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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作为“兵权谋”的代表作，是一座智慧殿

堂和谋略宝库。当我们走进这座殿堂，寻求制胜方略时，应

当把将德修炼作为研兵学谋的根基。

●《孙子兵法》在“计篇”中指出：“将者，智、信、仁、勇、

严也”。这五个字，是为将者的五条标准，也被称为将之五

德。

核
心
提
示

（一）

智 是 谋 之 源 ，谋 是 智 之 用 。 我 们

常说，足智多谋。孙子说的智，不同于

今 天 说 的 智 商 。 智 商 很 高 的 人 ，若 没

有 成 熟 的 修 炼 ，常 常 变 成 一 种 小 聪

明 。 作 为 军 事 将 领 的 智 ，应 当 有 以 下

突出表现：

首先是预见力。历史上那些能征

善 战 的 军 事 家 ，都 具 有 超 人 的 预 见

力 。 预 见 力 又 分 战 略 预 见 和 战 术 预

见 。 战 略 预 见 是 关 于 全 局 性 、长 远 性

的预见 ，“预见存亡祸福之原 ，早知盛

衰 废 兴 之 始 ，防 事 之 未 萌 ，避 难 于 无

形 ”。 战 术 预 见 则 主 要 是 对 具 体 事 件

发展前景的预见，“见事而知得失成败

之 分 ，而 究 其 所 终 极 ，故 无 败 业 废

功 ”。军事作战中 ，指敌情判断 ，知彼

知己，料敌设谋。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党 的 七 大 报 告 中

说 ：“坐在指挥台上 ，如果什么也看不

见 ，就 不 能 叫 领 导 。 坐 在 指 挥 台 上 ，

只 看 见 地 平 线 上 已 经 出 现 的 大 量 的

普 遍 的 东 西 ，那 是 平 平 常 常 的 ，也 不

能 算 领 导 。 只 有 当 着 还 没 有 出 现 大

量 的 明 显 的 东 西 的 时 候 ，当 桅 杆 顶 刚

刚 露 出 的 时 候 ，就 能 看 出 这 是 要 发 展

成 为 大 量 的 普 遍 的 东 西 ，并 能 掌 握 住

它 ，这 才 叫 领 导 。”领 导 就 是 引 导 ，引

导 必 须 有 先 见 之 明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领 导 中 国 革 命 和 建 设 中 ，每 一 项 重 大

决 策 ，都 是 以 超 越 常 人 的 预 见 力 ，在

最 困 难 时 看 到 希 望 ，在 黑 暗 中 看 到 曙

光 ，在 迷 茫 中 看 清 道 路 ，在 胜 利 中 看

到新的挑战。

其次是决断力。决断力和预见力

相关联，分为战略决断与战术决断。战

略上的决断，重在审时度势，对时代、历

史、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正确的认识，

关键时刻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战

术性的决断，是正确地选定战役战术行

动计划。毛泽东同志说过，指挥员的正

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

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

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

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第三是创新力。与预见力、决断力

相 关 联 ，智 的 又 一 个 重 要 内 涵 是 创 造

力，或者说创新力。善于创新的人，首

先是观念的不断创新。新的观念产生

新的想法、新的思路。而陈旧的观念则

是禁锢人们创造力的枷锁、阻碍新思想

的最大障碍。

提高创新能力固然需要知识，但知

识不等于能力。只有在艰苦奋斗的实

践中，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新力。军事

指挥员尤其要重视在实践中磨炼。历

史上不乏赵括之类的人物，饱读兵书，

却打败仗；也有如汉代霍去病这类的天

才将领，没读过兵书，用兵打仗“每每和

孙吴暗合”。当然，这不是否定读书的

重要，而是反复论证一条真理：“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书是学

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

习”。使用的过程，也就是修炼提升的

过程。

第四是运用资源的能力。对军事

指 挥 员 来 说 ，是 力 量 运 用 的 能 力 。 力

量 与 力 量 的 运 用 不 同 ，所 以 战 争 史 上

出 现 了 许 多 以 弱 胜 强 、以 少 胜 多 的 战

例。运用资源的能力 ，“形而上 ”的叫

艺术，“形而下”的叫方法；高超的艺术

是 伟 大 天 才 的 思 维 闪 光 ，科 学 的 方 法

要 靠 学 习 去 把 握 ；艺 术 是 通 过 实 践 去

领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方法是

在运用中不断提升。艺术与方法常常

是融合的，表现为战略战术的筹划、战

略策略的设计、战略路线图的描绘、战

术计谋的构想，等等。

第五是识人用人的能力。识人用

人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可以说是指挥

员经常困惑的一件事。诸葛亮足智多

谋，结合自己的实践，写出《将苑》一书，

主要论述将性、将道、知人善任等。但

他还是错用了马谡，造成街亭之败。其

实，马谡也是个人才。诸葛亮南征时，

他提出“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

上 ，兵战为下 ”的见解 ，还是很有见地

的。只不过，马谡缺少实践历练，作高

参可以，担任一线主将，其指挥实际作

战能力弱的缺点就被彻底放大，最终导

致蜀军全线被动。总括起来讲，诸葛亮

对马谡是用错了岗位。

知 人 者 智 ，自 知 者 明 。 清 末 湘 军

将 领 曾 国 藩 在 功 成 名 就 时 ，要 求 他 的

将军们读乾隆时期重臣孙嘉淦的一篇

议奏——《三习一弊疏》。旨在提醒手

下将领越是在战场上打得顺风顺水的

时候，越要戒骄戒躁，越要善于听取不

同 意 见 。 否 则 ，就 很 容 易 丧 失 识 人 用

人、量才录用的能力。

（二）

为将的信誉、诚心，可直接转化为

军队的战斗力。“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

下”。将军带兵，守信用才能得到部下

的信任，而信任就是带领团队走向光明

的 火 炬 。 战 国 时 期 ，商 鞅 主 导 秦 国 改

革，首先“徙木立信”，顺利拓开改革之

路，是个范例。

孙 子 讲 的 将 德 ，是 战 略“ 五 要 素 ”

（即道、天、地、将、法）之一，将德中的

“信”，自然与“道”相联系，包含了信念

这个信誉的灵魂。

习主席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军事文化，多次强调“为将之道，

当先治心”。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是革命军人的灵魂，是克敌制胜、拒腐

防变的决定性因素。从人民军队成长

历程看，我军的将帅始终有着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有着不变的理想和信念，

带领的是人民军队，打的是人民战争，

所以能创造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有信念就必然有自信，有自信方有

意志力。面对重重战争阻力，为将者有

自信，部队就能看到希望之光，就有必

胜的勇气，就能形成“激流漂石”之势。

俗话说，胜兵如秋风，兵败如山倒。前

者是充满自信心军队的表现，后者是完

全失去自信心军队的状态。

（三）

仁 ，本 来 是 儒 家 思 想 的 核 心 。 中

国 古 代 兵 家 价 值 观 为 儒 道 合 一 ，把 仁

作 为 将 德 修 炼 ，主 要 强 调 爱 兵 亲 民 。

《孙 子 兵 法》讲 ：“ 视 卒 如 婴 儿 ，故 可

与 之 赴 深 溪 ；视 卒 如 爱 子 ，故 可 与 之

俱 死 。”

作 为 指 挥 员 的 仁 ，还 表 现 为 礼 贤

下士、尊重人才。有个典故叫“周公吐

哺 ”，说的是周武王死后 ，年幼的成王

继 位 ，周 公 肩 负 起 辅 佐 成 王 的 责 任 。

周公非常礼遇有才能的人。有时他正

在吃饭，门人报告有贤士来访，周公立

即 将 口 中 的 食 物 吐 出 ，迅 速 出 来 接 见

来 宾 。 如 此 一 来 ，有 才 能 的 人 都 聚 集

到 他 的 身 边 ，服 务 于 周 王 朝 。 所 以 ，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对“仁”的

最好注释。

（四）

一般情况下讲勇，多指两军阵前，

奋不顾身、奋勇杀敌的英雄豪气。为将

者，平时不贪财，战时不惜命，军必兴。

将德修炼中的勇，更重要的还在决

定军队、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表现出

的沉着稳定、无私无畏、从容应对的胆

略和风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

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

以待敌”。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

沙。”诗词是唐代李白对一位军事将领

的赞誉。这位将领就是在淝水之战中

指挥东晋军队、打败前秦百万大军的谢

安。他在大敌当前、国家处于危急的时

刻，镇定自若，从容应对，慎独静思，运

筹破敌良策，终于以少胜多，扶大厦之

将倾。

（五）

这 里 讲 的 严 ，是 严 军 纪 。 军 纪 严

明，才有执行力、战斗力。严的前提是

明，军纪不能光讲抽象的道理，而要有

简洁明了的可执行条文。我军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典范。华为对员

工提出“以制度管人，以流程管事”，其

中要求做到“五个必须”：对要做的每个

项目，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目标

必须有计划，有计划必须有方案，有方

案必须有检查，有检查必须有结果。这

样，不流于一般口号，每件事都能落到

实处。

在 各 种 制 度 、纪 律 中 ，与 人 关 系

最 密 切 、最 经 常 、最 直 接 影 响 战 斗 力

的 是 赏 罚 制 度 。 对 此 ，古 代 军 事 家 提

出 了 四 条 原 则 ：赏 不 逾 时 ，罚 不 迁

列 ，赏 不 避 小 ，罚 不 避 大 。 军 事 史 上

有 很 多 严 明 军 纪 的 故 事 ，如 孙 武 吴 宫

演 阵 斩 王 姬 ，田 穰 苴 辕 门 立 表 斩 庄

贾 ，周 亚 夫 细 柳 行 军 令 等 ，都 传 为 千

古 佳 话 。

（六）

孙 子 讲 的 为 将 者 五 德 ，是 一 个 整

体，是相辅相成的综合思想品格。智者

不迷，信可领众，仁能聚力，勇者果敢，

严必立威。有兵家评说：“非智不可以

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

不 可 以 附 众 抚 士 ，非 勇 不 可 以 决 谋 合

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

将之体也。”又有一评说：“专任智则贼，

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

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

可为将帅。”总之，将德修炼，在于五德

合成，全面发展。

《孙 子 兵 法》产 生 的 时 代 ，是 中 国

古代复杂系统哲学形成的时代。孙子

运用太极阴阳哲学观，研究战争、研究

将 帅 品 格 修 炼 ，非 常 强 调“ 度 ”的 把

握。于是，一方面强调将之五德，一方

面又讲到将之“五危”。“故将有五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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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

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实，

将 之 五 危 ，正 是 将 德 修 炼 错 位 的 表

现。比如，足智多谋是将德之首，但智

用太过就可能狐疑不决。《六韬》中说，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

狐疑。”

“ 天 之 道 ，利 而 不 害 ；圣 人 之 道 ，

为 而 不 争 ”，这 是《道 德 经》最 后 的 结

语 。 孙 子 论 述 将 德 修 炼 ，在 吸 收 道 家

的 价 值 取 向 中 ，蕴 含 着 以 出 世 之 心

态 ，做入世之功业 ，大智不彰 ，大功不

扬 。“ 故 进 不 求 名 ，退 不 避 罪 ，唯 人 是

保 ”，使 将 德 修 炼 升 华 为“ 内 圣 外 王 ”

的境界。

新 征 程 上 新 使 命 新 担 当 ，要 求 我

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

化 中 的 优 秀 因 子 ，赋 予 将 德 修 炼 以 时

代 新 内 涵 ，不 断 为 打 赢 未 来 战 争 造 就

可堪大用之才。

将德修炼是研兵学谋的根基
■李炳彦

一支部队能否形成强大战斗力，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看能否上下一心、同心

协力。而想要达到勠力同心，官兵一致、

官兵平等是重要前提。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的

需求自下而上分为五级：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价

值实现需求。如果说生理和安全是初

级需求，那么社交与尊重就是中级需

求，而自我价值实现则是最高等级的需

求。官兵一致，表面上是身份地位上的

相对平等，其实是身份被认同和找到归

属感的一种体现。

解放战争中，我军在接收“解放战

士”后，通常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诉苦

大会”。战士们倾诉起入伍前被地主恶

霸欺压的苦难生活，动情处往往会放声

恸哭，其他人也会产生强烈共鸣、纷纷

落泪。此时，不光“解放战士”，所有官

兵都会在情感共鸣之时，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融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在这个

集体中，所有人身份平等、目标一致，都

能够找到强烈的归属感。如此，在社交

需求和尊重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官兵

就能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追求自我价

值的实现——为了信仰而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兵一致意义重

大。它不仅是官兵从物质需求上升到

精神需求的关键环节，还是一支部队能

否 将 战 斗 力 真 正 发 挥 出 来 的 基 本 前

提。事实上，官兵一致作为我军政治工

作三大原则之一，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

统。在三湾改编中，我军就提出“军官

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官兵同灶吃

饭”。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下，地位差别

和身份差异被消除，显然有助于增强部

队的凝聚力乃至战斗力。“解放战士”之

所以那么快变了个人，就是因为我党将

官兵一致、官兵平等落到了实处，使大

家获得了归属感、认同感，在互相尊重、

同甘共苦中结为亲密战友。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践行官

兵一致原则也应该与时俱进。新时代

青年官兵更加重视民主意识、权利意

识，对官兵一致看得更重、要求更高。

干部骨干应紧跟时代步伐，改进带兵

的方式方法。一是依法带兵，带头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杜绝以言代法、以权

压 法 、搞 土 政 策 ；二 是 摒 弃“ 官 位 ”意

识、“等级”观念，主动带头、率先垂范，

平 时 敢 说“ 看 我 的 ”，战 时 喊 出“ 跟 我

上”，用实际行动增强官兵之间的互信

互爱；三是以情带兵，防止谈心交心变

成例行公事，切实把解决官兵“急难愁

盼”问题放在心上，落在行动上。

践
行
好
官
兵
一
致
原
则

■
杨
珍
妮

挑灯看剑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武器装

备迭代更新，作战力量不断重塑，作战

样式持续演进，未来战场将进一步呈

现全域一体、跨域联动、体系联合的特

点，急需构建以军事理论牵引智能化

为先导、以组织形态适应智能化为保

证、以武器装备全面智能化为基础的

完整体系。

深化智能化时代军事理论的研究

探索。越是智能化大变革时代，越需

要强有力的军事理论支撑，以实现从

“兵种运用”到“体系构建”的转型、从

“经验总结”到“概念设计”的转变、从

“ 跟 进 强 敌 ”到“ 颠 覆 超 越 ”的 推 进 。

为此，一是要突出理念的前瞻性。在

理 念 创 新 、概 念 开 发 、系 统 设 计 等 方

面 具 有 超 前 预 判 和 开 放 构 思 的 逻 辑

驱 动 力 ，突 出 强 烈 的 危 机 意 识 ，研 判

智能化时代军事威胁总体态势，牢牢

把握智能化时代战争的特点规律，树

立体系思维、数据思维、算法思维，催

生智能化时代作战体系运用新概念、

制 胜 新 机 理 。 二 是 要 强 化 理 论 的 系

统性。对作战体系基础理论、应用理

论 、技 术 理 论 、训 练 理 论 、管 理 理 论 、

保 障 理 论 等 进 行 系 统 规 划 ，将 建 设 、

运 用 、训 练 理 论 进 行 整 合 ，将 基 础 理

论和应用理论进行结合，将传统理论

精华和创新理论运用进行融合，构建

体系完整、内容系统、突出实战、智能

引 领 的 作 战 理 论 体 系 。 三 是 要 探 索

方 法 的 先 进 性 。 注 重 大 数 据 、云 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作战理论

验证中的运用与实践，创新手段与方

法，提升智能化时代军事理论研究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

激发智能化时代组织形态的强大

活 力 。 组 织 形 态 是 军 队 高 效 运 转 的

有 力 保 证 ，智 能 化 战 争 更 加 复 杂 、节

奏更快，尤其需要高效运行的组织形

态。为此，一是要强化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的嵌入力。将多元作战力量、多

种 作 战 行 动 、多 维 战 场 空 间 综 合 集

成，形成智能化、网络化指挥结构，建

立 层 次 简 明 、上 下 贯 通 、横 向 灵 活 的

作 战 体 系 ，具 备 智 能“嵌 入 ”功 能 ，可

根 据 作 战 需 要 实 现 智 能 化 一 体 运

作 。 二 是 突 出 联 合 作 战 力 量 体 系 的

铰 链 性 。 形 成 打 破 军 种 界 限 的 联 合

作 战 力 量 体 系 ，以 战 斗 力 要 素 为 牵

引，将分属于各军兵种的各种作战力

量进行智能化综合集成，形成功能完

整、结构优化的联合作战要素主体，构

建多功能、多级别、智能化作战体系，

实现多域的融合、力量的联合，满足战

略、战役、战术级联合作战需求。三是

深化联合作战运行机制的匹配度。建

立适应联合作战体制的联合作战行动

组织指挥机制、作战筹划机制、协调控

制 机 制 、信 息 交 互 机 制 、信 息 查 证 机

制，推动传统粗放式作战向靠作战规

则推动、作战程序规范、作战流程管控

的精准式作战转变，并建立与联合作

战筹划、联合作战行动相适应的智能

化作战体系配套运行机制。

理清智能化时代装备发展的超越

路径。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

因素。智能化时代，应着眼智能化战

争特点、智能化作战环境等，加快新的

颠覆性武器装备的研发。一是聚焦联

合作战能力。运用工程化理念设计、

实施作战实验，得出联合作战不同作

战规模情况下的作战能力需求清单，

通过联合作战能力需求研究牵引智能

化时代体系装备的发展，以建强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武器装备体系

为落脚点，以生成对应的全域作战能

力为关键指标，确保装备智能化建设

契合智能化作战需要，有效应对智能

化时代的各类威胁挑战。二是适应新

型战争形态。针对战争形态的快速演

变，装备技术的快速迭代，围绕装备的

火力、机动力、信息力、耦合力等需求，

研发新机理新体制装备。在突出装备

单装功能的同时，突出装备智能化、自

组织、高集成，使得武器装备作战效能

倍增，形成以新机理新体制装备为主

体的智能化时代武器装备体系。三是

瞄准未来作战需求。紧盯未来作战对

手、作战环境等，运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先

进技术，构建大情报数据库、智能化云

平台、有人/无人混合编组，分区分阶

段、有序有重点地推进武器装备建设

发展。

管窥智能化时代军事体系建设
■唐 翥 彭思勇

前沿探索

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新一

代高科技装备快步登上历史舞台，正

加速推动战争形态演变、作战方式升

级和作战手段更新。战争实践中，高

科技装备经常会因机制特殊、形式新

奇而带来不俗战果，容易让人对其性

能和作用过高估计。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真正掌握高科技装备的原理，认清

其优缺点、强弱点，切不可过度依赖高

科技装备。

避免因过度依赖产生误判。军事

科技充满对抗，是在对抗中螺旋发展

上升的。“矛”的锐利必然加速“盾”的

坚实，本质上没有任何技术是无懈可

击、不能被超越的。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志愿军将士克服大口径火炮易被

美军空中侦察的弱点，以汽油桶制作

的土制“飞雷炮”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一度被美军误认为是大口径火炮。这

启示我们，对高科技装备的正确态度

应当是相信不迷信，对原理钻研学习

力求入木三分，力避一知半解。未来

战场上，一方面，应充分发挥高科技装

备的作战效能，最大限度彰显其威力；

另一方面，应防止过度依赖高科技装

备，通过“科技+人工”“数据+依据”相

结合的方式，弥补高科技装备的缺陷

和不足，防止对战场态势产生误判。

避免因过度依赖滋长骄气。正如

恩格斯所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

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

们。在人类战争史上，装备精良的军

队未必都是常胜之师，技术先进的一

方也未必是战争的最终胜利者。如果

一支军队过于依赖先进的技术、精良

的装备，而忽视体格锻炼以及战斗精

神、顽强作风的锤炼，易滋生“骄”“娇”

二气，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下失去进取

心、丧失战斗力。抗美援朝战争中，被

我军俘虏的一名美军连长曾说，“美军

的部队对武器装备特别重视，甚至是

过于重视，可是在战略战术和官兵的

精神力方面却严重忽视了，这也许就

是我们经常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的

原因”。未来战场上，在拥有可与强敌

相抗衡的高科技装备的条件下，也不

可忽视精神利剑的砥砺，要像重视武

器装备升级换代一样，强化官兵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塑敢于

压倒一切敌人的必胜信念，使得武器

装备与精神利剑同放异彩。

避免因过度依赖陷于被动。俗

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高科技

装备尽管有其先进、高明的地方，但

同样有操作复杂、适应性差，对技术

保障依赖度高等缺点。有报道显示，

美国“阿帕奇”直升机每飞行 1.5~2.4

小时就得检修一次；法国“美洲豹”运

输直升机每飞行 1 小时，就需一名技

师 保 养 20 小 时 。 备 豫 不 虞 ，为 国 常

道。实践中，我们既要避免陷入“把

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

饭家伙还没拿到手”的窘境，也要确保

战时精密的电子设备发生故障时，能

够靠过硬的战技术水平化险为夷。因

此，平时训练时既要学“电脑”也要练

“人脑”，把纸上筹谋、能写会画的功夫

练到位；既要强化“立体化”投送能力，

也不能忽视磨炼“铁脚板”，努力提升

全天候全疆域作战能力；既要学好用

好夜视仪、无人机，也要确保离了高

新 装 备 射 击 准 头 不 失 、侦 察 精 度 不

降，时刻保持战斗力。

切
莫
过
度
依
赖
高
科
技
装
备

■
郝
东
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