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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心战谋略思想对当前军事斗争的启示 

孔楠 
（武警后勤学院基础部人文社科教研室  天津  300000） 

摘  要：《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心战谋略思想，不仅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战争实践，对当前军事斗争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孙子心战谋略思想，以“重战慎战”体现崇仁尚义的战争观念，通过备战能战胜战达成物理域的“止战”；以“知兵谋胜”蕴含善战善

成的战略原则，通过战场态势感知获得信息域控制权；以“心战为上”传承尚智重谋的战略智慧，通过“攻心夺志”掌握认知域主导

权。本文探讨了在新时代深入理解和运用孙子心战谋略思想的重要性，旨在为当前军事斗争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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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军事文化源远流长。以《孙子兵法》为

代表的东方兵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军事实践丰富经验的结晶，

其思想精髓几乎贯穿中华民族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自由幸福的伟大历史进程，更是我军特有的文化优势。其中蕴

含的斗争智慧和用兵谋略，不仅为古代战争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军

事思维方法，也给现代战争演进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启示和灵感，

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不竭思想之源。 

一、重战慎战，体现崇仁尚义的战争观念 

孙子心战谋略思想言“战”更言“慎战”。《孙子兵法》有着

系统而全面的“慎战”思想，全书 13 篇均有提及，反映出孙子

独特而辩证的战争观。《始计篇》开门见山地阐明“兵者，国之

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开篇即奠定了全

书“重战慎战”的基调。其战略原则，包含安国全军的政治理想、

不战而胜的军事思想以及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等，主要体现为对

待物理域军事打击行动的立场和态度，既是对和平的呼唤，更是

建立在“仁德之道”基础上的大智慧、大谋略。 

1.安国全军的政治理想。中国自古就重视战争以保存自身。

孙子认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2，不是于国有利

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要用兵，不是处于危

险境地就不要交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

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3。但孙子强调的“不

战”不是畏战，而是以安国、利民、全军为基点的“重战”“慎

战”，主张“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

次之”，“必以全争于天下”，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4，体现

了以“全”争胜的原则。 

2.不战而胜的军事思想。中华民族倡导以和为贵、兼济天下，

有着“温柔敦厚之仁，远胜于骄傲刚强之勇”的文化传承。从先

人造字“止戈为武”即可看出，使用武力是为了制止和消灭暴力，

战争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斗争手段。孙子也反对穷兵黩武、轻启

战端。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而“有道”是夺取胜

利的首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和平的艺术。

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他推崇慎战、

小战、巧战，“百战百胜”并非用兵的最高境界，通过政治、外

交和心战谋略等手段以“不战”达“全胜”才是最高境界。 

3.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孙子的“慎战”思想蕴含着深厚的

人文精神，他不赞同野蛮的攻城略地和血腥的杀戮，而是从现实

和人性出发，提出了“慎战”思想，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厚爱。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

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6，只要发动战争，

就一定会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付出巨大代价，“故知兵之将，

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7。《孙子兵法》发扬光大西周

以来的民本思想和人文传统，其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已经超越军

事领域，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 

孙子“重战慎战”思想启示我们，“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8；“以戈止武”不如“止戈为武”。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

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我们捍卫

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

段始终是保底手段。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物理域都仍然是军

事力量对抗的基础空间，是达成军事目的的重要选择。“重战慎

战”不是不战，更不是不能战，而是通过备战能战胜战达成“止

战”。新时代人民军队坚持以武止戈，就是深刻把握战争与和平

的辩证法。2022 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消弭国际冲

突根源、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重战慎战”“崇仁尚义”的军事文化传统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二、知兵谋胜，蕴含善战善成的战略原则 

《孙子兵法》充分展示了传统军事文化“知兵谋胜”的理念，

“知兵”是“谋胜”的前提，“谋胜”是战争的目标。其核心在

于敌我双方争夺信息情报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旨在通过

获取、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信息，以及控制信息情报的流

动来把握战场主动权，不仅适用于传统作战模式，也适用于现代

信息域作战，既体现了胜战的基本规律，更蕴含着善战善成的战

略原则。 

1.知彼知己，知敌我优劣之势。孙子的“知兵谋胜”思想主

要体现在对敌我双方客观条件和心理状态的深入洞察上，其核心

思想可以概括为“知彼知己”，包括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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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兵力部署、战略意图、战术特点、将帅才能、官兵士气等，

以便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战略战术从而取得优势。“明君贤将

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9，只有明察敌情、获

取真实有用的军事信息，了解影响战争的诸要素情况，才能作出

正确的战争决策。在知敌我优劣之势的前提下，依靠严阵以待的

充分准备和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

而止”10，才能随时准备打仗，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2.知全知详，知天候地理之情。“知全知详”是对“知彼知

己”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强调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

还要全面分析、准确研判信息情报和战场态势，深化战争和作战

筹划。孙子认为战争的重要一环就是获取信息情报，“此兵之要，

令三军所恃而动”11。“五间俱起，莫知其道”12，要五种间谍同

时使用起来，使敌方难辨虚实、无从应付。战略决策时，要用“五

事七计”13 详细分析比较敌我双方态势；具体作战时，要以“策

之”“作之”“形之”“角之”13 等手段，了解敌方的作战企图

和军队部署；同时，将帅要对部下能力、军心士气、是否“得地

之利”“得人之用”14 等情况烂熟于心，打起仗来才能“动而不

迷，举而不穷”15。 

3.知常知变，知守正创新之道。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性。

孙子的“知常知变”原则强调了“常”与“变”的辩证统一，如：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16；“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7。“正”

是指用兵的常法，“知常”体现了要深入研究战争活动的一般规

律和基本原则，是获取胜利的关键。“背水一战”就是对“绝水

必远水”“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18 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奇”

是指用兵的变法，“知变”则道出了善于应对和适应战争特殊规

律和变化的重要性。“知变”思想要求将帅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

及时调整战略战术，“知常”是守正的基础，“知变”是创新的

源泉。 

孙子“知兵谋胜”思想启示我们，有备才能无患，宁可备而

不战，不可无备而战；识敌之常、研敌之变是备战打仗的永恒课

题。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军事斗争准备艰巨繁重。随

着智能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现代战争中信息域作战的作

用日益凸显，战场态势感知从“感”到“知”的周期不断缩短、

由“态”到“势”的判断持续加快。信息战和网络战不仅可以实

现对敌方信息系统的破坏和控制，获取敌方机密信息、削弱敌方

作战能力，还可以配合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对民众和社会

意识产生迅速、密集、长期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敌方进行心理

攻击和舆论压制，为信息化时代争取人心、“知兵谋胜”服务。

所以我们只有瞄准战场、对标实战，对可能发生的战争风险始终

保持战略清醒，把握信息时代脉搏，顺应战争形态演变，坚定灵

活开展军事斗争，才能不断校正练兵备战方向，在战场上精准发

力、反制克敌。 

三、心战为上，传承尚智重谋的战略智慧 

战争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角逐、心理的攻防。“从古

知兵非好战，能攻心则反侧自消”19，心战历来是古代兵家推崇

的克敌制胜的法宝。《孙子兵法》特别强调心战的重要性，即“不

战而屈人之兵”。“心战为上”通过影响人的情感、心理、意志、

信念和价值观来赢得战争，这既是对古代心战的高度凝练，又是

对现代心理战、甚至认知域作战的深度启迪。 

1.通过伐谋与伐交谋攻屈敌。孙子明确提出“上兵伐谋，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20。“伐谋”是指以己方谋略攻敌

之心，挫败敌方谋略，使敌陷入困境，不战而降；“伐交”是指

通过宣传、用间、外交等手段，打击敌方联盟士气、离间敌方联

盟关系，使其陷入孤立无援，从而瓦解敌方联盟。“伐兵”与“攻

城”是通过武力直接对抗，而“伐谋”与“伐交”是用政治、外

交、心理的攻势，造成有利于己的态势。《孙子兵法》蕴含着诸

如“兵者诡道”21“兵以诈立”22“奇正相生”23 等“伐谋”“伐交”

的战术思想，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伐谋攻心、伐交

瓦解、伐兵挫敌与攻城破敌四种战略手段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

《孙子兵法》中完整的战略体系。 

2.通过夺气与夺心造势威敌。士气和斗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

关键因素之一。“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24，孙子主张在不直

接攻击的情况下，实施“夺气”与“夺心”的策略。“夺气”是

夺敌方之气，手段包括：一是心理威慑，“威加于敌，则其交不

得合”“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25；二是挫伤士气，“朝气锐，

昼气惰，暮气归”26；三是制造混乱，通过突然袭击、火攻、水

攻等战术手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7。“夺心”是夺敌方将

帅之心，旨在通过动摇敌方将帅的意志、诱导其误判来“夺其心、

乱其志”。首先是动摇其意志。“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

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28，深

入了解敌方将帅的气质、个性、品格和习惯，利用五种致命的心

理弱点，根据其心理差异及心态变化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攻心

策略，从士气上、心理上、体力上和权变上破坏其心理平衡，挑

拨其内部矛盾，动摇其决心意志。其次是诱导其误判。“故善动

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29，通过散布谣言、制造假象、示敌以弱等手段，使其产生轻敌

心理，诱导其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从而陷入被动和困境。“夺

气”与“夺心”的本质就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造势威敌、攻心夺

将，从而形成战略威慑态势，造成敌方心理崩溃，削弱其战斗力。 

3.通过治气与治心励气胜敌。交战时己方士气高昂和信念坚

定是胜敌的关键。孙子主张通过“治气”与“治心”巩固心理防

线，激励己方士气，强化战斗意志。关于“治气”，孙子指出，

“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30。除了避

其锋芒之外，“治气”还包括鼓舞和激励士气。一是求生以励气。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31，项羽“破釜沉舟”、韩

信“背水一战”皆是在绝境中利用将士的求生心理从而激发战斗

精神的典型战例。二是同欲以励气。“上下同欲者胜”32“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33“杀

敌者，怒也”34，皆是指要使全军全国上下一心，就必须激发起

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三是爱兵以励气。“视卒如婴儿，故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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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35，将帅爱护士卒、体

恤部属，得到真心拥护和爱戴，对于团结内部关系、激励战斗精

神具有重要作用。关于“治心”，孙子认为“以治待乱，以静待

哗，此治心者也”36，战斗中应保持己方军队的严整有序和从容

镇静，以应对敌方军队的混乱和喧嚣。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和战争

实践表明，要通过“治气”与“治心”使士兵们保持高昂的斗志

和坚定的信念，即使面对强大的敌人，也能保持冷静和镇定，不

被敌人的表象所迷惑，正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37。 

孙子“心战为上”思想启示我们，善治者谋局，善谋者致远，

要正确处理心战进攻与心战防御之间的关系，坚持攻防并举、攻

守兼备，攻心与守气紧密结合。习主席指出，“战争不仅是物质

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38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演变，

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正发生革命性变化，可以借鉴“伐谋”与“伐

交”策略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护我方利益和尊严；以“夺气”与

“夺心”策略，塑造安全态势，遏控矛盾冲突；以“治气”与“治

心”策略激心励气，强化战斗精神培育，砥砺官兵血性胆气。随

着战争形态的快速演进，当前的军事斗争已经首先从认知域打

响。我们需充分吸取传统兵学“心战为上”“攻心为上”的思想

精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域作战理论和战法，通过攻心夺

志夺控认知域主导权，从而争取政治和外交战略主动权，为打赢

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奠定基础。 

孙子心战谋略思想是一种全面、深入、灵活的战争思想，是

对制敌谋略、治军思维、用兵智慧和制胜规律的系统总结，为当

前智能化时代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综合发力的军事斗争提供

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它如同跨越时空界限的古老智慧之泉，不仅

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魅力，更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

蓬勃生机，为新时代我军培塑战略自信、文化自信、胜战自信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孙子兵法》以其心战谋略思想的基

因密码和历史传承，不断滋养着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成为提升

当代中国军事软实力的重要依托，是润泽官兵的精神沃土和提高

部队战斗力的文化沃土，更是应对当前军事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

和坚实文化支撑，对打造独具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精神、支撑打

赢制胜的新时代强军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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