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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关于《六韬》的著录，《汉书·艺文

志》“道家”类著录有《太公》237 篇，其

中《谋》81 篇，《言》71 篇，《兵》85 篇。有

学者认为《六韬》中的内容当在《兵》85

篇之内。此后，《六韬》在《隋书·经籍

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宋史·经籍志》中均有著录。

历史上关于《六韬》主要的注解有：

宋代施子美的《六韬讲义》、明代刘寅的

《六韬直解》和清代朱墉的《六韬汇解》

等。当代对《六韬》的研究著作有：孔德

骐的《六韬浅说》、黄朴民的《黄朴民解

读三略·六韬》等；注释本有：郑利群、郑

京的《六韬译注》，徐培根的《太公六韬

今 译 今 注》，唐 书 文 的《六 韬·三 略 译

注》，王震的《六韬集解》，陈曦的《六韬

译注》等。

作者小记

近年来，各部队广泛组织开展强军
故事会。强军故事会成为部队以强军文
化培育战斗精神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方
式。野外驻训期间，强军故事会应如何
有效开展，如何发挥其鼓舞官兵练兵热
情的作用？第 81集团军某旅将形式多
样的强军故事会，讲在班排一线、送到官
兵身边，给人以启示。

——编 者

燕山腹地，群山环绕。一座座班用

帐篷，散布在第 81 集团军某旅驻训场。

“有一次我夜里下哨，看见胡班长睡

梦里还在比划枪械分解结合动作……”

“周末时间，他也不休息，一遍遍练习课

目要领……”某班帐篷外，上等兵冯新蔚

和李保震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向全排讲

述班长胡晨乐通过拼搏努力、参加旅群

众性练兵比武摘得桂冠的事迹。

“荣誉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我们要

向胡班长学习，努力拼搏，多争荣誉。”下

士吴仁钊在随后的讨论中说。

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今年野

外驻训开始后，他们发挥基层官兵主体

作用，在驻训场广泛开展“短、小、平、快”

的强军故事会，把动人故事讲在训练间

隙、讲在班排一线。

“当时脑海里就想着再坚持一下，把

每一项课目做到极致……”去年，老兵高

晓芳参加集团军班长比武取得佳绩。前

不久，在其班里组织的故事会上，她“做

到极致”的拼搏精神让大家很受鼓舞。

“讲故事的人是故事里的人，受教育

者也是教育者。一场简短的故事会，不

仅让官兵走进故事，也浓厚了‘比学赶帮

超’的氛围。”代理指导员徐梓淇说。

一级上士国增经历数次转岗，始终

保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工作热

情，成长为多专多能人才；中士王炳基克

服伤病困扰刻苦训练，在某比武中载誉

而归……一个个官兵“身边的故事”真实

鲜活，“人人都是主角”的鲜明导向激发

大家参与热情。强军故事会的“触角”，

延伸到基层班排，延伸进座座班用帐篷，

不 仅 激 活 了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一 池 春

水”，也有效激发了官兵的训练热情。

“要说连队谁最忙，今儿把郑强讲一

讲，身兼数职他最棒……”这一天，某排

下士赵思航利用训练间隙，表演了一段

生动活泼的“数来宝”，引得战友们连连

称赞。

对此，指导员江进说：“我们在实践

中发现，对年轻战士们而言，故事‘怎么

说’和‘说什么’同样重要。”

和 江 进 一 样 ，指 导 员 夏 一 鸣 也 关

注 到 这 一 点 。 某 次 故 事 会 ，他 专 门 找

到连里两名战士新创作了一个相声节

目 。 节 目 用 诙 谐 幽 默 的 语 言 ，呈 现 两

人 从 入 伍 时 的 互 相 不 服 气 ，到 最 终 互

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故事，让官兵在笑

声中受到教育。

为进一步增强故事会的感染力、吸

引力，该旅还发动官兵开展“兵写兵、兵

说兵”创作活动。目前，官兵已结合驻训

生活和身边典型事迹，陆续创演了朗诵

《平凡的岗位做自己的英雄》、小品《我和

我的班长》、快板《出门即出征 出征必凯

旋》等作品，使故事会内容更加丰富、表

现形式更加多样。

“技能精、保通联，革命战火勇向前，

缴获了电台一部半……”某连故事会伊

始，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表演吸引了官

兵注意。随后，讲述者讲述抗美援朝战

场上，通信尖兵牛保才以身体联通线路

保畅通的感人故事。故事会上，他们还

设计了互动环节，让新兵亲身感受手摇

式磁石电话机的电流刺激。

“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互动式讲

述，将官兵带入故事场景，从而让大家对

当年的战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有更深感

受。”指导员张世聪说。

从“单一呈现”到“多面开花”，强军

故事会也可以不局限在特定空间范围

内。驻训期间，该旅二级军士长刘成华

自主设计的某成果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他所在排组织的故事会，就设在修

理车间。下士杨天赐一边听着刘成华的

讲述，一边体验该成果，对立足自身岗

位、争当修理能手有了更深感悟。

“我们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力求

用不拘一格的讲述方式、丰富多彩的表

现形式，给故事注入‘新动能’，避免官兵

出 现‘ 审 美 疲 劳 ’，让 强 军 故 事 常 讲 常

新。”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说。

夏日的某驻训点，停靠在训练水域

的一排排浮桥，被夕阳染上一层金边。

“如果再面临这样的选择，我还是会

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大家围坐在一

起，听荣立一等功的战士柯东贤，讲述去

年他勇救 4 名落水群众的故事。

故事讲完了，给官兵带来的思想触

动还没有结束。排长肖茂人趁机抛出一

个问题：“如果是你遇到类似情况，你有

多少把握将群众成功救上岸？”一场讨论

随即展开。

肖茂人说，把强军故事会与训练问

题剖析结合起来，是他的“特别设计”，就

是想让战士们在受到教育的同时，对自

身训练水平进行反思……

一场场强军故事会，犹如一次次有

力的思想动员。据了解，在深入挖掘基

层官兵事迹、各班排开讲故事会的基础

上，该旅下一步还将借助交叉互演、观摩

学习等方式，让强军故事会进一步为野

外驻训加油助力。

上图：该旅荣立一等功的战士柯东

贤讲述他勇救落水群众的故事。

吴振华摄

驻训场上的“兵说兵事”
■王军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上一

《六韬》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兵

书。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逻辑

缜密严谨，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军事

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读《六韬》全书，

我们能感受到书中强烈的思辨意识和

全局观。

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

韬》《豹韬》《犬韬》6 卷，共计 60 篇约 2 万

字，对政略、战略、战术、选将用人、军事

训练，乃至武器装备等问题均有较深入

的讨论。从各卷的内容看，《文韬》《武

韬》主要讨论国家政治相关问题，《龙

韬》讨论军事战略、选将用人问题，后 3

卷则主要讲战术战法。

书中，著书者善于超越局部、从更

宏阔的视角思考问题，透过问题表层、

在更深层面探究问题本质。在这种全

局观的指导下，该书无论在分析政治与

军事关系上，或是对军事谋略的思考与

运用中，均提出了超越前人的认识。比

如“公天下”的命题。《六韬》指出，“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

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

天下”，认为统治者无论是取天下还是

守天下，必须以天下大利为本，争取民

众的支持。通俗地讲，就是“得民心者

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该书还认

为军事行动只有得到民众支持后，其对

达成政治目标的作用才是正向的，否则

必会产生负面影响。《六韬》将军事与战

争看作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非

全部。这种全局观和大战略思维，是超

越当时时代的。

尤其是在对“重谋”的探讨上，《六

韬》的全局观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司

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

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对

《六韬》中重谋权变的特征及影响作了

准确概括。

《六韬》在战略指导方面与《孙子兵

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战

略思想相一致，并在具体措施和手段上

有所建树。它将“权谋”视为军事斗争的

重要前置环节，充分肯定其价值，强调通

过政治、外交等非直接对抗手段尽量削

弱敌人的力量，最后实现“全胜不斗，大

兵无创”的全胜局面。书中认为，推荐贤

人、选拔将帅、训练兵员等，归根结底是

为了统军作战。而作战，又贵在懂得制

胜的道理。何为制胜之道？《六韬》根据

伐谋、伐兵并重的原则，对此有极具生动

性和创造性的解读。

书中《武韬》卷中的《文伐》篇，就

是《六 韬》重 谋 思 维 的 集 中 展 现 。“ 文

伐”，顾名思义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

交兵接刃而伐之也”，即不用军事手段

而采用政治、外交手段打击敌人。《文

伐》列举了 12 种从内部打击敌人的谋

略，属于政治、外交斗争的范畴，目的

在于分化、瓦解和削弱敌人，为最终用

军事手段消灭敌人创造条件。《六韬》

还把“文伐”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把

谋略内容作为武力讨伐的前提和有机

组 成 部 分 。 书 中 直 言 不 讳 ：“ 十 二 节

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

征已见，乃伐之”。就是说，只有把可

以使用的谋略全部用上，武力的讨伐

才 可 以 奏 效 ；如 果 单 靠 武 力 ，或 单 靠

“文伐”，则难以济事；当“文伐”不能完

全达成政治目的时，就必须使用军事

手段解决问题，反对把全胜与用战争

手段解决问题绝对对立起来。

不论战略的深远筹划，还是权谋的

灵活运用，其重要基础就是情报信息的

获取。“文伐”十二法也只有建立在准确

的 情 报 基 础 上 才 可 能 实 施 并 获 得 成

功。因此，《六韬》对“知彼知己”极为重

视，有不少全局观视野下的真知灼见。

《六韬》强调对敌情作全面掌握和

深入分析，是确保战略方向正确的重

要基础，指出“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

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

灾，乃可以谋”。在这种关乎全局的战

略情报搜集中，《六韬》注重从正反两

个方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必见其阳，

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

其 内 ，乃 知 其 意 。 必 见 其 疏 ，又 见 其

亲，乃知其情。”同时，该书还认为，要

注 重 在 战 争 中 对 己 方 情 报 信 息 的 保

护 ，通 过“ 示 形 ”来 隐 蔽 己 情 、制 造 假

象 、迷 惑 敌 人 ，引 导 敌 方 作 出 错 误 判

断 ，从 而 隐 蔽 我 方 的 真 实 战 略 意 图 。

书中《兵道》篇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外

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

一 合 一 离 ，一 聚 一 散 。 阴 其 谋 ，密 其

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

不知我所备”，最终达到“示其形，隐其

情”的效果。

当前，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国际局

势变乱交织，中国应对外部势力所带来

风险挑战的压力更大。在这样的现实

格局中，《六韬》所展现的全局观思维与

灵活权变思想，无疑更具现实意义与镜

鉴价值。

《
六
韬
》
的
全
局
观
思
维

■
李
元
鹏

李元鹏，工作于军事科学院战争

研究院，主要从事近代军事史和军事

思想史研究，出版有《中国兵学通史·近

代卷》《广名将传（译注）》等著作。

以下原文选自《六韬》的《文韬》卷

《兵道》篇，对用兵之道有较充分阐述。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何如？”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1]。

一 者 能 独 往 独 来 [2]。 黄 帝 曰 ：‘ 一

者 ，阶 于 道 [3]，几 [4] 于 神 ’。 用 之 在

于 机 ，显 之 在 于 势 ，成 之 在 于 君 。 故

圣 王 号 兵 为 凶 器 [5]，不 得 已 而 用 之 。

今商王[6]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

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

乐 ，在 于 虑 殃 。 今 王 已 虑 其 源 ，岂 忧

其流乎。”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

不可往，各设固备[7]，未敢先发。我欲

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8]，示饥而实

饱，内精而外钝[9]。一合一离，一聚一

散。阴其谋，密其机[10]，高其垒，伏其

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

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

奈何？”

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

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注释：[1]一：指事权专一。 [2]独往

独来：指用兵艺术高超，有行动自由。

[3]阶于道：进入上乘境界。阶，上达，到

达。 [4]几：接近。 [5]凶器：古人认为战

争是不祥之物。《老子》中说“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 [6]商王：即商纣

王。 [7]固备：坚固的守备工事。 [8]整：

严整有序。 [9]钝：看起来迟缓笨拙。

[10]机：意图。

说到兵书《六韬》，可能很多人并不

熟悉，但提起跟它相关的一个人物——

姜太公，那可能就耳熟能详了。《六韬》

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后世多将

其视为姜太公军事思想的智慧结晶。

姜太公，生于商周更替的时代，姓姜

氏吕，名尚字望。民众俗称其为“姜子

牙”。在民间传说中，他是渭水边垂钓等

候明主的隐士；历史上，他是辅佐周文

王、周武王剪灭商朝，开创齐国的杰出政

治家；在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他则是

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下管理封神的人中

仙。到了唐代，他更是被官方封为“武成

王”，设立武庙加以祭祀，形成了与祭祀

孔子的文庙并举的文、武祭祀系统。作

为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姜太公本人

有着辉煌的一生；而后世官方的褒扬与

民间的演绎，更使他的形象染上了浓厚

的传奇色彩。正应了苏轼所说：“夫生而

为上公，没而为神人，非公其谁当之！”

自宋代疑古思潮肇始以来，特别是

明清时期，有学者将《六韬》视为伪作。

考古资料在学术纷争中往往扮演着“仲

裁官”的角色。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

山汉简出土了《六韬》残简；1973 年，河

北 定 县 八 角 廊 汉 墓 出 土 了《太 公》残

简。这些相继出土的竹简，表明该书在

西汉之前就已广泛流传。根据学界的

研究，较为严谨的看法是，该书作者已

不可确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

程；从历代著录和书中内容推断，该书

成书时间当在战国晚期。

《六韬》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

称，思想内容丰富，对儒、道、法等各家

思想均有所涉及，吸收借鉴了先秦兵家

及诸子论兵的精华，反映了战国时期思

想兼收并蓄的时代特色。其体系之完

整、内容之富赡、论述之缜密，在古代兵

书中并不多见。《六韬》提出了很多对后

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理念。在军事指导

思想方面，提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的全胜思想，文武并举、出其不意、灵活

用兵、速战速决的用兵原则等。在战术

方面，提出“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

骑贵知别径奇道”，论述了丛林、山地、

渡水以及特殊地形作战的战术原则。

治军方面，提出“勇、智、仁、信、忠”选将

用人的标准，以及“杀贵大，赏贵小”的

赏罚原则，并在指挥上提出“凡兵之道，

莫过乎一”。总体而言，《六韬》的军事

思想涵盖了先秦军事领域的诸多方面，

标志着我国先秦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

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

“武经七书”之一，确立了其在古代兵学

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历史上对《六

韬》进行注释、集释、汇解的著述众多，

自唐以后约有近百种，敦煌写卷中还有

唐人手抄本《六韬》残卷，足见其流传之

广，影响之大。该书在中外兵学文化交

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六韬》在东亚文

化圈内流传较早。日本战国时代，还将

《六 韬》《三 略》作 为 主 要 的 军 事 教 科

书。从 1600 年到 1976 年，近 400 年的时

间里，日本出版传世的《六韬》译注本有

40 多种。1772 年，法国神父约瑟夫·埃

米尔曾将其译为法文出版，这是目前所

知《六韬》传入欧洲的最早记录。《六韬》

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

种文字，充分反映了该书超越时空、跨

越地域的军事学术价值。

兵书《六韬》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

中国先秦兵学的集大成者
■付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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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初露，微风徐来，新疆军区某部

“铁心向党忠诚戍边”主题文艺演出日前

在雪域高原精彩呈现。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

红了她……”雄壮的大合唱《英雄赞歌》

拉开演出帷幕。舞台屏幕上，一面鲜红

的战旗高高飘扬在硝烟弥漫的阵地，声

画交织，动人心魄。

边关是英雄战斗的热土，英雄赞歌

永远激荡人心。“穿过峡谷，蹚过冰河，我

在长长的边境线上巡逻……”随后，《请

放心吧！祖国》的悠扬旋律响起。官兵

用真挚歌声抒发对祖国的爱，表达戍边

卫士的炽热心声。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小白

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演出现

场，官兵唱响了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

边防题材歌曲。这些歌曲是边防官兵战

斗精神的生动写照，其中饱含的爱国主

义情怀、大无畏英雄气概，拨动着官兵心

弦，引发官兵共鸣。

该部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整场演

出突出边防特色，由该部官兵自编自演，

不仅唱响经典歌曲，还从现实生活中选

取创作素材，以原创节目展现官兵奋斗

姿态，让大家更加坚定扎根高原、守防戍

边的理想信念。演出中，改编版歌伴舞

《万里长城永不倒》，融入军体格斗、中华

传统武术等元素，充盈阳刚之美，唱出官

兵戍边卫国的壮志豪情。音乐快板《天

山雄师勇向前》，生动展现官兵忠诚戍守

喀喇昆仑，不畏艰苦、敢打敢拼的青春风

采，赢得阵阵掌声。

“ 走 边 防 ，走 边 防 ，走 到 界 碑 照 张

相……”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官兵共

同 唱 响 抒 发 边 防 官 兵 情 感 的《走 边

防》，演出落下帷幕。

下图：官兵演出音乐快板《天山雄师

勇向前》。

作者提供

以歌声表达戍边心声
■本报特约记者 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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