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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章  十则围之 
【原文】故用兵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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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上卷·谋攻篇》) 

【译文大意】所以，用兵的法则是：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四面合兵包围敌人；有五倍

于敌人的兵力就三面出击进攻敌人；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分开前后夹击敌人；有和敌人相

等的兵力就要善于抗击敌人；兵力比敌人少就要善于退却；实力比敌人弱就要避免决战，躲

开敌人。因此说，力量弱小的军队如果坚持硬性抵抗，就会成为强大的敌人的俘虏。 
【阐释】两兵相遇，当量力而战，知彼知己，不打无把握之仗。如兵力十倍于敌，当四

面合围，使敌成瓮中之鳖。如五倍于敌，则三面出击，攻其无备。两倍于敌，则前后夹击，

使敌腹背受敌，颐此失彼。但如果兵力少，又不知道躲避，甚至去硬打硬拚，那就如同用鸡

蛋去碰石头，一定会招致灭亡。因此，在力量难以与敌人抗衡的时候，避免与敌人进行决战，

同时，见机行事，在退却和转移中保存自己的实力，创造和寻求可以进攻的战机，这是根据

敌我力量的大小和战场亡的情况，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的正确战术原则。这实际上也是实行

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一个重要用兵原则。 
孙子所提出的以众围少，以少避众，仅是兵家作战的一般常理。其实，如果将双方除去

兵力以外的其它因素都加以考虑，诸如：天时、地利、人和、作战将士的智勇、愚钝，以及

所采取的战略计谋等等，则也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地之六道 
【原文】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

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

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

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

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

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

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

也。 
(《孙子兵法·下卷·地形篇》 
【译文大意】孙子说，地域形态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形。我

军可以去，敌军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形。在“通”形地域上，要先占领视野开阔、向

阳的高地，保持运粮道路的畅通，这样作战就会有利，可以前进。难以后退的地域叫做“挂”

形。在“挂”形地域上，如果敌军没有防备，就可以突然出击而战胜它；如果敌军有防备，

出击又不能取胜，又难以退回，这就会对我不利了。我军出击不利，而敌军出击也不利的地

域，叫做“支”形。在“支”形地域上，即使敌人利诱我们，我们也不要出击；可以把敌军

引走，让敌人出兵一半我们就回击它，这样就有利。在“隘”形的地域上，如果我军先行占

领以后，一定先要把守住隘口，等待来犯之敌；如果敌人先行占领，并且已经把守住了隘口，

就不要去追击。如果敌军没有把守住隘口，就可以去追击。在“险”形的地域上，如果我军

先行到达，必须要占据视野开阔；向阳的高地，以等待来犯之敌；如果敌军先行到达，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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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队伍带走，不要再追击。在“远”形的地域上。敌我双方势均力敌，挑战是不适宜的，

而勉强硬行交战，也是不利的。所有这六条，都是有关利用地形的基本原则，同时，这也是

将帅的最重要的责任，是不能不去认真研究和考察的。 
【阐释】地形地貌是千种万态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形状，或险要，或险恶。

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仍然是人，而不是地形。对于熟知地形，并且能充分利用其有利，或善于

将其不利转化为有利，而对敌人，则充分利用其不利，或善于将其有利转化为不利的将帅，

打起仗来，就会得心应手，攻其所攻，守其所守，能充分调动起地利的因素，使战争取胜。 
解放战争中的莱芜战役，就是巧借了地形。当时敌军结集于莱芜城内，城小人多，军心

混乱，在我重重包围之下，十分惊恐。若此时我军施以强攻，城内狭小，犹如“隘”，难以

展开兵力，敌人困兽犹斗，反会对我不利。于是，考虑到兵力优势一方应避免在狭窄险阻之

“隘”与对方决战，就造成一种态势，引诱敌人突围出城，待敌人进入了我预先埋伏的阵地

后，我突然发起进攻。此时，敌人前进无门，后退无路，人马车辆挤成一团。我则乘敌混乱

之时，多路猛插敌阵，歼敌大部，取得了胜利。 
而山谷隘地，咽喉锁钥之处，很少回旋余地，大部队陷于此境，兵力无法展开，就又成

了对其进行伏击的有利地形了。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战役就是如此。对付装备精良、训练有

素的日寇精锐板垣师团，我必须选择有利的战场。最后，通过实地勘察，将伏击地区选在关

沟、辛庄至东河南镇十余里地段上，又以老爷庙附近为主要地段。老爷庙附近地形，山高谷

深，敌人兵力不易展开，我方主要兵力埋伏在此，可以居高临下，发扬火力，敌人无处躲藏，

大炮和骑兵都不能发挥作用。最后，平型关战役以我大捷而告终。 
 

行军险 
【原文】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

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葭苇、山林、

翳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孙子兵法·中卷·行军篇》) 

【译文大意】上游下暴雨，看到水沫漂来，准备趟水过河的，要等水流稳定下再过，以

防山洪暴发。凡是遇到两边险峻，急水横流其中的山涧；四面陡峭，溪水注流的天然大井；

三面环山，易进难出的天然大牢；草深林密，无法施放弓箭，行动困难的天罗地网；地势低

洼，泥泞易陷，兵马难行的天然陷井；两座恶山夹一狭窄通道之类的天然地隙，遇到这些地

形，必须急速离开，不要靠近，我军远离它，让敌军去靠近它；我军面朝它，让敌军去背靠

着它。行军路上遇有悬崖绝壁的险阻地、芦苇丛生的湖沼洼地、草木茂盛的山林等地方，必

须谨慎地反复搜索，这些却是敌人最容易设下埋伏和隐蔽侦探的地方。 
【阐释】行军途中雨后过溪时，要提防洪水暴涨。行至山中遇到六种险恶地形时，要迅

速离开，或者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以免处于不利的地位。要细细搜索容易伏兵藏奸之处，

以防受到敌人袭击。这些都是行军中应该认真考虑到的。 
 

计险呃远近 
【原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呃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

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

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兵法·下卷·地形篇》) 

【译文大意】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既能预测敌人的情况去夺取胜利，又能谋划

2



地形的险峻和计算道路的远近，这是主将指挥完善的职责。懂得这些道理，并能用它去指挥

作战的，就必然会取得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却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失败。所以，从

作战规律上看必然能取得胜利的，虽然国君说不打，也可以断然坚持去打；从作战规律上看

肯定要失败的，虽然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去打。所以，凡是进攻而不贪图名利，退却

而不回避罪责，一切只考虑保护民众的安全，同时也符合国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就是国

家最宝贵的财富。 
【阐释】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地利为辅。但如果将帅既知敌情，又能充分利用

地利，知本知辅，则作战必定胜利。而只要战争能取胜，则对人民、对国君、对国家都是有

利的。只要将帅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和贪生怕死，战与不战都是为国为民，那么，将帅就

可以根据对战争的预测情况，而决定该打，还是不打，并不一定要服从君主的命令。而能做

到这些的将帅，真是难得的人材。 
 

上屋抽梯 
【原文】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遇毒，位不当也。 
【按】唆者，利使之也。利使之而不为之便，或犹且不行。故抽梯之局，须先置梯，或

示之以梯。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故意露出破绽，以诱敌深入，然后截断其前应和后援，将其全部包围并彻

底歼灭，敌方贪得无厌，必定招致后患。 
【按语】所谓唆使，就是以利诱之。如果只有利诱而不给以方便，敌人就会犹豫不前。

因而，凡是运用上屋抽梯计谋，要先把梯子放好，并故意暗示敌人知晓，这里的确有梯可用。 
【阐释】上楼抽梯，原意是说让他人上了高楼之后，去掉梯子，使人处于绝境。军事上

是指诱敌进入陷井，断其退路，阻其援敌，围歼敌人。 
此计语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东汉建安十五年，官渡之战以后，刘备投靠荆

州刘表。刘表有两个儿子，即长子刘琦和幼子刘琮。刘琮是刘表后妻蔡夫人所生，在蔡氏挑

唆下，刘表偏爱刘琮。刘琦因此常受压抑，曾多次请求诸葛亮指点自安之策，但均被拒绝。

一日，刘琦与诸葛亮共登后园高楼，饮宴之间，刘琦“令人去梯”，对诸葛亮说：“现在我们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你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自安了吧?”诸葛亮见刘琦一再请求，便叫他
仿照晋公子“重耳在外而安”的计策，离开襄阳，刘琦顿时醒悟。这里的“令人去梯”，也

即“上楼抽梯”。 
这里有一个运用上屋抽梯之计的例子： 

唐会昌三年，吐蕃两个贵族集团论恐热与尚婢婢之间争权夺利。论恐热用压倒多数的兵

力进击婢婢。当论恐热部队驻在夏川时，尚婢婢派龙结心和莽罗薛吕两将率领精锐部队五万

人进击。部队到河州以南地区时，莽罗薛吕带四万人埋伏于险要地带，龙结心带一万人埋伏

于柳树林中，令一千骑兵登山，将辱骂论恐热的信绑在箭杆上，向论恐热驻地射去。论恐热

见信大怒，亲率数万大军追击，龙结心佯败退走，并时而显示马已困乏，难以行进的样子。

论恐热以为尚婢婢软弱可欺，紧紧追赶，结果进了尚婢婢设置的“口袋”，龙、莽两支伏兵

突然发起进攻，切断了退路，两面夹击。当时大风刮得正猛，飞沙弥漫，河水猛涨，论恐热

军大败，尸横遍地，河水中又淹死无数，只论恐热一人一骑逃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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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 
【原文】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保存阵地的原形，造成还在原地防守的气势，使友军不怀疑，敌人也不敢

贸然进犯。在敌人迷惑不解时，隐蔽地转移主力。 
【阐释】金蝉脱壳的意思并不是为一走了事，它是分身的法术。是在对敌作战时，为了

抽调精锐的主力去袭击别处敌人的奇谋。 
下面讲的例子，见《史记·韩世家》： 
战国时期，秦国出兵韩国，韩宣惠王十分惊慌，召集众大臣商议。韩相国公仲侈献计道：

“现在盟国不可靠，—如我们与楚国有盟约，但楚国就不一定肯出兵帮助我们攻打秦国。秦

国现在日益强盛，早有攻楚之心，我看不如和秦国讲和，送一个城市和一些兵器给秦国，让

秦国去攻打楚国，把战祸转嫁于楚，我国之急就可迎刃，而解了。”韩宣王认为只好如此，

就请公仲侈立即行动。公仲侈领着韩宣惠王的旨意去跟秦国议和，尚未成行，楚国已得知这

一消息。楚怀王想，秦韩二国如和好，矛头就会指向楚国，于是召游说之士陈轸来商量对策。

陈轸说：“秦想攻打楚，已不是一朝一夕了。现在韩国表示愿意联秦攻楚，这正是秦国梦寐

以求的事。现在我有这样一个计策：请大王告示全国，说楚、韩曾参加合纵之约，联合抗秦，

本是盟国，现在韩国受秦国攻击，楚国自应援救。同时调兵遣将，把军队开到去韩国的大路

上，使人人知道，楚在兴师救韩；同时派一使臣，携带贵重礼物和粮食、牛羊，去慰问韩国

军队，使韩国相信楚国是来帮助它的，使他感激，就不会再与秦国联合攻打我们，即使出兵

也一定踌躇不前，敷衍了事。这样，楚国受到的威胁也就不大了。而秦国则必然仇恨韩国，

秦、韩合兵不成，恐怕还会互相对打呢!”楚怀王听了陈轸的分析连说“妙!妙!”于是告示全
国，扬言救韩。这消息自然会传到秦国去。 
楚的使臣到了韩国，叩见韩宣惠王说：“我们楚国虽不强大，却动用了全国的物力、财

力和兵力来援韩。望贵国不要有什么顾虑去对付秦国，楚国决心冒灭亡之危险，全力以赴，

援助贵国。”韩宣惠王非常高兴，又看到如此多的礼物，相信楚国的诚意。叫公仲侈不要去

秦国议和了。公仲侈见宣王改变了和秦的主张，知道韩国危在旦夕，就对韩宣惠王说：“目

前要攻打我韩国的是秦国，楚国现出兵要救我，显然是虚情假意，不会真的与我抗秦。今大

王轻信楚的谎言，而轻易与已经重兵压境的强秦绝交，天下识时物者必笑大王不明事理。况

楚韩并不是兄弟之国，没有预先商量好共同对付秦国，楚国派使者来游说，是为形势所逼迫，

这一定是个阴谋，我们不要上当。再说，我们已派人告诉秦国要议和，至今又不行动，秦国

一定会感到我们是在欺弄他们。一旦把强大的案国得罪了，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大王后

悔也来不及了；”尽管公仲侈分析得十分入理，韩宣惠王还是，听不进去，终于拒绝了与秦

议和。 
再说秦国本来要向韩都进兵，因韩求和，并表示愿意与秦配合攻打楚国，才暂时收兵，

专等韩使来议和。但等了好几个月，不见韩使来到，却听说韩宣惠王已决定不与秦和谈，而

要联楚抗秦。秦惠文王大怒，挥师向韩国而来。韩宣惠王闻报，一方面派人向楚救援，一方

面亲自调兵点将，准备迎击秦军。他以为有楚国的帮助，是完全有把握战胜强秦的。可是他

上当了，楚国根本不派兵前来与韩联合抗秦。韩宣惠王这时才知道公仲侈有先见之明，后悔

没有听他的话，才铸成大错，落得今天这个“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的境地。于是孤注

一掷，铤而走险，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奋起抗秦。这次秦、韩大战，一直打了三年。

韩国打得很苦，直到韩宣惠王十九年，韩国才不得不向秦求和，与秦订下了城下之盟，并送

太子仓去秦做人质，战争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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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捉贼 
【原文】小敌困之。剥，不利有攸往。 
【按】捉贼而必关门者，非恐其逸也，恐其逸而为他人所得也。且逸者不可复追，恐其

诱也。贼者，奇兵也、游兵也，所以劳我者也。《吴子》曰：“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

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追贼者，贼有
脱逃之机，势必死斗；若断其去路，则成擒矣!故小敌必困之；不能，则放之可也。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对弱小的敌人，要包围起来歼灭。零散小股敌人，虽然势单力薄，但行动

自由，诡诈难防，因而不利于急迫远赶。 
【按语】捉贼之所以必须关闭大门，不仅怕他逃走，而且还怕他逃走后被别人利用。况

且，对于逃走的贼不可再去追赶，是怕中贼 
的诱兵之计。贼性狡猾，善于奇袭，神出鬼没，专门引我疲于奔命! 

《吴子》上说：“现在让一个亡命之徒．隐藏到广阔的原野，尽管是让干百人去追捕他，也

会成为盲目而左顾右盼。这是为什么呢?是怕’他突然跳出来伤害着自己。所以，只要有一
个人不怕死，就足可以使一千人胆怯。”追击盗贼，只要留有盗贼脱逃的机会，他就必然为

了逃出而拼死格斗；如果截断他任何脱逃之路，盗贼就会必然被捉住。所以，对付小股敌人，

必须包围歼灭他!如果办不到，就暂时放走不追。 
【阐释】贼进家盗窃财物，把门关上才能捉住他。在军事上，就是对小股敌人采取围歼

的一种计谋。 
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势力互相火并。建安四年，冀州袁绍包围幽州的公孙瓒。公孙瓒派

儿子到黑山求救；待援兵到后，里应外合，消灭袁绍。时过多闩．袁绍围急，公孙瓒又派人

给求救援兵的儿子送信，请援兵尽快按期到来，并在信上约以举火为策应的暗号。不料，袁

绍的前哨人员获得了公孙瓒的信，袁绍看过信以后，来了个将计就计，按信中所说的时间举

火，公孙瓒以为援兵到了，遂出兵作战。袁绍事先埋伏好伏兵，诱使瓒军进入摆设好的“口

袋”里，进行四面包围进攻。公孙瓒寡不敌众，惨遭失败，退回城里。袁绍军又紧紧围城，

并挖地道，毁坏其城楼并接近公孙瓒的住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突然发起包抄进攻，致使

公孙瓒在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灭。 
公元 880年，黄巢起义军攻下东都洛阳，唐僖宗带着唐王朝的大臣们溜出长安向兴元(今

陕西汉中市东)逃跑，起义军进入长安。黄巢入京后做了大齐皇帝，大享宫廷快乐．完全忘
记了唐僖宗还存在，唐的旧臣势力还存在，没有及时追击僖宗。僖宗逃到成都，召集旧臣商

量反扑。他们训练士卒，调集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又暗中收买黄巢手下的将领与唐朝降将。

唆使他们叛离。这一切，黄巢都未充分重视；大齐金统二年，唐军的军事部署已完成，形成

了对长安义军的包围圈，接着，唐军在凤翔(陕西)一战中大获全胜。唐军一胜，便急欲夺功。
于是尾追逃兵而来。黄巢与诸将分析了唐军的阵容之后，即定下了以退为进，“关门捉贼’

伯勺策略。黄巢突然于五月初六向东退出长安，露宿于坝上。唐军将领率军杀进城去。入城

的官军，看到城内早巳没有一个义军了，就松弛下来，大肆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把个长安

城闹得乌烟瘴气。义军迅速回师，直趋长安城，义军人人争先，奋勇冲杀．而官军士卒，金

银财物满袋，包袱沉重，哪顾得上打仗。义军到处，只杀得唐军尸横遍地。长安城又回到黄

巢义军手中。 
 

擒贼擒王 
【原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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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攻胜则利不胜取。取小遗大，卒之利、将之累、帅之害、功之亏也。全胜而不摧

坚擒王，是纵虎归山也。擒王之法，不可图辨旌旗，而当察其阵中之首动。 
昔张巡与尹子奇战，直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

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剡稿为矢。牛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

之，中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摧毁敌军主力，擒住其首领，就可瓦解其整体力量。好象龙离大海到陆地

作战，濒临绝境一样。 
【按语】战胜敌人就不能不乘机扩张战果。如果满足于小利，而失掉获取大胜的战机，

只顾士兵减少伤亡，但是由于敌军主力仍然完好无损，就会给指挥者造成巨大困难，甚至前

功尽弃。认为取得完全胜利而不消灭敌军主力并俘虏其首领，就象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捕

获敌军首领的方法，不要只辨别旗帜，而应观察在敌营中谁是指挥员。 
唐肃宗时，张巡和尹子奇展开激战，唐军一气攻入敌营帅旗下边。这时敌营大乱，张巡

斩杀敌将五十余名、士兵五千多人。张巡企图用冷箭射死尹子奇；但不认识他，便想了一个

办法，让士兵削尖秸秆当箭射。敌兵中箭都很高兴，以为唐军的箭已用完，急忙向尹子奇报

告。于是张巡乘机辨认尹子奇，立刻命令南霁云放箭，正中其左眼，并几乎将其俘获。尹子

奇吃了败仗，只好收兵退回。 
【阐释】此计语出杜甫《前出塞》诗。诗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这虽是诗人吟咏之语，亦是制胜之要法也，御敌者不可不知。下面讲一个例

子： 
朱元璋的部将徐达领兵征讨张士诚，当大军进驻到京口时，有很多士兵熬不过行军之苦，

想念家乡，打算潜逃回家，一时弄得军心不稳。这时，徐达的几位部将要求出兵击杀逃兵。

徐达则制止部将说：“击杀他们，会引起众叛。”于是徐达派遣一个部将传达命令：“你们实

在很劳苦，然而若擅自逃离，就犯了死罪，再说，现在大将军在营外，你们也擅离不了，凡

是能够悔过的，站在左边去。”于是士兵全部都出来向左边靠去。这时，徐达便找出那个最

先带头说要逃跑的，定以煽惑军心的罪名，脸部刺上黑字。其余的兵士看了之后，无不胆寒．从

此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擒故纵 
【原文】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

需，有孚光。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逼得敌人无路可走，它就会反扑，让它逃跑则可以减削敌人的气势。追击

时，跟踪敌人不要过于逼迫它，以消耗它的体力，瓦解它的斗志，待敌人士气沮丧、溃不成

军，再捕捉它，就可以避免流血。按照《易经·需》卦的原理，待敌人心理上完全失败而信

服我时，就能赢得光明的战争结局。 
【阐释】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计谋。这里讲的“纵”，并不是同敌方完全脱离关乎

的放任自流，而是在紧紧跟随情况下的任敌施展。且看诸葛亮七纵七擒降孟获的故事：三国

时代，蜀建兴三年，正当诸葛亮准备北伐时，西南夷中酋长孟获率领部众侵犯蜀汉边境。诸

葛亮知道南方不平，必然造成北伐的后顾之忧，孟获多次进犯，不降服他，后方就无安宁的

日子。于是亲率大军平定孟获。 
诸葛亮出师西南时，一再嘱咐士卒不可对南方各族妄加杀戮，以收服其心为主。他先派

部下据守隘口，以小股人引诱孟获，待引至山谷中，才一齐杀出。孟获被擒后大嚷：“这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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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战斗?有本事放我回去，我们再战。”诸葛亮真的放了他，这是第一次擒孟获又纵孟获。 
诸葛亮放了孟获，蜀汉诸将都想不通，议论纷纷：“俗话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今孟获已被擒，丞相为何反而放了他?”诸葛亮说：“我们捉到的这孟获号称‘蛮王’，正是
一只猛虎，困兽犹斗，其势不衰，生活于南夷中的这只猛虎尚未降服，怎么能平南夷诸部?
只有把‘蛮王’的心也擒获了，才能除掉后患!” 
孟获回去后果然又聚部众，据守于泸水南岸，以对抗蜀汉军队。孟获在指挥中骄横无比，

动辄处治，将士中大多数人是被诸葛亮放回来的，就趁孟获不防将他捆绑了来投蜀汉。诸葛

亮问他服不服，孟获说：“不服，只有在战场上拼斗才算数。”。于是诸葛亮第二次放他回去。 
孟获回去后派人用慰劳汉军的办法，深入汉军军帐，想趁其不备刺杀其将领。诸葛亮将

计就汁，把“蛮兵”灌醉，又命汉兵扮成“蛮兵”回报孟获，引他入帐。结果孟获第三次被

擒。孟获说这是中计被擒的，不算本事。诸葛亮第三次放了孟获。孟获回到西洱河边，借来

兵马，又向汉营挑战。诸葛亮却派兵占了他的本寨，孟获回救时跌入陷井。诸葛亮问：“你

还有什么好讲的?”孟获说：“又是中计，如放了我，我一定战胜你们。”诸葛亮第四次放了
他。南蛮部众多次为汉军俘虏过，对孟获多次抗拒蜀汉已生厌恶，再次捉住他献给诸葛亮，

由于不是战场上俘虏的，孟获以此借口不降，被第五次放回去。 
孟获带百余人置酒备肉送到汉营，却身藏利刃进帐，又被诸葛亮识破。但孟获说这是我

自己送上门的，战场上方能心服。诸葛亮想了想，还是把他们全放走了，这已是六擒六纵孟

获了。 
孟获自惭，如再不取胜，真没脸见人了。他想到乌戈国有藤甲兵，刀砍不进，就去借得

藤甲兵三万，手持钢叉再战。汉军不知底细，死伤很多，只好收兵。原来藤甲为浸了油的老

藤所造；故刀砍不入。诸葛亮听了哈哈大笑，亲自选好一山谷，派人用石头堵住出口。第二

天，汉军将藤甲兵引入山谷，山谷两边扔下火球来，火球遇滕”甲后立即燃烧，一个个喊爹

叫娘。这边诸葛亮差人传出消息藤甲兵大胜，请他收缴辎重。孟获信以为真，来到山谷即被

擒。这一次诸葛亮有意不见，派小卒告诉孟获说：“丞相不好意思见你，你自己吃了饭回去

吧。”孟获感激诸葛丞相七次不杀的恩典，终于真正心悦诚服了。对诸葛亮说：“你的威风，

真象苍天那么伟大呵!我们南方各族不再反叛了。” 
 

打草惊蛇 
【原文】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 
【按】敌力不露，阴谋深沉，未可轻进。应遍探其锋。兵书云：“军旁有险阻、蒋潢并

生芦苇，山森翳荟，必谨索之，此伏奸之所藏处也。”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情况可疑要察实，精确辨别敌情之后，再投入行动；反复探索敌情，是发

现敌人设下圈套的主要手段。 
【按语】敌方的兵力仍不暴露，行动诡秘意向不明，切不可轻敌向其冒险发动进攻。应

当立刻确实弄清其主力所在与突击目标在何处。 
兵书说：“进军的路上，遇有险要关隘，沼泽水洼并有芦苇以及林深草密的地方，必须

慎重地反复搜索，因为这些都是敌人可能设伏的处所。” 
【阐释】打草惊蛇的意思是：虽然打的是草，却使草里的蛇受惊了。此为对于受困之敌，

通过侦察手段，察明情况，攻击一点，使全局震动，然后将敌人围歼的一种计谋。 
此计出自段成式《酉阳杂俎》亦见于《开元遗事》。《酉阳杂俎》记载：唐朝有个当涂县

的县令王鲁，手下的人贪污受贿，并与他本人有直接牵连。一次百姓来县衙告状，列举各条

罪责，说他的主簿(管文书簿籍的官)贪赃枉法。王鲁看了状子，十分惊恐，生怕自己的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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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径也被人揭露出来，竟不由自主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大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后来

人们就把这句话简化为“打草惊蛇”这个成语。 
打草惊蛇的另一种情况是：敌情已明，而我方为了不暴露我之作战意图，以免惊动敌人，

发生变化，给全歼敌人带来不利。则采取相反的态度，为了不惊动蛇而不打草。举例来说：

1948年年底和 1949年年初进行了平津战役，当时蒋介石的军队虽已成了惊弓之鸟，但仍然
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在给当时野战军的电报中，提出了一概包围的战略。从张

家口起，中间包括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丰台、唐山、开平、天津、直

到塘沽的整片地区。所有城镇一概包围，如同关门打狗一样。这一作战意图的实现，就是先

歼塘沽之敌，从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为了实现这一作战

方案，防止敌人从海上溃逃，毛主席在电报中提出两点措施：一是提出为了完成上述战略布

署，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等围而不打，而对北平、天津、通县则是隔而不围，

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敌人迅速决策从海上狂逃。第二是为了不让蒋介石迅速决策从海上运走

平津诸敌南下，同时进行另一个更大的淮海战役的战场准备，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对于已

被歼灭半数左右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的余部，在两星期内暂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并在电报里强调说，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这种战略，总的说来，就

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影响全歼敌人的目的。 
 

顺手牵羊 
【原文】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对敌方出现的小漏洞，必须及时利用；对极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不

放过敌人的每一个错误，以扩展我军的战果。 
【阐释】顺手牵羊是指利用别人的小疏忽，顺手把羊牵走。这个计，就是乘着空隙的地

方向敌人薄弱处发展，犹如顺手把别人的羊牵来一样，得心应手地夺取胜利的一种计谋。 
此计源出《草庐经略·游兵》：“伺敌之隙，乘间取利。”下面讲的故事，见《资治通鉴·晋

纪二十七》： 
晋朝时期，北方前秦强大起来，想迅速灭亡司马氏政权，统治天下。苻坚率军 90万，

浩浩荡荡向东晋杀来。公元 383年，秦晋两军隔淝水相持，晋军将领谢石认为晋军正士气高
昂，只有速战速决，才可能打败秦军，但淝水所阻，无法进攻，如何是好?部将中谢琰提出：
“秦王苻坚，骄横恣肆，目空一切，今可写信激他出战，要秦军暂退一地，使我军能渡过淝

水，与之决战。”信中还说明，如果他不愿让出一块交战地盘，只能证明他害怕晋军，甘拜

下风了。如他逞强，答应退军三舍，在他大军运动中，我军即可寻找漏隙，发起攻击，以势

夺取胜利。谢石认为这是好计，于是立即修书一封，派人送到秦军营中。信到苻坚手里，拆

开一看，只见写到：“君孤军深入晋地，布阵淝水，这是持久战的做法。若移阵稍向后撤，

使晋兵得渡，两军决一雌雄，如惧晋军之威，不敢决战，不如早降。”苻坚看完信十分气愤，

众将都说：“秦有 90万大军，晋军不过 8万，我们布阵淝水边，既阻止他不能过河，又牵制
他不敢撤走，这是万全之策。”可苻坚不同意，他说：“晋军要求渡河而战，我们就依他所请，

让给一箭之地，待他半渡的时候，我以骑兵冲杀他们于水中，他们还能有活命吗?” 
晋军接到苻坚让晋军过河作战的信后，立即组织人马站立河边，等待渡河。原来秦军虽

然号称百万，实则前锋不过 20万，加上秦军士卒都是强征入伍的，几年来受战争搔扰，生
活颠沛流离，十分厌战，都不愿为氐族的上层统治者卖命。秦王苻坚发出退军命令，正投合

他们的心意．恨不得多长两条腿，跑得快一些。撤退的秦兵拥挤成团，人、马、车互相冲撞，

骂声、喊声、怨声汇成一片。后军见前军涌来，以为前军吃子败仗，此时晋军安插在秦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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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子看到时机已到，便高声喊道：“秦军败了!晋军杀过河来了!快跑呵!”不用喊，人心已
惶惶不安．这一喊声，使秦军更为惊慌，一片混乱。苻坚几次下令停止退却，已不可能。 
这时，晋军乘势抢渡泪巴水。拼命杀过去。骑兵在前，向正在撤退的秦兵发起冲击。秦

军前锋将领苻融在混乱中被杀死。于是军队全线崩溃，纷纷逃跑，谢石带兵乘胜追击。秦兵

听到风声鹤叫，也以为是晋军追来，昼夜不敢停脚，沿途自相践踏而死和冻饿而死的，十有

八九。随之，晋军收复了寿阳，缴获了大批辎重。秦王苻坚以 90万大军南征东晋誓师时，
曾夸下海口：秦军若“投鞭于江”，也：要“阻断其流”，这一下子变成了“风声鹤唳，草木

皆兵”的败军之将。 
秦晋淝水之战后，前秦王朝迅速趋于瓦解。 
 

暗渡陈仓 
【原文】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故意暴露行动，利用敌方在这里固守时，便悄悄地迂回到那里偷袭，这就

能乘虚而入，出奇制胜。 
【阐释】暗渡陈仓指的是军事上的一种迂回策略，语源出自汉高祖(刘邦)用韩信计，偷

渡陈仓定三秦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楚汉相争时，刘邦被楚霸王封于汉中，称汉王。刘邦

当时军事实力远不如项羽，所以只好暂时屈从去汉中。公元前 206年，被刘邦拜为大将的韩
信．想要出兵陈仓．与项羽争锋。 
当时西魏王豹的辖地在黄河、汾水地区，西进可以威胁关中，南厂可以断汉军粮道，造

成与楚军夹击荥阳之势。刘邦认为自己曾待豹不薄，便派谋土：劝说西魏王和自己共同对项

羽出兵，被西魏王驳回，并表示联楚反汉。刘邦大怒，于是拜韩信为左丞相举兵伐魏。汉军

很难进入魏地，因为它的西与南部都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在防守上只要守住几个渡口即可。

魏王豹在回复汉使臣后就将主力部署在黄河东岸的蒲坂．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一带，以阻止

汉军渡河。当韩信率兵由荥阳沿黄河南岸，到达黄河西岸晋关时，望见对岸尽是魏兵，知道

强渡已不可能，于是择地安营，赶办船只，与魏军隔河相峙，并暗中派人探察上流形势。当

韩信探知上流魏兵甚少，守备空虚时，便决定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汁，在正面迷

惑对方，从侧面突然袭击。一面佯装增派兵力，集中船只，摆出要由临晋关强渡黄河的架势，

而暗中却调动大兵，于一天夜晚，用木料和瓦磬制成口小腹大的渡河工具，出其不意地从夏

阳渡过黄河。却说西魏王豹得探卒一日三报，都说韩信在西岸临晋关集中兵力，赶办船只，

自以为部署周密，主力几乎铺满蒲版一带东岸，封锁了河关，汉军不要说渡河，连靠近河边

也有困难。这天黄昏时分，扼守蒲坂一带的魏军，突然听到对岸汉兵陈船呐喊，以为韩信要

率兵强渡，便立即加强防守，准备迎击。魏军哪里料到；韩信这时已在夏阳渡河，奔袭魏军

后方安邑，生擒守将，并向魏都平阳奔走。西魏王豹接到安邑已失的消息后大惊，急忙从黄

河岸边抽军回师。又自率亲兵出都，堵截汉军，途中正遇汉军杀来，于是摆开兵马，与之交

战。这西瑰王豹哪是韩信的对手，刚一交锋，即大败而逃。汉军全力追赶，豹束手就擒。韩

信占领西魏后，又引兵东进，北破赵、代。刘邦则引兵南下，造成夹击之势，终使自己的势

力又强大起来。各路兵马最后围攻项羽于垓下，一时楚歌四起，项羽惨败，逃至乌江边，自

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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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火 
【原文】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顺以动。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当敌方内部矛盾趋于激化、秩序混乱时，我便静待其发生暴乱。敌人反目

为仇，势必自取灭亡。因而，我则静不露机，顺应敌情，临机制变，以待其毙。 
【阐释】此计源出《孙子·军争篇》中的“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我们平常说的“坐

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等都与此计类似。下面讲的战例，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

纪、袁绍传、郭嘉传：三国时，袁尚、袁熙在曹操大军的追击下，率领数千兵马逃往辽东。

当初，辽东太守公孙康因仗着自己的地盘偏远，一向不肯服从曹操，而今有人向曹操建议，

乘胜攻打辽东；既征讨公孙康，又一举擒杀袁氏二兄弟。曹操却抚须而笑，说道：“勿庸再

劳诸将征战，我不日即可得二袁之头。”大家十分疑惑。没过几天，忽报辽东太守公孙康遣

人送来二袁首级。曹操接见来使，使者捧出两个木盒，打开一看，果然是袁尚、袁熙之头。

这时曹操才对诸将说：“公孙康很久以来就怕被袁氏吞并，今二袁往投，必会疑心，当时我

若以兵击之，他们必将合力迎战，反欲速则不达；若缓之，公孙康和袁氏兄弟。必自相图，

到时，不用出兵，辽东即可平定。今公孙康送二袁首级，果如我料。” 
大家听了曹操一番言论，无不称赞曹操料事如神。于是叫来辽东使者，将公孙康杀袁氏

兄弟的经过叙述一番。原来辽东太守公孙康对袁氏早有戒备，而对曹操挟天于今渚侯也不心

服。他听说袁氏兄弟被曹操打败后，正奔辽东，恐曹操追踪而来，就不得不聚集所属商议对

策。当时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说：“我们辽东，袁氏早有觊觎之心，只因对曹操作战而无暇

顾及，现在袁氏已国破家亡，袁尚、袁熙无路投奔，今来投我，其实是鸠夺鹊巢。如今若收

容他，曹操正兴师而来，我们收容袁氏兄弟，无异于引火自焚。今曹兵势众，兵多将广，文

谋武略，人才聚集，我辽东料难敌之，不如在袁氏兄弟入城时杀之，将其首级献给曹操，曹

见袁尚、袁熙已灭，又恐刘表、刘备北袭许昌，动其根基，也许会班师回许昌。不知诸位以

为如何?”当时有人说：“如果曹操穷追而来，我虽杀了袁氏兄弟，然曹已兵临城下，乘势攻
我，那我何以拒曹?倒不如不杀袁氏兄弟，留之助我抗曹。”公孙康这时才说：“这个好办，
可派人打探，如曹兵攻我辽东，我可留袁氏兄弟合力抗曹；如曹不发兵，我则杀了他们献给

曹操。”于是派人打听曹操动向。袁氏兄弟逃至辽东境界，也暗自商议：今我等家失国破，

无栖身之地，而辽东现有数万兵将，丰衣足食，如据而有之，可徐图中原。如今投奔辽东，

我们要相机行事，有机则杀公孙康而占辽东，日后还可有报仇之日。过了几日，袁氏兄弟到

达辽东拜见公孙康，公孙康因探子尚未回报，拿不定主意对二人是留是杀，所以推辞不见。 
数日之后，探作回报：曹兵在易州小事休整，已拔营回许昌。公孙康这才决定会见袁氏

兄弟，并作好了准备。 
当日，公孙康在大堂上埋伏好刀斧手，才约见袁氏兄弟。袁尚、袁熙毫无准备?坦然而

入，公孙康出阶迎入大堂，一挥手，两旁埋伏的刀斧手即：一拥而上，将袁氏兄弟缚得扎扎

实实，置之于地。公孙康立即下令斩首，装上木盒派人送到曹营。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顺利于定了袁氏政权，并收服了辽东郡，专心致力与吴、蜀的抗争。 
 

声东击西 
【原文】敌志乱萃，不虞，坤不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按】西汉，七国反，周亚夫坚壁不战。吴兵奔壁之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吴

王精兵果攻西北，遂不得入。此敌志不乱，能自主也。汉末，朱隽围黄巾于宛。起土山以临

城内，鸣鼓攻其西南，黄巾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兵五千，掩东北，遂乘城虚而入。此敌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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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不虞也。然则声东击西之策，须视敌志乱否为定。乱则胜，不乱将自取败亡。险策也!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敌军指挥混乱，已经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厄境，犹如水位暴涨，随时有

溃决之险，败局已定。必须利用其失去控制的时机。迅速予以消灭。 
【按语】西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汉将周亚夫却固守城中，坚不出战。当

吴军向围城东南角发起进攻时，他便下令加强西北方向的守备。不久，吴王果然派出主力进

攻西北，因其有备，终归失败。这是指挥者坚毅沉着、不为敌方所惑的战例。东汉末年，朱

隽围攻黄巾起义军于宛城。他先在城外筑起小山以便观察敌情，然后擂鼓下令，指挥部队向

宛城西南方向发起佯攻，黄巾军便仓皇拼凑兵力集中于西南防守。于是朱隽亲率五千主力，

出其不意，猛攻东北，攻进城去。这是黄巾主将临战之时方寸已乱，无法应付突然事变的战

例。 
从以上二例看来，运用声东击西计谋?必先观察敌方指挥官的意志而定。当敌方混乱时，

用计便能成功；否则，仅有战败之虞。所以，这的确是一条险策啊! 
【阐释】所谓“声东击西”，即是忽东忽西，声彼击此，欲退以进，欲进以退，巧妙引

诱敌人，造成敌人之错觉，乘机歼灭敌人的一种计谋。 
声东击西，语出西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迫之以刚，示之

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忏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

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分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这段话

的意思是：用兵的法则，对敌人先佯做柔弱钓样子，然后以极大的军力去打击它；将要发展，

佯做收缩；将要向东，佯做向西，总之，首先故意采取与自己意图相反的行为去麻痹敌人，

然后按照真实的意图来行事；先是隐匿自己的意图，使敌人不明情况，然后采取果敢的行动

去打击敌人。这种方法的诡密，来无踪、去无影，如同水一般地不留痕迹。由于我之举动敌

人无法推知，我就可以对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战而胜。 
声东击西这一战策之所以成功，是因它反映了事物矛盾双方必然发生转化的条件与机

制。内部矛盾的状态，决定矛盾双方的转化态势，而矛盾双方各自的状态，又是由矛盾双方

决定的。了解了这一客观规律，就可以按此规律制定出使其矛盾转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

别的，就是声东击西法。 
此计在《孙子·势篇》、《淮南子·兵略训》、《六韬·兵道》、《武备摘要·火攻》、《百战

奇略·声战》、《历代名将事略·俣敌》、《后汉书·朱隽传》、《通典·兵书》等书均有记述。 
 

以逸待劳 
【原文】因敌之势，不以战．损则益柔。 
【按】此即致敌之法也。兵书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兵书论敌，此为论势，则其旨非择地以待敌，而在以简驭繁，

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 
(《三十六计》) 

【译文大意】控制敌人的发展态势，不一定要首先发起进攻，而应实行积极防御．待敌

方精疲力竭声势锐减、攻防双方实力发生逆转时，则我方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 
【按语】这是把敌人诱入圈套而造成其不利态势的方法。《孙子·虚实篇》中说：“先到

战场而待机破敌的，便能从容取胜；但是，后来仓卒应战的，就会陷入苦战。所以凡是善战

的人，能够巧妙地打败敌人，而绝不会被敌方所欺骗。”《孙子》书中论述的是战争中的劳逸

关系，这里探讨的却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艺术。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选择地形、待机破敌，重

点是以寡敌众；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静止对活动，以微动对大动，也就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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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才能支配四周局势的变迁。 
【阐释】以逸待劳的语源出自《孙子·军争篇》。它的语义说的是在敌我双方决战中，

一方依靠有利地形，处于从容休整、丰衣足食的安逸地位。做好一切防御准备，养精蓄锐，

等待疲劳沮丧的另一方敌人，从而转守为攻，战胜敌人。 
在《聊斋志异》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牧童进深山，入狼穴，发现两只小狼崽，他俩

各抱一只分别爬上两棵大树，这两棵树相距数十步。不一会儿，老狼回来了，寻找两个狼崽

子，左右找不到，急得团团打转。这时，一个牧童在树上故意掐小狼的耳朵，弄得小狼崽嗥

叫不断。老狼闻声，抬头发现小崽在树上，于是气急败坏地奔到树底下，乱咬乱抓。此刻，

另一棵树上的牧童也拧起怀中的小狼，弄得这只小狼也连连嗥叫，老狼闻声，又赶往那颗大

树……，就这样，老狼在两棵大树之间的往返奔波中，终于累得气绝而死。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讲了一个王翦使用“以逸待劳”之计，大破楚军，斩杀楚将

项燕的故事： 
战国末期，秦始皇登位后，秦势益强，于公元前 230年灭了韩国，之后又灭了赵国、魏

国。三晋既亡，秦军东袭燕国，不出数月就将燕国踏平；于是又南破楚军，不想却大败于楚

国。 
秦始皇后悔当初没有听老将军王翦关于破楚的计策，为挽回败局，只有请已解甲归田的

王翦出山，于是秦始皇亲自来到王翦的老家频阳地方，对他说：“望将军莫记寡人之过，出

山抗楚”，“将军即使忍心弃我，难道眼见秦国危机，亦袖手不管?”王翦率 60万人军向楚国
开来，楚王得知后集合同中全部兵力抗秦。 
正翦大军到达后，并未急于攻楚，而是开沟、垒寨、筑城，既不进攻，也不挑战，只作

防御准备。楚军一再挑衅，工翦也坚壁不肯出战，指挥军队一面练兵，一面养精蓄锐。楚军

将领天天到秦营挑战，已个把月，秦军总不应战，他们认为秦军确实只是防守而已，于是下

令东撤，准备回军。王翦一看楚军东撤，就乘机下令出击。 
楚军挑战一月有余，搞得人人疲惫不堪、士气消沉。秦军吃饱睡足，精力旺盛，今得令

出击，个个犹如猛虎下山，楚兵哪能抵挡，被杀得溃不成伍，互相践踏死伤者不可胜数。秦

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追击到蕲南，杀死了楚之名将项燕，楚从此一蹶不振。第二年，秦军俘

虏了楚王，完全平定了楚地。 
 

致人而不致于人 
【原文】孙子曰：凡是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

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

之，安能动之。 
(《孙子兵法·中卷·虚实篇》) 

【译文大意】孙子说，凡是先到达战场而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达战场而仓促

去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总是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能够使

敌人自动进入我预定地域的，是以利引诱的结果。能够使敌人不能到达其预定地域的，是制

造困难以害阻止了它的结果。所以，敌人安逸从容休整得好时，要能使它疲劳，敌人粮食给

养充足时，要能使它饥饿，敌人住扎安稳驻足不前时，要能使它出动。 
【阐释】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的莫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用兵作战的人，

要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凋动。躲避危害追求利益，是人之常情，要运用得法，就能使

敌人听我指挥，使它处于不利的状态。造成它在作战中疲劳、饥饿和四处奔波；就能牵着敌

人的鼻子走，造成敌人体力不支。士气低落，丧失战斗力。“致人”的主动地位必须要通过

主观的努力去争取，在开战前就要先敌一步完成战略部署，取得主动权，以逸待劳，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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