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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多维角度提升高职学生国防素养研究
孟然然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3）

摘要：《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重要体现，本文从战争伦理、战略部署、战备要点以及战斗方法四个维度来探讨其

对于国防素质教育的意义，为今后高校国防教育的开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这四个维度是有机统一、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撑的，我们在开

展国防教育中也要把四个层面融合到一起来理解和运用。战争伦理的学习教会学生要树立“民本”思想，树立“慎战”思维；战略部署

的学习教会学生通过战前谋略、主动出击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战备要点的学习教会学生战场上“先知”和“先胜”的重要意义；

战斗方法的学习教会学生在战场上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要灵活激动、因地制宜地做出调整才能获取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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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子兵法》对于提升高职学生国防素养的意义

当今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国家与集团之间冲突频发，西方国

家固守零和心态竭力遏制我国的发展，部分国家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霸权主义逆流横行，领土之争、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信仰冲突的斗争一刻都不曾停止，甚至会有一些一触即发的关键

点。在这种形势下，可以说国防教育的开展，国民国防素养的提

升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和长治久安。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大学生国

防教育，对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厚植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

养大学生奋斗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

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它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

璀璨瑰宝，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广博高深，思

想精邃富赡，逻辑严密谨慎，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重要体现，

对于当代国防也具有其重要参考价值。学习《孙子兵法》，挖掘

其国防教育资源，可以引导我们的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认清形势，

明辨是非善恶，识别好歹良莠，不被敌对势力利用，树立正确的

爱国观念和国防意识；可以规范我们的爱国行为，引导我们将爱

国情怀转化为有理、有利、有节的爱国行动；可以增加学生的国

防知识，提升学生的国防素养，使得学生可以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履行好国防建设的义务。深入挖掘《孙子兵法》不同维度对于国

防教育的指导意义，从战争伦理、战略部署、战备要点以及战斗

方法四个维度来探讨国防教育的开展理论基础和实施途径，为今

后高校国防教育的开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及实施策略。

二、战争伦理——怀敬畏之心审视战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孙武开篇就阐

述了他的“慎战”思想，指出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一定要慎重考虑。之后他一再强调“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

以复生”，所以告诫“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一）民本思想的影响

那么在什么时候可以打仗呢？孙武也给出答案，那就是“非

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而且孙武指出最好的战争不是“百

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采用战争来解决

存亡问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对百姓、对国家的消耗和损伤

极大，很多时候是毁灭性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中国文化中的“人

本”思想，人们开始进行战争伦理反思，战争是否是正义之战，

交战双方是否要遵循某些共同认可的道义等，经过连年战争的摧

残，就形成有了通过道德制约来协调双方矛盾从而减少战争损耗

甚至是促成弭兵止战的战争伦理。

（二）人的因素

在讨论战争伦理的时候，人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这里包括

君主、将领和普通百姓。《孙子兵法》中多次出现“明主”这个词，

贤明的君主对一个国家有绝对统治权，对一场战争也有决定性的

影响。是否发动战争，是否就行外敌入侵，是否能够治理好国家

确保国力强盛后方无忧，是否能够选派精明强干的将领，是否能

给予足够的支持、权力和信任，是否能在关键时刻给出更为长远

的指挥等等都会成为一场战争的重要因素。将领是战争的直接指

挥者，对战争的发展具有最直接、最根本的影响。孙武对良将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良将要具备有智慧、讲信用、讲仁义、有

勇气、严格谨慎这 5 种品行。这里孙武把“智”放在首位，因为

在战争中如果缺少智慧，可能会出现偏颇，例如偏重“仁”而有

妇人之仁，偏重“勇”而只逞匹夫之勇。这其实就和“故将有五危”

对应起来，一名好的将领一定是智慧第一，可以冷静客观地分析

形势，做出判断，才能最大限度确保战争的优势。战争胜负的决

定性因素是民心所向。这里的“民”既包括普通百姓，也包括在

战场厮杀的低阶士兵。孙武在始计篇就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他认为战争胜利的关键

在于取得民众的支持。在行军篇中提出通过“故合之以文，齐之

以武，是谓必取。”的方法获得士卒的支持和跟随，将领和士卒

相处融洽。

三、战略部署——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如何实现“慎战”？如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需

要以智谋取胜，而不是一味的靠勇气和武力取胜。

（一）战前谋略，知己知彼

孙武在始计篇中就指出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战

争开始前就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对敌我形势进行研

究比较，从而预测战争可能的走向，积极开展周密的部署和谋划，

以期在战争中获胜。谋攻篇中，孙武再次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敌我形

势不同，应对方式不同。战前谋划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审

时度势，做出最适合本国利益的判断和选择，最有利的情况就是“夫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当面对“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的情况时就不要贸然开战，白白牺牲将领兵士的性命，损害国家

的财产和气势。通过“知胜有五”预测战争是否可行，做到“知

己知彼”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是战争开始前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二）以战争求和平

“全胜”是孙武战略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贯穿

在《孙子兵法》全文，“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此谋攻之法也。”孙武指出谋攻的目的就是不诉诸兵力而使敌人

完整地屈服，使得自己的军队在不受挫情况下取胜。另一方面我

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全面胜利，不仅仅是局部和眼前的胜利，

更是一种从全局和长远的胜利。战争打的不仅是一场仗，更是意

志的服从、思想的接纳和战略层面的部署，“破国”固然消耗了

对方，但自己劳师动众又很获得什么？所以战争的目的如果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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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赢，那是很危险和情绪化的，你死我活不是目的，战争应

该是为了保护自己，并创造一个适宜发展的环境，实现战略层面

的部署并追求和平与繁荣。

（三）主动出击和速战速胜

军形篇中孙武提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善于带兵打仗的人总要先人一步创造出自己不可战胜的有利条件，

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战争中有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有

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尽量将更多有利因素转

化为必然因素，主动创造有利于我军的条件，再配合时机使得有

利因素充分发挥取得成功。

作战篇中孙武提出“故兵贵胜，不贵久。”战争的损耗太大了，

一次战争需要大量补给人力、物力和财力，久攻不破，国内要源

源不断输出血液，劳民伤财、国力枯竭内忧外患纷沓而至，国家

就会陷入到危险境地。就军队而言，久攻不破，军队内部必然会

身心疲惫，锐气大减，作战的优势会逐渐消磨，战争会越来越辛苦。

孙武也给出了化解久战的方法，最好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不成则就地解决粮草问题、人员问题，在敌方充实自己，减少本

国供给的压力。

（四）没有硝烟的战争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武指出

打仗最好的方式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

是使用武力取胜，最后才是使用攻城这种代价沉重的方式。我们

生活在媒体社交的时代，信息比子弹的传播速度快，信息比导弹

的覆盖面积大，信息比占领一座城市带给人们的影响力更大。这

也告诉我们现在国与国之间、国与地区的争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那些掌握了重要媒介的国家正在掀起一场看似无形实则霸

道的全方位舆论战、信息战。海量的信息正带动着不理性的偏激

情绪，造成更为广泛的误导和冲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更大

的误解和伤害。我们只有打好舆论战，才能弘扬正义之声，才能

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才能激发自身力量，瓦解分化敌人。胜利不

仅仅是战场上的土地和人，更重要的是达成自己的目的，获得认

同和利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持久、更隐蔽，我们要时刻警醒，

并主动出击。

四、战备要点——先人一步确保战争主动权

要得到战争的主动权，就要做好战前准备，注重战前的“未

雨绸缪”而非战争中的“化险为夷”。

（一）先知——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

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从始计篇战前“庙算”开始，“五事七计”

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通过分析敌我强弱优劣才能预判战

争走向，协助制订正确的作战计划。“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

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中孙武指出能够在战争中制胜

的人就在于他可以事先了解敌我情况。具体到敌人的兵力配置、

作战计划、军心士气、后期供应等等，这些都是制订决策的重要

依据。

（二）先胜——先发制人占据有利形势

了解了敌我双方情况，制订了战争策略，就要把握时机做到

先发制人，达到以逸待劳。“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这里孙武指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扰乱敌人的判断，引导他们轻松

变劳顿，饱食变饥饿，优势变劣势，从而实现降维打击敌人的目的。

这也是孙武在始计篇所说的“兵者，诡道也”。战场上形势变幻莫测，

将领要保持敏锐的头脑，时刻调整策略，一方面诱导敌人做出错

误的判断，一方面把握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是故胜兵先胜而

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胜仗的军队一定是在具备了必

胜的条件后才去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却总是心怀侥幸糊里糊涂

去打仗。

五、战斗方法——学习灵活多变的战斗方法

讨论完宏观的战略，我们学习微观的战术，《孙子兵法》中

都有丰富的论述，其战术都体现出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特点。

（一）正奇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凡是作战，都会以正兵正面

和敌人交战，再配合奇兵以出其不意的方法来制胜。正兵和奇兵

是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相互转化的，善于出奇制胜的将领就会根

据需要流畅自如地调整正奇队伍，变幻出各种出其不意的作战方

式，固定的元素、无穷的变化，给敌人以难以捉摸的打击，从而

赢得战斗。

（二）虚实

“虚”指兵力薄弱、分散和无准备；“实”指兵力强大、集

中和有准备。孙武认为，表示形的办法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

图，同时保护好自己的行踪，就能够使敌人的“实”转化为“虚”，

我军集中兵力于一处以“实”攻击对方的“虚”，这就掌握了主动权，

就可以做到“攻而必取，守而必固”。真真假假的信息，虚虚实

实的兵力，就是善于作战的人迷惑敌人，“以十击一”方法。

（三）地形

战争的都发生在特点的时间和空间，孙武用《九变》《行军》

《地形》《九地》四篇文章来阐述他关于战争地形的观点。他将

战争地形分为“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

远者”六种，并针对六种地形提出了不同的战术主张。又在“六形”

的基础上提出“九地”，也针对性地给出了战术规定。

六、结语

战争伦理、战略部署、战备要点以及战斗方法四个维度是有

机统一、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撑的，我们在开展国防教育中也要把

四个层面融合到一起来理解和运用。大学生的国防素养不是简单

的知识堆砌和技能操作，更不是空有激愤的一腔爱国热情。学习《孙

子兵法》，可以帮助大学生宏观上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念和慎战思

想，中观上统揽全局、客观分析、理性判断，最终在微观上指导

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们既要为国发声、为国出力，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保家卫国；又要不被敌对势力干扰和误导，使得我们的爱

国行为紧跟党的指挥和行动，通过切实可行的言行实现理智爱国，

这才能提升学生的国防素养，实现国防教育的目标。需要指出的

是这四个维度同样适用于帮助我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读《孙子兵法》贵在经世致用，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学习和

消化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孙子兵法》，才能不断提升我们

的国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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