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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吴起认为“兵以治为胜”，提出了治兵的标准“治”。所谓治，就是严整。怎样才堪称为
治（严整）呢？“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
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这
就是吴子的“治”，是严整而坚韧，这与孙子所说“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用兵“使如率然”，“携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等有异曲同工之效，都强调要训练成严整而有战斗力的
部队。 与“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一致的是，吴起主张“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重视战前的教育训练
。这是治兵的中心工作。因为纵然士卒与将领一条心，誓死战斗，听从指挥，但技能不熟，本领不强
，依然如乳犬犯虎，虽有斗心，却“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所以强调把教育训练放在用战之
先，这是造就一支严整部队的经常性工作，技能上的教练与思想上的教育同步而行。 吴起认为，用兵
要注意保护部队的体力、战斗力，要把部队旺盛战斗力用在关键时刻，而不要消磨在非战斗时刻。吴
起提出两条，第一是做到四轻，二重，一信。四轻，即“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
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
行之以信”。这就从审知地形，搞好保障、严刑信赏上指出了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方法。第二，畜好车
骑，“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注意养好马，蓄积马力，常使马力有余，以防
敌突然袭击时有马力可用，这是骑兵出现时，保护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吴起认为，“能明此者，
横行天下”。 吴起的“论将”篇论述了将帅的职责和应具备的素质，并认为两军相对，若能占将察才
，“因形用权”，必然“不劳而功举”。 他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将
领必须是文武相兼，刚柔相济，缺一不可。而在二者之中，“文”是将的第一要素。“凡人论将，常
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这是至理之论。所以，他在孙子所提“智信仁勇严”的基础上
，又提“所慎者五”：理、备、果、戒、约。把“理”放在第一位，这“理”就是用兵之道理，规律
，有了它，“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
法令省而不烦。”将领果真能注意这五个方面，则不失为智勇双全的大将。 吴子还认为将领在战争中
要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指将领作战略决策时，要使部队处于生命力旺盛
的（气数盛，即孙子的“势”）地位；所谓地机，就是有效地利用地形地物；所谓事机，就是恰当地
任人和行间谍；所谓力机就是注重保持部队作战人马的体力。 吴起论述了主将，即战略指挥员的根本
任务：“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而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占将察才”，“因形用
权”，是战略指挥员的根本任务。吴子的论述突出了大将在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凡战之要”
，说得明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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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涉及、分析了形形色色军事政变的特点；对历代兵书内容尤其有精辟而
独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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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讲史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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