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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学必读
之书”＞＞＞

六　韬

作　者：姜　尚　
成书年代：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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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是我国一部先秦时期兵学发展的集大成之

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影响较大，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

祖，为武学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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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我国古代

一部著名的兵书，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隋

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以后唐宋诸志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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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了这一说法。

姜尚，又名吕望、吕尚，字子牙，俗称姜太公，西周的

开国功臣，齐国的始祖。周文王、周武王的首席谋士，齐

文化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的韬略家、军事

家、政治家，在兴周灭商的事业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

用。他的历史地位被历代典籍所公认，儒、道、兵、法、纵

横诸家皆认为他是本家人物，被誉为“百家纵使”。《六

韬》全书都是以太公答文王、武王问题的形式写成，论述

治国、治军和指导作战的理论、原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

的兵书。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

《六韬》之名，最早记载于《庄子》。该书的《杂篇·徐

无鬼》中记载战国初魏武侯的宰臣女商自称：“吾所以说

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晋司马彪、崔譔注说：“金版六

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

虎、豹、龙、犬也。”《庄子·杂篇》一般被认为是庄子门人

或后学所著，时间在战国后期之前。这也为《六韬》一书

在当时已经存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汉书·艺文志》儒

家类著录有：“周史六弢六篇”，唐颜师古注云：“即今之

《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

《汉书·艺文志》把古兵书归入其他类别并非仅此一处，

而且《六韬》中有不少涉及政治问题的内容，其观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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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

于儒家思想，因此把

《六韬》列入儒家类也

是合理的。

１９７２ 年 山 东 临

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

葬出土的汉简中就发

现有《六韬》等书，其

中的《文韬》、《武韬》、

《龙韬》等内容与今传

本《六韬》基本相同。

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汉

墓出土的竹简中，也

有《六韬》的内容。这

说明，此书在西汉前期已经广泛流行。

　

Ｚｕò

作
Ｐǐｎ

品
Ｋｕàｉ

快
Ｄú

读

《六韬》一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

《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共计六十篇，约两万多字。所

谓“韬”，与“弢”字相通，原义是“弓套”，含有深藏不露之

意，引申为谋略。“六韬”就是论述作战中所涉及的六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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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略。全书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全面，有政治、经济、

外交、策略、战略、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与国防动员、参谋

与保密工作、军事地理以及各种战术问题，是一个非常完

整的体系，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

韬》一书不仅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有价值的兵书，并且在国

外影响也是巨大的。它１６世纪传入日本，１８世纪传入欧

洲，现如今已经被翻译成日、法、越、朝、英、俄等多种文字

在国外流传。其中《文韬》论治国用人之道；《武韬》论攻

伐用兵的之方；《龙韬》论军事组织之制；《虎韬》论备战布

阵之理；《豹韬》论战略技术之用；《犬韬》论军队指挥之

法。就书中内容我们只能简单地择其要点加以论述。

一、战略问题

本书的第一卷《文韬》和第二卷《武韬》的内容主要是

战略问题。书中特别强调要在政治上战胜敌人，并且详

细而具体地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是相互的。

该书秉承了孙子的观点，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

强调军事和战争关系到国家盛衰兴亡，是不容忽视的大

事，它以夺取天下、安定天下为战略目标，同时，政治、经

济、外交等问题的解决为战略军事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前

提和必要条件。

书中阐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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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书影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

天下；擅天下之利者，

则失天下”，“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惟有

道者处之”，直截了当

地把争夺天下作为其

战略 目 标。作 者 指

出，战略的最高境界

在于“全胜不斗，大兵

无创”，“善胜敌者，胜

于无 形；上 战，无 与

战”，意思也就是说胜

利的最高境界就是不

通过战斗就可以使敌

兵屈服。

为了实现全胜的战略目的，必须以强大的政治和雄

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和保障，必须实现国富兵强，同时

要取得人心所向，以道义而兴天下。

姜尚认为，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国家能否安定的关键。

“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

在君，不在天时”。作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应当“修

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治理国家，必须以民为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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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

须爱民仰民，必须

克制一己之私，凡

事以义为先，更要

顺乎民心，自己还

要有 所 修 为。要

努力做到赏罚分

明，轻徭 薄 赋，奖

励 农 桑，抚 恤 孤

苦。只有这样，才

能赢得百姓的拥

护和爱戴，使老百

姓 “戴 其 君 如 日

月，亲其君如父母”。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君臣之道，时时

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君主要体察民情，施惠于民，

臣子要恭敬服从、安心辅佐。为了确保君主的地位和权

威，君主必须“亲贤臣，远小人”，对群臣和各级官吏要有

严格的考察制度。此外，还必须牢牢把握住事关国家经

济命脉的工、农、商三大产业。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以全

胜争于天下”。

姜尚还特别强调仁人圣君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够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认为：“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

意思也就是说当天下安定时，仁人圣君就隐而不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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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蓄力量，收买人心，而一旦天下大乱，仁人圣君就会奋

起拨乱反正，建功立业，尽快实现天下太平，即所谓“发之

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为了确保

胜利，要求贤君必须对整个战略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仔

细观察天道、人道，详细了解人心、人意和人情，等到时机

一旦成熟，便能一举取胜。这就是书中所说的“上察天，

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要想取得全胜，除了不断壮大自身力量，还必须采取

各种手段打击和削弱敌人。书中列举了“文伐”十二法，

突出的是从外交、政治等方面采用权谋诡诈的手段，激化

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和削弱敌人，为从军事上消灭

敌人创造条件。作者指出：“十二节备，乃成武事。”

二、战争谋略

《六韬》强调谋略和策略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这与

其之前的兵书相同。书中说：“不知攻战之策，不可以语

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战争

谋略在一场战事中是死至关重要的，它是指导战争的灵

魂，战场的态势和战争的胜负直接取决于谋略是否正确。

书中认为，作战的态势不是凭空制定出来的，而是要

依据敌人的行动来做决定，战术的变化取决于敌我双方

临阵对垒的实际情况，奇正的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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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

慧和谋虑。

在 作 战 指 挥

方面，作者首先指

出“凡兵之 道，莫

过乎一。”也 就 是

必须做到集中兵

力，统一 部 署，统

一 行 动，统 一 指

挥。同 时 又 强 调

必须依据战争形

势的变化情况，一

定要遵循“凡用兵

之法，三 军 之 众，

必有分合之变”，即要灵活机动地用兵，而不能一味地死

用兵，要将统一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对将领们的要求是全面准确

地判断敌情，权衡我情，审时度势地把握战机，出其不意

地进攻敌人。书中认为：“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

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一旦战机到来，指挥官不能有丝

毫的犹豫和迟疑，必须坚定、果敢地做出决定，下达命令。

正如书中所云：“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

疑。”同时还必须保证作战行动的迅速性和突然性，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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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暝目”，兵贵神速，速战速决。

作者强调，将领在运用谋略时要争取做到神秘莫测。

要想赢得作战的胜利，首先必须明确作战意图，确保作战

行动的隐蔽性，重视保密工作。这一观点在本书中的《阴

符》、《阴书》二篇中有所体现。其次，必须善于运用巧妙

的战略伪装，以达到欺骗和迷惑敌人的目的。要先示弱

于敌，以助长敌人的恃强心理和骄狂气焰，使其走向反

面。书中说：“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

半而功倍焉。”

在作战形式上，作者主张引兵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在全书六十篇中，就有十六篇明确提到这一观点。

此外，书中还详细列举了运用手段制造“神势”的二

十六种方法，认为战争的成败，“皆由神势”。这也充分体

现了该书对军事谋略是极端重视的。

三、军队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将帅问题：

１．阐述将帅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担当将帅的人选

一定要慎重挑选。“将者，国之辅”，“人之司命”。“得贤

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故置将不可不

察也”。２．将帅自身要具备良好的素质。“将必上知天

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书中观点认为将帅必须具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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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智、仁、信、忠五种品德，同时必须尽量避免十种个性

品德上的缺陷。３．集中论述了选拔和考察将帅的八种方

法，也就是所谓的“八征”，书中记载：“八征皆备，则贤不

肖别矣。”４．要求君主要适当的下放权利，使将帅拥有充

分的自主权，强调“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５．强调将帅统兵治军

要恩威并举、令行禁止，同时要和士兵同甘共苦，“与士卒

共寒暑劳苦饥饱”。只有这样，才能稳固军心，才能使全

军上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心甘情愿为国家效命。

紧接着作者论述了士兵的编组和训练问题：主张根

据具体情况把士兵分为不同的类别，并组编成不同的分

队。这样，既有利于平时的集中管理训练，又有利于战时

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特长。关于军队训练，书中

强调士兵要严格遵守军纪、服从军队命令，步调一致。训

练方法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开始时进行单兵训

练，然后由一到十、由十到百、由百到千、由千到万，最后

开展到全军操练演习。只有采取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

“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

最后，作者详细论述了士兵将领要严格遵守战场纪

律：“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官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

得而勿戮。”这样才能使“天下和服”。

此外，作者在《王翼》篇中还集中论述了要建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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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机构。书中这样记载：“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

成威神。”将领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全军，因此要通晓和了

解各方面的情况，专精某项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不可取的。

为此，必须建立一个体系完备、职能齐全的参谋辅助机

构，以此来招揽各方面人才，辅佐将帅指挥战争。文中对

这一所设机构的人员、名称、职责和数目进行了详尽的介

绍和说明，这种观点和理论的提出在我国古代兵书中是

很少见的。

四、国防建设和国防动员

国家的防务即为国家建设的首要。国家的疆土、人

民、财富和文物如果没有相应的武力保护的话，就不会有

安全的保证，经济上也不会持久，更不会健康而有序地发

展，民族的尊严就会受到损伤，民族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国家疆土就会被践踏。因此，国防建设是事关国家安危

的重中之重，是军队进行战争的前提。合理完善的国防

建设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和国家领土的完整，在社会生活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六韬》中关于国防建设这一方

面就有精妙的论述。

书中强调，即使是“天下安宁，国家无事”，也要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常修“攻战之具”、“守御之备”，以防患于

未然。作者认为：“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应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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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政策。平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

器具，战时可以作为武器装备来使用；平时用于生产的技

术，战时可以作为战斗技术来运用；平时的地方行政组

织，战时可作为军事组织；平时的各种农业设施，战时可

以用作军事工程。总之，只有使人民“遂其六畜，辟其田

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才能

实现富国强兵，天下太平。

在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的同时，还要在武装力量的动

员上实行“分合之变”：部队平时分散驻守于各地，战时则

迅速聚合起来，共同作战。集结的地点和时间由将帅确

定后，再通知所属的各部将领，除此之外，还要严格制定

军纪，实行赏罚分明，奖励先期到达者，严惩逾期到达者，

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实现作战时“远近并集，三军俱至，并

力合战”。

五、战术问题

《六韬》用了三卷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作战形

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大、内容广、论述详，这在先秦兵书

中是史无前例的。

书中对战机的把握非常重视，论述也较为详细，认

为：“夫欲击者，当审察敌人十四变，变见则击之，敌人必

败。”所谓“十四变”，是指在作战时最有利于打击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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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七书》书影

十四种战机，包括“人马

未食”、“敌人新集”、“地

形未得”、“天时不顺”、

“将离士卒”、“疲 劳”、

“不 戒”、“奔 走”、“不

暇”、“乱 行”、“心 怖”、

“济水”、“涉长路”和“阻

难狭路”。

书中对阵法也进行

了详细的论述：“凡用兵

为天 阵、地 阵、人 阵”。

天阵，则是指根据观察

到的天相布阵；地阵，即依据各种地形布阵；人阵，是指根

据士兵所持有的武器装备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布阵。

书中还列举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作战形式，如伏击

战、防御战、突围战、攻坚战、运动战、遭遇战、突击战、夜

战以及防止火攻的战略战法等等。详尽精辟地论述了每

种作战形式的战术。比如说，要运用防御战时，就要遵循

“以戒为固，以怠为败”的原则，要有严密的警戒，口令暗

号要提前规定好，随时作好战斗准备，这样才能使每一位

士兵提高警惕，使敌人无机可乘；进行伏击战时，“必于死

地”设置埋伏，充分运用各种手段，把敌人引进我们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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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然后予以歼灭；在攻打敌方城邑时，一要加强兵

力，提高警戒，扼守交通要塞，把敌军外援统统切断。二

要“为之置遗缺之道”，引诱敌人出城，把握好时机，把敌

人一举歼灭。三要把城中的敌军团团围住，和敌军的援

军进行周旋，使之让城中的守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并

在周旋中阻击和消灭敌方援兵等等。

书中强调了对地形的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凡深入

敌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意思也就是说，如

果要想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要想取得全胜，除了要占据有

利的地形以外，还要善于利用各种地形。文中对各种各

样的地形进行了描述，如江河湖泊、草地沼泽、深谷山林、

一览无余的无隐之地等等，以及在这些地形条件下应采

用怎样的战术，也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讲解。书

中把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特点、作用以及三者之间作

战能力的对比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强调在战斗中应发挥

各自的优势，特别要讲究协调作战，这些都充分地反映出

战国时期的军事领域中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指出：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

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步贵

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诸兵种一起作

战，相互配合，扬长避短，这样才能确保战斗的胜利。

此外，书中还介绍了战场上侦察了解敌情、观察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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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猜想敌军布阵的方法。作者认为：“胜负之征，精神先

见”。通过各种方法对敌军士气、阵势、军纪进行侦察和

了解，以此判断敌人的强弱胜败、敌营的虚实、敌军的动

向等，然后采取相应的战术打击敌人。

庄　子

《六韬》

一书在流传

过 程 中，曾

被改订过编

次，内 容 也

损 坏 多 处。

晋司马彪注

《庄 子》，谓

《六韬》“文、

武、虎、豹、

龙、犬 也”，

说明在当时

流传的《六韬》是六篇或六卷，但是各卷的顺序和现在的

版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隋书·经籍志》曾有记载，说

《六韬》为五卷，下注“梁六卷”。新旧《唐书》都记为六卷。

唐初《群书治要》节抄《六韬》，把《文师》作为全书的序，但

这篇文章并不属于《文韬》；《论将》、《选将》二篇被列入

《武韬》，而不在《龙韬》之中。这些都和现在的版本存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