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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书名为《战略家》。
首先必须阐明“战略家”此一名词的意义。
然则何谓战略家?又必须先了解战略的内涵。
概括言之，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行动，一种计划。
　　战略的起点为思想，对所将面对的未来环境思考如何适应之道，即为战略。
战略的终点为行动，能把思想化为行动，战略始不至于沦为空谈。
　　思想与行动之间又要有一座桥梁，否则就会彼此隔绝，战略遂不能形成整体。
此一桥梁即为计划。
有计划思想始能落实，始能有体系，始能逐步付之行动。
计划乃行动的基础，行动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
无计划的行动不特不会有效，而且还可能祷成大错。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必须思想、行动、计划三位一体，然三才是战略。
必须如此，思想始不至于空洞，行动始不至于盲昌：因此，从事战略思考的人，拟定战略计划的人，
采取战略行动的人，都可称之为战略家。
　　专以思想为务者自可称之为战略思想家，专以行动为务者则可称之为“将”。
从行动的观点来看，战略亦即为“将道”。
我国兵圣孙子可能为世界上第一位对将道作理论研究的学者。
拟定战略计划的人又应列入哪一类?古代战争比较简单，拟定汁划的人往往即为指挥作战的人。
换言之，计划与行动均为将的任务。
时至近代，业尚分工，计划的作出与执行，遂分别由不　　同的人来负责。
执行者为指挥官，作出者为幕僚。
19世纪，欧洲各国普遍设立参谋本部，于是战略计划的作出遂成为参谋本部的专业。
这也是世界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负责战略计划的作出的人必然有深入思考能力，与专业思想家几乎是难分伯仲。
他们又一定能了解行动的指挥，否则其计划将成为纸上谈兵。
所以他们是既能思考，又能计划，而且　　也精通将道。
他们虽不被认为是战略思想家或名将，但却位于两种专业之间，并且也兼有二者之长。
　　本书在组织上共分十五章，前七章所论为我国历史中的战略家，其重点放在思想与著作两方面。
后八章所论为西方历史中的战略家，其内容包括思想、著作、计划、将道各方面，可谓应有尽有，其
中又有两章专论英美的海权思想，值得注意。
　　各章虽各自成一单元，彼此似少联系，但合而观之，又还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所谓战略家的意义
，并提供研究战略思想及著作时的参考。
　　——钮先钟　　200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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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古今中外的伟大的战略家的为将之道和战略思想的入门性读物，分为中国篇和外国篇，
以时间为纲，重点讲述其著作的成书背景及其中反映出的战略构想，旨在阐明“战略家”这一名词的
意义，在分析的同时使读者因此对战争史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纲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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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答田忌问中，孙膑又提出一项曾经惊世骇俗的“新”观念。
即为“必攻不守”。
有人认为此语似不合理，又有人称誉它是孙膑的独特见解，值得特别重视。
事实上，孙膑之言并无任　　何特殊新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真正的问题是大家对它未能作出适当的解释。
　　照字面上看，孙膑似乎是主张在战争中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攻击而不防御。
这当然是不合理也不可能。
事实上，孙膑的原意并非如此浅陋，他所强调者为必须经常采取积极进取的“攻势”战略，而不可采
取消极无为的“守势”战略。
此种观念实为古今中外战略家的共识，一点都不新奇。
　　　　其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即所谓“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是“御海洋”的观念。
它认为海防必须防之于海，主张“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
用现代语来解释，“御”的意义就是“制”，“御海洋”也就是“制海”。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制海”观念在中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要早。
　　富勒认为武器对战争的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因为战斗是意志和直觉的乘积。
意志鼓励人接近敌人并将其毁灭；直觉促使人远离敌人以使其本身不被毁灭。
所以一切武器的发展，基本原则都很简单，那就是剑与盾，象征着攻击与防御。
所以一切将道的基础，即为以小心来节制大胆。
简言之，攻击与防御是密切配合，结为一体的，好像一位拳击手的左右手一样。
富勒认为攻守的密切配合为一切战争艺术中的一个常在因素。
　　他在20年代即开始提倡机械化(Mechanization)的思想，他说：“当前的时代已大致为一个机械化
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中的陆军必须走机械化的路线，因为军事组织是跟在社会组织后面的。
，’因为他认为：(一)一切战场上的车辆都必须是履带和装甲的，而最后飞机或火箭将变成武器中的
王牌；(二)一切战略的目的，都是要使敌军指挥系统发生脱节和瘫痪。
　　⋯⋯　　　　书摘2　　《六韬》的第二卷为《武韬》，今本一共只有五篇，比其他各卷都少，
似乎其内容已有佚散。
概括言之，这一卷所包括的各篇应以军事战略为核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有杂乱无章之感。
现在只能依照顺序对各章作个别的讨论：　　一、《发启》。
这一篇颇有哲学意味，其思想来源似出于道家，但也与孙子相通。
例如：“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
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
”与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
而其“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
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之言，更可能是导
源于孙子所谓“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的观念。
　　二、《文启》。
这一篇的结论为：“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
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很明显地含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但为什么把这一篇列在《武韬》之内，则很难解释。
　　三、《文伐》。
在《六韬》全书中，这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
“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即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宋打击敌国。
孙子所说的“伐谋”和“伐交”，实际上也都可以算是“文伐”。
这一篇对于“文伐”的方法，分为十二节来加以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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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即使用各种阴谋来减弱敌方的国力，破坏其团结，妨害其政务的正常运作。
对于十二节的内容不必细述，因为都是些世俗所熟知的方法，例如贿赂、美人计等，但此种观念本身
却深值重视。
因为所谓国家战略(大战略)的运用本来就是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以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则又何
必使用武力。
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
“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胜于易胜”。
所以，此篇的结论曰：“十二节备，乃成武事。
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此与《韩非子·亡征》篇中的观念也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必须等到对方已经出现败亡的征候，然后才发动军事行动(乃成武事)。
　　四、《顺启》。
这一篇所讨论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即“何如而可为天下政”?简言之，也就是如何能够建立世界
秩序，似乎是儒家“平天下”观念的引申。
其所提出的理论为：“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今本在此少一“政”字)?太公曰：大盖天下然
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
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
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
”这的确是一种具有宏观的理论，其关键在于一个“盖”字。
换言之，必须重视整体，重视全局。
　　五、《三疑》。
这一篇假设武王有三个疑问，而太公则提出解答：“武王问太公日：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
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谋用财。
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
太强必折，太张必缺。
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
”以上所云是一种非常高深微妙的战略原理，也代表道家“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
任何国家扩张过度则必然会自动崩溃。
所以，“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
简言之，即使其丧失理智(明)，作盲目的扩张，以授我可乘之机。
　　《武韬》共五篇，已大致讨论如上。
就宇义来推测，《武韬》　的内容应着重“武”的方面，即军事战略，而与《文韬》有所不同。
但事实上，很难说它们之间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
这似乎可以显示这部书的内容不仅已经不完整，而且更可能曾遭后人的编排甚至于删改。
这也是读古书时经常会碰到的情况。
　　《龙韬》　　《龙韬》为《六韬》的第三卷，今本共列有十三篇，为全书篇数最多的一卷。
全卷内容都是属于军事方面，其引语也一律为“武王问”，足以显示其与前两卷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
。
概括言之，《龙韬》所讨论的范围是以“为将之道”为焦点，其内容都比较实际化，很少深入到理论
的层面。
不过，其中还是有若干篇值得研究，并且与较高层次的战略研究具有配合的关系。
以下的讨论所重视者即为这些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则从略。
　　一、《王翼》。
用现代观点来看，这一篇所讨论的主题是最高统帅部(或参谋本部)的组织，相当地有意义：“武王问
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
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
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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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分析：　　重．在整个军事组织中，“将”是惟一的核心(以将为命)，将必须
是通才，他不是专家，但要能利用各种不同的专家。
　　2．将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参谋组织，按照作者的理想，应由七十二位专家所共同组成，各有其专
司，以作为统帅的辅弼。
　　从这一篇的内容上看来，可以想像在战国末期，军事组织已有长足的发展。
照这一篇的构想，统帅部的组织相当庞大，分工也相当细密。
其中包括许多专家，例如天文(气象)、地理、　　兵工、工程、心战、军医、会计等。
姑不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已能达到此种标准，但至少可以显示《六韬》作者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眼光
和见识，很令人佩服。
　　二、《论将》。
这一篇的主题非常明显，并且也有其特殊的见解，即所谓“五材十过”之说：“武王问太公曰：论将
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
武王曰：敢问其目。
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
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绥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以上所论与孙子的意见只小有出入，但似乎还更为精密。
其最显著的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孙子》所不曾列入者。
此种差异可以显示时代的不同。
孙子是春秋末期的人，在那个时代为将者多为各国贵族，其效忠本国大致是毫无疑问的。
但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都竞用客卿，所以“忠”当然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
这篇结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
察也。
”这段很容易看出又是在抄袭《孙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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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略家》在组织上共分十五章，前七章所论为我国历史中的战略家，其重点放在思想与著作两
方面。
后八章所论为西方历史中的战略家，其内容包括思想、著作、计划、将道各方面，可谓应有尽有，其
中又有两章专论英美的海权思想，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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