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思想 中国古代军
事思想论文集合(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思想篇一

（一）萌芽成型时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
周3个奴隶制王朝。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到鼎盛的
整个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商
代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
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
但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对战争客观
规律认识的局限，战争受迷信的影响极大，国家经常以占卜、
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
战争指导思想；军队的治理以“礼”和“刑”为基
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分、上
下有序，对下级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严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荣时期（春秋战国）

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
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古代军事大发展的
时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使战争连绵不断，战争规模扩
大，战争频繁而形式多样。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
和兵书著作不断涌现，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及研究战
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



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现存最早、影响最大
的就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是新兴地主阶
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
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其他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吴子》
《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

（三）充实提高时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
升阶段。这期间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等几个大的
王朝。其中，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思想
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秦以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
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舟师水军参战也更多了，
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的配合作战。从汉
到隋曾多次发生如赤壁之战、测水之战等这样大规模、多兵
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
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运用，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战争的发展使得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指挥艺术都
得到高度发展，战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诸葛亮的《隆中对》
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代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
争经验的兵书，其中汉初出现的《黄石公三略》和后来的
《李卫公问对》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统完善时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历经宋、元、明、清（前期）4个朝代，
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火器逐渐普遍使用，使战争进入
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宋朝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民族
矛盾扩大、阶级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局面，
当政者为了维护统治，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武
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中叶开始重视武事，开办武
学，设立武举，发展军事教育。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
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
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



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
武学教材。武举的设立，武学的兴办，武经的颁定，培养了
大批军事人才，繁荣了军事学术。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
思想历经漫长的丰富和发展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成为
我国古代兵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
繁多、门类齐全；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据《中国兵书
总目》统计，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书总共有1815
种，占我国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而且内容丰富，分门别
类地概括了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形成逻辑性较强的比较完
整的体系。

（一）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源

《吴子》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
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争
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
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2.战争的性质

《吴子》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
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
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
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
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

3、战争的作用

《司马法》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
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则明确
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二）战争与政治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
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
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
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符合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
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
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
表现出来。

（三）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
这一点我国古代军事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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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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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地论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
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
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律；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四）战争与主观指导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
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
势”，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
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
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翻敌之情也。其动其静，
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
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
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



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
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
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五）将帅修养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
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提出了将帅
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
严也。”《吴子》兵法中则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约。”《武经总要•选将》提出考核将帅的“九验”：“远
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
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
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六）治军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
《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就是为
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
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
亦胜，临险亦胜”。二是教练。《吴子》指出：“故用兵之
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
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
成三军。”《兵有略丛言提纲》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
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
胆”“练艺”。

（七）战略战术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有许多是很有见地
的。如“上兵伐谋”，“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论；“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论；“度势”“料势”“为势”的“胜
可为”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胜论；
“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
制于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
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正胜穷也”“善用兵者，
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众击寡”论；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
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
阵”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论等等。

（八）战争保障

1.物质储备和后方补给

《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
委积则亡。”《六韬・军略》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
”因此，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2.地形

《孙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
知地，胜乃不穷。”《武经总要•九地》提出：“夫顿兵之道
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胜我；敌先居胜地，则
我不能以制敌。”

3.用间

《孙子兵法•用间》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先知
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又说：“无所不用间也。”《行军须知•用
间》则说：“间谍之法，于兵家尤为切要也。”

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和《虚实》



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主要强调战
略速决和伐谋取胜，另外包含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
力量的深刻认识。

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
组成，侧重论述运动战术、地形与军队配置，攻防战术和胜
败关系，具体包括奇正、虚实、勇怯、专分、强弱、治乱、
进退、动静和死生等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
特殊问题。

《孙子兵法》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
的产物，也是孙武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所结出的硕果，被誉
为古今中外现存古书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古代第一兵书。
《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
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这段关
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
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
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
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
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慎战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
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
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
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
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



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
就不能轻易开战。

备战思想。“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
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
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
的立足点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
敢轻易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
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
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指
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自有战争
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这条
规律，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分析判断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指导战争
的意义上讲，是先求可胜的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三）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谋略，是指用兵的计谋。《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是谋
略制胜，它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敌
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综合斗争，也是双方军事
指导艺术的较量，即斗智。

诡道制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用兵打仗是
一种诡诈行为，要依靠诡诈多变取胜。军事上的诡道是指异
于常规的一些做法。“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在战争的舞
台上，如果对敌人讲“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敌所制；如果
能较好地运用诡道,造成敌人的过失，创造战机，那就会陷敌
于被动。孙武将诡道归纳为隐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及对敌八
法：“利而诱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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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上兵伐谋；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进而指出:“善用兵者，屈
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
就是以计谋攻敌的原则和孙武全胜的思想。当然，“全胜”
的思想，不战而胜，是要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如果没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孙武还总结了若干作战用兵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
示形、动敌的原则;避实而击虚的原则；我专而敌分的原则；
因敌而制胜的原则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
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
取。”“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将帅还没有取得士卒的
爱戴和拥护就去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心服，心不服就很难
使用他们去作战。将帅已经取得了士卒的爱戴和拥护，而纪
律不能严格执行，也不能使用他们去作战。因此，一方面要
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使
他们行动整齐。这样才能战必胜。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贯彻执
行，都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信赖的缘故。

（五）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时空跨度，经久而不衰，与
它反映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是分不开的。《孙子
兵法》反映的唯物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认识，



冲破了“鬼神论”和“天命论”；二是把客观因素作为决定
战争胜负的基础；三是注意到时间和空间在军事上的作用。
其原始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在能够正确认识战争中各种矛盾
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概念
和范畴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如敌我、攻守、胜负、迂直、
强弱、勇怯、奇正、虚实、分合、久速等，并充分论述了在
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它的科学价值是不
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它诞生在2000多年前，难免存有时代
的局限。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学
习运用时要把握总体的精神，而绝不能纠结于个别词句不能
自拔甚至看不到这部著作思想上灿烂的光辉。

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思想篇二

摘要：20--年后，我国周边的国际形势骤然恶化，国内诸多
不安定因素也随之显现。我国的新一届政府自换届也开始面
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如何应对敌对势力、分裂势力的
挑战已然成为我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
主要群体，我国国防事业的未来中坚力量——当代大学生，
他们国防意识的重要性在这种新形势下尤显重要。因此，我
们有必要对当代大学生的国防意识现状作深入调查，从中发
现问题并及时找到对策，从而不断地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国防
意识、忧患意识。

关键词：新形势;大学生国防意识;现状;对策

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化战略不断深入，我国的国防安全形
势骤然紧张，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作为我国国防事业未来的
中坚力量——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尤显重要。而这一切的前提
在于我们对当代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总体情形有个准确的认识。
本文中笔者以在浙江树人大学的调研为基础，对我国当代大
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作了细致的总结，对大学生国防意识的



现存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同时对于问题的解决进行了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为了理清我国当代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笔者以浙江树人
大学2012级新生为对象，对其国防意识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分发问卷总数500份，回收500份，有效问卷483份，有效率
达96.6%。

1.国防时事的关注度。对于这块内容的调研，笔者在问卷中
通过两个提问来进行：一为学生对于国防事件的关注度，二
为学生关注国防事件的渠道。数据统计的结果显示：经常参
与国防时事讨论的学生在参与调研的学生中的比例为22.7%，
较少参与的为43.2%，偶尔参与的为34.1%。而学生关注国防
事件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网络的为72.4%，通过书籍报纸的
为16%，通过他人的为9.5%。

2.国防知识的认知度。对于这块内容，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
几个问题：(1)中国近代发生的爱国事件;(2)新中国成立后发
生的与我国相关的战争;(3)当今我国军区的现存数量。这几
个问题分别针对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国防知识，数据
统计的结果显示：选对于近代爱国事件这一主题选择正确的
仅为11.9%;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战争次数选择正确的仅
为13.4%;正确说出我国当今军区数量的学生仅为23%。

3.防意识的认可度。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几个问题：(1)大学
生自身国防意识的重要性认识;(2)大学生对高校国防教育的
必要性认识;(3)大学生对投身国防事业的积极性调查。数据
统计的结果显示：有31.3%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具备国防意识很
重要，52%的学生认为重要性一般，16.6%的学生认为大学生
的国防意识可以忽略;对于高校国防教育，有42.2%的学生认
为对于自身有益，另有35.5%的学生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其
余22.3%的学生认为大学国防教育可有可无，意义不大;对于
投身国防的态度，有37%的学生态度积极，有25.9%的学生持
否定态度，另有37.1%的学生持观望态度。



1.对国防时事的关注度缺位。在此次调研过程中，我们遗憾
地发现只有22.7%的学生平时经常关注国防时事，而绝大多数
的学生平时缺乏对国防时事的关心。究其成因，首先得归咎
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次，大学生关注国防时事的途径单
一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很多大学新生和网络接触
的也不多。除了网络之外，其他使得大学生与外界保持联系
的沟通渠道对于国防时事宣传力度不够同样导致了当代大学
生对于国防时事关注度缺位的问题形成。

对国防知识的认知度低下。对于当代大学生国防知识认知程
度的现状，笔者进行了自古到今全面细致的调查，结果同样
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对于应当掌握的国防知识认知度低下。
一方面在人员数量上满足不了国防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在
人员专业素养上跟不上日益变化的国防时事的需要。很多大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国防知识的专题讲座。
此外，许多大学生在主观上也存在着缺乏学习兴趣的现实问
题。

2.对国防意识的认可度不足。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学生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
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沉浸于安乐奢靡的生活中，他们认为战
争的威胁、敌对势力的存在都是子虚乌有、天方夜谭的事情，
从而在内心深处对于国防意识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除此
之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个别学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
观的影响下，产生了崇洋媚外的不良心态。在他们心目中，
但凡是西方的事物都是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是次要
的。这些错误的思想、消极的情绪、媚俗的心态都是当代大
学生对国防知识认知度不足的重要成因。

1.丰富国防时事的宣传途径。针对当代大学生在国防时事方
面缺位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丰富国防时事的宣传途径。在
加强网络宣传力度的同时，对于大学生上网不便的特点，高
校可以适当地丰富国防时事的宣传途径以便在一定区域内营
造一个国防时事的良好氛围。



2.加强高校国防教育的普及力度。高校要改变对国防教育的
固有认知，深刻领会高校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在课程设置
上进行合理的安排，将国防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提升
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大学可以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革新国防
教育师资力量的培养模式，建立起一支数量足，水平高，结
构优的师资队伍。

3.端正当代大学生的主观认识。对于当代大学生国防意识认
可度不足的现象，笔者认为应当着力于端正大学生的主观认
识。这需要高校加强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使学
生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奉献社会，而非一味享乐。而奉
献社会这一价值观的核心内涵要求学生养成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国防意识是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责任感
是国家利益层面的典型表现。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可
以使得大学生端正自身的主观认识，自觉地抵制错误思想、
媚俗心态的不良诱惑，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国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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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思想篇三

军事和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课题。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
政治智慧在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

在《论语》的《卫灵公篇》中有一个对话: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
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什么？孔子断然拒绝讨论“军旅之
事”，是孔子真不懂军事吗？这恰好说明了孔子对于军事和
政治的关系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文武之治，正反相关。
在人类社会，军事政治一体化，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无政治
则无军事，明矣。

经历了春秋战国无数残酷战争的灾难，道家对于人类战争提
出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严重的警告：

道家对于战争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好战的思想和军
备竞赛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哲学总结和政治评判：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
左，用兵则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
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
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



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
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
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
在人类历史上，“穷兵黩武”从来没有好下场。按照中国文
化的观念：“止戈为武”。一切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
了和平。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以和为贵”
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以“杀伐为能”、互相伤害，争斗
是非输赢，追求利益之短长，得失利害永无止境，冤仇相报
永不罢休。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是非善恶，庄子《应帝王
篇》提供了一个人类政治的最高境界：

《庄子·内篇·应帝王》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
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
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
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
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
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
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
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
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
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
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
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
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
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
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
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
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
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
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
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
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
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
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
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
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
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
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



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
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
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
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
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
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
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
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
七日而浑沌死。

中国现代军事思想论文

中国古代军事史论文

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思想篇四

近年来，我国的军事事务备受关注，军事思想也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在这个背景下，我有幸读到了《图书军事思想
简史》一书，并在阅读过程中受益匪浅。下面我将从书中所
包含的思想重要性、对未来军事发展的启示以及学习军事思
想的方法三个方面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思想重要性

《图书军事思想简史》首先让我深刻认识到军事思想的重要
性。书中介绍了孙子兵法、吴起、韩信、曹操等众多思想家
的思想，揭示了硝烟中的统帅们通过对战争本质的理解和对
敌情的掌握，终于取得胜利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



家的思想仍在今天对我们的军事实践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正
如书中所述：“我们今天所解决的战争问题，大多是在这个
基础上解决的”。

第三段：对未来军事发展的启示

《图书军事思想简史》还为我们揭示了军事领域中的一些普
遍规律，这对未来军事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例如，书中提
到的古代军事思想中，不仅强调军事力量的训练，还讲究防
御和攻击的策略。今天，我们在建设强军的过程中，也应该
注重军事力量的提升，同时借鉴古代战争中耗费敌方精力的
方法，实现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同时，书中所揭示的许
多思想还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为今后的军事工
作提供了一些有益参考。

第四段：学习军事思想的方法

尽管《图书军事思想简史》介绍了许多古代军事思想，但由
于时代的变迁，很多思想在今天并不完全适用。因此，我们
需要学习军事思想的同时，结合现实情况进行思考。书中介
绍的战争本质、战争理论等方面的思想，正是我们今天应该
关注和借鉴的。同时，我们还应将这些思想与现代科技、现
代战争结合起来，借助信息技术等工具，将它们运用于实战
中，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

第五段：结论

总之，《图书军事思想简史》是一本古今并重、具有启发性
的好书。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历代军事思想，还
加深了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从而让我更好地理解和支
持我国的军事建设。相信只有不断学习历代思想，结合现实
情况进行思考，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军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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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是指军事理论、战略思想、战术原则等方面的思想
体系，是军事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在这些军事思想中，
图书军事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学习军
事思想、分析现代战争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本篇文章主要
探讨一下“图书军事思想简史”的思想体会以及对于现代战
争对策的启示。

第二段： 军事思想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军事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
无论在战争中作为斗争力的体现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
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人类也开始了对于军事思想的研
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思想日渐发展起来，出现了许多
优秀的思想理论，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等。这些理论对
于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这其中图书军事
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忽略的。

第三段： 图书军事思想的简史

图书军事思想的发展始于古代，而在古代时期，图书军事思
想主要表现为经典著作形式，例如《孙子兵法》、《吴子兵
法》、《三十六计》等等。这些古代的军事著作，对于后世
的军事文化和思想击打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到了近代，图书军事思想开始更加注重理性化、科学化
和专业化，代表作品就有《战争论》、《兵法》、《战争与
和平》等等。这些著作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军事思想的全部内
容，而在今天，图书军事思想又得到了诸多发展，如网络、
电视等新型媒体的兴起也给了图书军事思想更新换代的机会。

第四段： 图书军事思想的意义

图书军事思想真正意义上的推陈出新，开始服务于将要起来



的新型军事蓝图，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首先，它可以
为我们了解后代军事思想和文化传承提供依据和参考；其次，
它对于提高参军人员的素质、增强军队的执行力、提升军队
的战斗力、具备反恐救灾的能力、满足国家为民族、为世界
和平的要求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次，经过研究分析历
史上的军事思想，有助于总结经验，弥补历史的不足，发掘
优秀传统文化。

第五段： 结论

图书军事思想的历史和意义，就像从小小的莲花中，探寻到
无穷无尽的人类思想和文化一样，它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思
想和文化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今天和
未来时代，更要弘扬图书军事思想文化、挖掘图书军事思想
历史中的经验和智慧、积极探究现代图书军事思想，才能提
升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开创军事现代化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