝教士，分为
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
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
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
”这个“三等之教”的训练方法，就是分为三个阶段的训练方法。
其由少及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训练过程，有些类似于今天那种由单兵到多兵，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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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练到合练（包括实战演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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