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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生 * 

摘要 

《老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著作，自古以來，倍受推崇，被尊為道家重要經典。

然老子生活於春秋末年諸侯爭霸的戰亂時代，看盡當時諸侯互相攻伐兼併，社會動亂，

民不聊生的現象。所以，在這種慘酷的戰爭環境與紛亂的政治氛圍之下，影響其著《老

子》一書；老子所著《老子》雖寥寥五千言，却涵蓋無比豐富之哲理，它對中國古代學

術思想做出了多方面的傑出貢獻，這其中不乏寓意深刻的軍事思想。以論兵而言，本書

雖非兵學著作，但卻蘊涵深刻的軍事哲學智慧。今就《老子》一書中論及戰爭的篇章為

主要對象，以探究《老子》的戰爭論，並據而分析與歸納老子的軍事思想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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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道家崇尚自然的生活，主張「虛靜、無為、無事、柔弱、不爭」的人格修養與超脫

世俗觀念的態度，但這些對於老子生活的時代，顯然與充滿侵伐氣息的氛圍相違悖，因

此《老子》的大部分思想，在盛行窮兵黷武的春秋戰國時代，可就不太容易大行其道了，

惟就「戰爭」方面的軍事思想，多為一般兵家或認同老子的統治者所吸收。老子生長在

戰禍連連的時代，他眼見天下戰亂不休，目睹戰爭的殘酷，使其產生反戰的思想，並思

考解決戰爭問題的方法。老子為了挽救這個日益沉淪的戰亂時代，使陷入亂世中的百姓

重新找回自然和善的國度，所以老子創導以「道」、「無為」、「不爭」、「以柔勝強」等思

想，並將其奉為統治者的最高施政理念。而《老子》八十一章全文中即有多章與軍事思

想密切關聯，所佔之篇幅，其分量之重，不可小覷，今就《老子》一書中論及戰爭的篇

章為主要對象，以探究《老子》的戰爭論1，並據而分析與歸納老子的軍事思想。 

 

（一）老子生平略述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給他寫的一個簡單的傳記來看，他是春秋時著名的思

想家、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內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 (河南鹿邑東)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2後因不

滿於當時動蕩變革的社會現況而悄然退隱，不知所終。 

老子做過周朝的「守藏室史」，所以他諳於掌故，熟於禮制，不僅有豐富的歷史知

識，並有廣泛的自然科學知識。西元前520年，周王室發生爭奪王位的內戰，這年4月，

周景王卒，大夫劉耿立王子猛爲悼王。王子朝殺悼王自立。晉人攻王子朝，立王子匄爲

敬王。這次內戰達5年之久，西元前516年，王子朝失敗，席捲周室典籍，逃奔楚國；老

子所掌握的圖書亦被帶走。於是，老子遂被罷免而歸居。形勢的變遷，使老子的地位發

生變化，對他的思想起了大轉變。老子由於身受奴隸主、貴族及當權者的迫害，爲了避

免禍害，不得不「自隱無名」，流落四方。後來，他西行去秦國，經過函谷關（今河南

靈寶縣西南）時，關令尹喜知道老子將遠走隱去，便請老子留言。於是老子寫下了五千

餘言的《老子》一書。 
                                                 
1 按，所謂戰爭的定義：戰爭是有超過一個的團體或組織，由於共同關心的權利或利益，在正常的非暴力 
手段不能夠達成和解或平衡的狀況下，而展開的具有一定規模的以初期暴力活動為開端，以一方或幾方

的主動或被動喪失暴力能力為結束標誌的活動。另外，由於觸發戰爭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軍人，因此戰

爭亦被視為政治和外交的極端手段或其延伸。簡單來講，戰爭是一種強迫敵人遵從我方意志的武力行動。 
2 按，周朝的「守藏室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或歷史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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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子》軍事論述的文獻 

    《老子》一書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子學說的實錄和發揮，其書奠基於春秋末

年，而基本定型於戰國初年。《老子》，又名《道德經》，是道家的主要經典著作之一。

分上篇《道經》和下篇《德經》兩個部分，共八十一章，約五千字左右。從根本上說，

《老子》是一部哲學著作，主要研究社會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但也有相當篇幅的論兵

內容。故自古迄今，許許多多的思想家，例如《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即有《老子兵

書》一卷，記載其相關軍事思想，並將《老子》一書視為兵書的行列之中。3南宋鄭樵

在《通志略》中將《老子》之著作錄於兵家，同樣以兵書看待之。4唐代王真認為，《老

子》全書八十一章：「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為之事，

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5。

又宋代蘇轍於《老子解》形容《老子》的兵學思想時，其云：「幾於用智也，與管仲、

孫武何異？」6將《老子》列為講述權謀之類的書；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則認為，《老子》

書中有言兵之略、有言兵之術，實為「言兵者之祖」、應為「言兵者師之」。7清代張

廷玉《子史精華》在〈武功部．兵機〉篇章亦論述《老子》用兵的方法與其軍事戰略思

想8；所以，我們不可諱言的說，《老子》八十一章的確包羅豐富且深邃的軍事戰略思

想與智慧。然儘管如此，《老子》一書不能就因此被認定是一部兵書，因為《老子》通

篇的思想要旨，主要實現其「天下有道」的理想國度，而「軍事思想」是其追求理想中

的施政方針與理念之一，其軍事思想是老子思想的一種輔助並不是為戰爭而論戰爭；9另

外，一直以來，有許多學者會認為《老子》是一部專講軍事的兵書，是因為在書中除了

有許多地方含有豐富的戰爭論點與軍事思維的語句之外，其它的語句，如依老子的哲學

性辦證來解釋，也是可與軍事領域互通的，因此，才有這樣的誤解。 

老子藉《老子》一書倡導崇尚和平的理念，「反戰」的態度非常鮮明。與其說《老

子》有很多的軍事思想，不如說《老子》是推行「反戰」的辨證和陳述軍事認識論；不

論世人如何看待《老子》的軍事思想，有一點卻是明確的，就是《老子》其對後世軍事

                                                 
3 唐．魏徵著，《隋書》（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 9 月，臺二版），頁 7。 
4 宋．鄭樵著，《通志略》（台北：中華書局，1970 年 6 月，臺二版），頁 3。 
5 唐．王真著，《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序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10 月，初版），頁 1。 
6 宋．蘇轍著，《老子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新 1 版），頁 32。 
7 清．王夫之著，《讀通鑑論•宋論合刊》（台北：里仁書局，1985 年 2 月，初版），頁 127。 
8 清•張廷玉著，《子史精華．武功部．兵機》，（北京：新華書店，1991 年 7 月，1 版 1 刷），頁 781。 
9 汪秀麗〈《老子》戰爭思想剖析－兼駁《老子》兵書論〉，《安徽大學學報》，26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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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尤其是軍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該書多從戰爭的角度來揭示其哲

學命題，故所論往往對軍事領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其智慧也為後世兵家所吸收學習

與應用。 

 

二、《老子》對戰爭的看法 

春秋戰國時代，「戰爭」是當時生活中的重要問題與普遍現象。一些政治家、哲學

家、思想家，甚至兵學家，他們對這些當時的國際問題與現象並不會視若無賭；他們從

這些戰爭的發展過程與結果中，體會到一些帶有哲理性的問題，並將其以哲學的高度加

以分析探究，期冀尋找出包括治國與戰爭在內的一般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解決問

題。而《老子》正是其中的一部，它論軍事思想是從哲學的角度，而非軍事學的角度，

所以我們就從哲學的見解來探究《老子》論述戰爭的看法為何？  

 

（一）《老子》的「反戰」論 

春秋戰國時代，周王朝大權旁落，各個諸侯間互相攻伐兼倂，導致社會混亂，百姓

離家背景，民不聊生。在這一社會政治氛圍之下，老子特別關心戰亂對於國計民生和社

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所以老子反對戰争，認為戰爭是統治者的一種暴虐行為，而極力主

張「反戰」思想。以下試圖分析老子「反戰」的原因，老子認為： 

1．戰爭違反崇尚自然無為的生活 

老子「道」的基本精神就是崇尚「自然無為」。所謂「無為」乃合乎自然規律，讓

事物順乎自然之「道」的本性要求。那麼，理想的統治者應如何順乎自然而治國呢？老

子他說：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10 

 

老子認為以「清静無為」之道治國，統治者任憑事物自然規律發展而不妄加干涉，

做到以「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方式對待百姓，這樣才能建立理想的國度。老子

也曾對其所謂心目中的「理想國度」有這樣的形容，他說： 

 

                                                 
10 王弼《老子道德經》通行本第二章，以下簡稱王本《老子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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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

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11 

意思是說，假使國家不用太大，百姓也不必太多。使達到有各種工具而不需使用的

程度，人民畏懼死亡而不必被生計所逼向遠方遷移，雖然有舟車，沒有人要去乘坐，有

軍隊兵器，沒有可使用的機會。回歸到原始的生活，沒有多少雜事需要複雜的言語記述，

用節繩記事的方法就足已應付事情。每個人的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都具足，不虞饋乏。

與鄰國相望，雞犬相聞，因為沒有利益關係，大家也都擁有共同的東西，到老死也沒有

往來的必要，也不會有發生衝突的情形。 

老子的「無為」之道，果真如此神效，可以達到「理想國度」？老子自己解釋說，

「無為」並不是什麼事都無所作為，而是統治者率先依「自然之道」的本性而為，不為

他物所加、所干預，讓百姓模仿與學習。他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12 

 

也就是老子強調的「以無事取天下。」13原則，只要統治者自己不去干涉百姓，一

切將依自然規律發展，達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不

欲以静，天地將自定。」14的理想境界。所以，天下事物是有其特定規律性，老子認為

不容随便干預，否則必遭失敗；要想治理天下，常靠「無為」之道。至於人為瑣事，政

令繁多，導致煩憂民眾，就不能够順利治理天下，這些「人為瑣事」當然也包括「戰爭」

在內，故要想追求「崇尚自然無為的生活」就必須「反戰」。在老子看來，戰爭，乃以

「兵」相「争」，是大大的「有為」之事；而戰争的一般目的在於「以兵逞强於天下」、

以「有事」取天下，這些都是違背自然天道的「有為」之事，其結果必然是「凶禍」。「故

有道者不處」，戰爭應遭到仁人君子的唾棄。 

 

 

 

                                                 
11王本《老子道德經》，八十章。 
12王本《老子道德經》，五十七章。 
13王本《老子道德經》，五十七章。 
14王本《老子道德經》，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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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戰爭衝擊和平帶來連年的災禍 

老子反對戰爭的立論基礎，其主要觀點在於對生命的關懷與尊重。故認為戰爭中使

用的兵器是傷人的武器，這種藉戰爭而干預他人生命的方式是違背道德與自然的一件

事。所以，老子基本上否定戰爭，認為戰爭不論目的及方法為何？皆不可避免地會造成

人民生命的犧牲與財產的損失，甚致引發饑荒連年的慘烈後果，導致無法估計的災禍。

所以老子特別警告為人君、為人臣者，他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15 

 

意思是說，用「道」的原則輔助國君的，不促使國家以武力逞強於天下，以武力逞

強於天下很容易得到報應；雙方大軍發生戰爭的地方，總是呈現一片荒蕪；國家經過戰

爭之後，總是變得饑荒連綿。 

所以，老子反對以兵強天下，如果真正迫不得以而進行戰爭，也只能限於解除危機。

他一再強調，不可逞強好鬥。所謂「其事好還」及「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兇年。」等句形容戰後的淒慘情景，這正是老子「反戰」的理由。不過「反戰」並

不是主張投降，只是堅決反對以武力方式侵略別人；老子也強調，若是敵人來侵，總不

能任人宰制，為了保護社稷的平安，對外來的入侵還是要抵抗的，不過這種出兵只以擊

退敵人為目的。所以本章明顯可看出老子是持反對戰爭的態度，因為這是不合於「道」

的原則，不合於「道」總是自速其亡。所以，老子認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

下。」老子這一反對窮兵黷武的思想，有助於社會安定，且具有一定積極意義。 

老子不儘自己對戰爭深惡痛絕，也提出懇切的呼籲，指「兵器」是不祥和的東西，

有道之人應該予以離棄，它不是一個正人君子應有的器物，他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
16 

 

意思是說，尖兵利器啊！是個不祥和的東西，人們應該都嫌棄它。所以，有道的人

                                                 
15王本《老子道德經》，三十章。 
16王本《老子道德經》，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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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向它。尖兵利器這些不祥和的東西，不是君子所常使用的東西。 

本章是承前一章反戰的發揮，直指戰爭所用的「兵器」，告戒世人「兵器」是殺人

的器具，有道之君子不應該崇尚它，也不能擁有並用之。老子反對戰爭的行為，從而也

反對與戰爭有關的事物，武器便是戰爭中最主要的器物，所以老子同樣抨擊它的存在，

老子再次以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戰爭的禍害，強調其「反戰」的思想。 

   

（二）《老子》的「慎戰」論 

現在先來了解「反戰」與「慎戰」的意義及其間的差異性。「反戰」是代表反對戰

爭的一切行為，認為不應以武力的方式來解決糾紛或做為統治者個人逞欲的工具。而「慎

戰」是不輕易與人發生戰爭，如不得已而戰時，其戰爭行為也要「謹慎」而行。老子「慎

戰」的諸般事項，除了有避免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之外，也希望統治者為避免遂行沒把握

的戰爭，而造成戰敗付出慘痛代價。所以面臨不得已而戰時，老子認為在過程中，對於

戰爭的諸般事務與準備，應採取嚴謹審慎的態度，俟有利己方的勝算後，再遂行戰爭的

行動。綜合以上所論，雖然「反戰」與「慎戰」實質內容上有部分衝突的地方，基本上

同一個人的思想中，不致於會同時認同這衝突的立場，但是以當時春秋戰國的時代裡，

任何諸侯國都不能置身於戰爭之外，所以老子「反戰」並不是空談鼓吹和平主義，而忽

略戰爭存在的事實，關於這點老子也非常明白，他認為再怎麼無為的「理想國度」都還

是需要「甲兵」的防衛，只是不知何時會派上用場而已？故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17老子認為非到萬不得已的情況，或自身生

存已受到極大威脅，否則絕不可以茍存戰端之心，所以他說：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18 

   

一如前論：「老子反對戰爭」，在不得已之下才被動出兵應戰。所以「吾不敢為主而

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不挑釁的作為，更不會無故進犯別國，在建軍備戰方面，

完全採取被動守勢的戰略。老子「慎戰」的關點完全出於「以戰止戰」的自我防衛作為，

這同時也完全符合老子反戰的思維：不侵略，無意於爭端肇事。 

另外，老子認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的作為，也是描述「慎戰」思

                                                 
17王本《老子道德經》，三十一章。 
18王本《老子道德經》，六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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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老子強調，戰爭的發生與否，有時也會因臣子的關係而發生，所以身為一個忠臣的

職責，應該以「道」的原則輔佐人君，不促使國家以武力逞強於天下，並試圖勸戒國君

避免戰事的發生，老子這樣的論述符合「慎戰」的意旨。 

 

三、《老子》的軍事思想 

老子認為用兵的目的在於防止別人的入侵，嚇阻衝突的發生或者是救濟危難等安民

救國的事情上，而不是為了自己的貪欲，以兵強於天下，靠征戰擴充自己的領土，或者

是虛榮心作祟，想要向別的國家展示自己的武力；殊不知如此作為，將會造成原本安和

樂利的社會成為哀哄遍野的景象。老子能夠事先預知這些後果，所以他才堅決反對這樣

的作為，主張應該把用兵的目的放在防止上述悲慘事情的發生，用「以戰止戰」的態度

面對戰爭。至於老子如何在國家不得已用兵時，可以最快的方式、時間，並讓雙方的損

害在最少的情形下結束戰爭，這就端看如何發揮高明的戰略作為了。雖然《老子》不是

一部兵書，但卻有著兵學家的智慧見解，所以，筆者將試圖從以下的篇章中探究老子的

軍事思想。 

 

（一）致人而不致於人
19
的思想 

老子認為，誰能掌握戰場的主動權，誰就掌握了勝利的契機。一旦迎戰之後，對於

戰爭的發展要確實的掌控，必要時實施欺敵的作為，迷惑敵人的判斷，為己方造就有利

的契機。他說：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
20 

 

意思是說，對於事物想要收斂之，就必須暫且使之擴張；想要削弱之，就必須暫且

使之增強；想要廢黜之，就必須暫且使之興舉；想要執取之，就必須暫且使之給予。如

此使人不能正確的明瞭現況，無法瞭解真實所在，這是柔弱戰勝剛強的契機所在。例如，

魚不可以離開深厚的水體而生存，國家有效力的憑恃不可以輕易展示於人。 

                                                 
19 按：本句語出《孫子兵法•虛實篇》，原文為「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孫子重要的軍事思想。 
20王本《老子道德經》，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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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論述了一種形勢對立轉化的戰術作為，透過戰場瞬息萬變的現象，製作與利用

各種消長的機會，消耗敵人戰力，壯實我方戰力，千萬不與敵隨之起舞或被迫於與敵接

戰，那麼只會使我方陷於困境之中；所以，善於作戰的指揮官，牽制敵人而不被敵人牽

制。老子本章所謂的「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

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就是「致人而不致於人」最好寫照。 

另外，在本章老子也提供了「柔弱勝剛強」的戰術指導思維，這與孫子「避實擊虛」

的作戰觀念相近，強調反「弱」為「强」的思想。老子認為，强弱只是一個相對的問題， 

面對强大的敵人，若是硬要削弱它，反而無濟於事。如按照「物壯則老」的自然規律，

讓它繼續地强大下去，過不了多久，它便會轉換衰弱下去，這也就是「將欲弱之，必固

强之」的道理。所以，在面對強大敵人時，觀察敵人脆弱的地方，再利用我方的優勢與

以打擊之；同時，也要避開敵人強盛的地方，不與之接戰，藉以保存自己的實力。甚致

有時也可以採取欺敵的作為，故意向敵人示弱，使其自滿自傲後，鬆懈其戰鬥意志，進

而給予敵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打擊，達到「果」而已的勝利。 

（二）奇正相生而相用的思想 

老子認為，戰爭開啟之後，敵我雙方所追求的是「勝利」的結果。致於要如何獲得

勝利，而又不致太過傷亡，而這方面所考量與牽涉的因素很多。在自然因素方面，如地

形、地物及天候等；人為因素方面，屬硬體的，如士兵人數、裝備設施等；屬軟體的，

如士氣、訓練及將帥的謀略等。其中將帥的用兵謀略就發揮舉足輕重的效果，所以老子

他說：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21 

 

意思是說，以清靜無為之常道治國，以詭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攪擾人民來治理天下。

本章雖不全然談軍事的事，但老子提到了「奇正」的觀念，這是古代兵書上經常使用的

觀念，可見老子雖是反戰的，但對於當時戰亂的情形，他也不得不對軍事有所涉略，所

以這裏也可以說明老子是懂軍事的。「以正治國」的對象是本國人民，當然要以正面的

方法與策略來治理之；然對於戰爭敵對的一方，為求勝利，那就不能只用「正」來面對

敵人，而必需「奇正互用」機動用兵，才有獲勝的機會。本章中雖只提到「以奇用兵」

一句，這是以一「奇」字函蓋「奇正」，因為未有一昧以奇用兵而久勝者，惟有「奇正

                                                 
21王本《老子道德經》，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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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用」讓敵人摸不著實際，在關鍵的一刻予以反擊，如此才是善於用兵之道，是故

為兵者，不可鋒芒畢露，以免自曝其短遭致惡果。 

 

（三）善於謀定而後動的思想 

老子認為，戰場上我方會實施應敵的相關謀略，或欺敵或引誘；相同地，敵方也可

能會對我方採取相同的措施，這個時後誰有沈著的應變能力與正確的判斷力，將是左右

戰局的重要關鍵。所以老子他說：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

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22 

 

意思是說，善於作將帥的人，不逞勇之於武；善於作戰的人，不輕易洩憤激怒；善

於勝敵的人不趾高氣揚、驕橫拔扈。善於驅動別人的人對他表示謙下，這就叫做有了不

爭的德性，有了善於驅動別人的能耐，這就叫做符合於道。  

用兵之時已是激烈的爭鬥，怎麼還能有什麼不爭的德呢？老子認為是有的，他的意

思是指兩國面臨糾紛將戰之時，作為將帥的人應「不逞勇之於武」，不爭相貪功而急於

發兵；也不應受人激怒之下出兵而欲嗜殺來敵。所以，老子認為一個真正會用兵的將帥，

是不隨便與人興兵作戰，知道甚麼時後可以作戰與甚麼時後不可以作戰的，如此便易於

取得勝算，因為這是「謀定而後動」的結果。尤其是在行軍作戰時，在既定的壓力之下，

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則士氣就會大受影響。士氣是用兵成敗之所繫，所以將領

個人控制情緒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這「善於謀定而後動的思想」也可以是老子「慎戰」

的另一寫照。 

 

（四）慈能生勇而克敵的思想 

老子認為「慈」有特殊的戰略價值，進而把它視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他說：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

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

                                                 
22王本《老子道德經》，六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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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23 

 

意思是說，我有三個基本的行為準則，持守不渝：第一是慈愛；第二是儉樸；第三

是不敢為人之先而與天下爭得利。保持柔慈，就能全力以赴；保持儉樸，就能行走於廣

闊的天地；不與天下爭得利之先，就能為人群體的首領。如果捨棄慈愛而妄逞勇武，捨

棄儉約而行廣，捨棄謙讓而爭先，那就離死亡不遠了。保持慈愛，用它投入爭戰就能取

得勝利，用於防守就能鞏固。對於慈者，整個自然環境都會護衛他，因為慈在守護著他。 

在「三寶」中，老子最強調的是「慈」。老子的「慈」，實即慈愛之心，基於統治者

與人民（士兵）之間展現無私的關愛。蓋國家對人民以慈，人民必熱愛其祖國，上慈下

愛，合為一體，同時老子他認為若能把「慈」運用在戰争中，將產生感化的作用，這個

重要的作用是赢得戰争勝利的必要條件。老子提出：「慈，故能勇。」慈愛之心能够在

危難關頭激勵人們的勇氣。若統治者出於真誠的慈愛，則能使德澤普潤，又能使民心歸

順，即便抗敵亦無所畏懼，這種基於真誠的「慈勇」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所以老子說：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慈為戰，就能戰無不勝。在老子看來，用慈愛之心

進行自衛戰争，是符合天道的，即所謂「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五）守勢作戰謙無爭的思想 

老子認為，戰爭是不得已為之，那麼戰事應如何進行呢？及看待敵人的態度又該如

何？老子他說：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乃

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24 

 

意思是說，統帥武裝力量的人總是說：「我不敢採取攻勢進犯，而採取守勢；不敢

前進越雷池一寸，而要退後一尺，不置部隊於危險之地。」雖然有陣勢，卻像沒有陣勢

一樣；雖然要舉臂進攻，卻像沒有臂膀可揮一樣；雖然面對敵人，卻像沒有敵人存在一

樣；雖然有兵器，卻像沒有兵器可執一樣，於是就不會促成緊張對峙而樹敵了。禍患莫

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就差不多喪盡了我所說的「三寶」。所以，等到真正以武力相

                                                 
23王本《老子道德經》，六十七章。 
24王本《老子道德經》，六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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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的時候，首先慈悲寬容忍讓，最後才不得已而奮起的一方通常會取勝。  

另外，所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即意指為了國家的安全保障，

仍需要有制敵的力量，但不隨意使用，與「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觀念相近，

同時這也是老子「謙退無爭」的核心思想。最後老子提醒我們不要「輕敵」，因為輕敵

是對戰爭不尊重的表現，不但會造成失敗的結果，而且容易於征戰過程中迷失戰爭的本

質，造成好戰、多殺的情形，這是老子所謂「幾喪吾寶」的傷慈表現。 

 

四、《老子》避免戰爭的方法 

（一）知足寡欲 

老子認為禍國殃民的戰争，其根源在於人欲横流做祟的結果。所以老子認為，戰爭

最主要原因是統治者的無道，由於其野心勃勃、多欲不知足，藉征戰以滿足自己的私欲，

不顧戰爭為人民帶來的嚴重後果。老子為了消除戰争，他試圖勸告統治者以道治國，並

且知足寡欲。他說：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25 

 

意思是說，一個國家的治理合於道，可以使戰馬返田耕種於農；國家的治理不合於

道，則戰馬因興兵征戰於郊。如果不懂得滿足，則將導致更大的禍害；如果一直偏執性

地貪求，則將將導致更大的罪過。所以，懂得自我滿足的富足，才是永久的富足，如此

才能為百姓帶來幸福。  

老子指出戰爭會帶來巨大的禍害，國家與人民應對目前生活感到滿足，不要貪圖他

國非分之利而輕起戰端。所以一個統治者，一昧地利用戰爭來求取利益，將會為國家帶

來嚴重的禍害，也會遭世人所唾棄。這也是老子一直為統治者示現戰爭的後果，以「知

足思想」勸戒反戰的深切殷鑑，以期達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的和安樂利與自然

的太平盛世。 

 

 

 

                                                 
25王本《老子道德經》，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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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下不爭 

老子非常看重「不争」之德。老子認為通過「不争」的道德手段去實現「争」的功

利目的，但這樣的「功利目的」不是真的「爭」來的，而是自然規律發展的結果，老子

以水為例，他說：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唯不爭，

故無尤。26 

 

意思是說，上好的行為典範就像水一樣。水，善於利導萬物而不與之爭，處守於眾

人所不願處的低下處，所以，接近於道……。正因為水總是利導萬物而不與之爭，所以，

它很少患過失。 

因為水的「不爭」與「善處下」的特性，使得水成為萬物喜與親近的對象，又能匯

流成江河大海的盛大形勢。關於「善處下」的特性，老子也提出解釋，他說：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

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27 

 

意思是說，江海之所以能為天下的溪水河流所匯注而成江海，就是因為它善於處

下，所以能廣納成為百川之王。因此，君王要得到人民的推崇，必先在言行上對人民表

示謙下；要統御人民，必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後面。因此君王雖然位居於人民之

上，但人民卻並不感到負擔壓力；雖然走在人民的前面領導，但人民卻並不感到會走向

危害的地方。因此人民樂於君王的治理，他得到了天下人民永不厭棄的真心愛戴。因為

他不與人相爭，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相爭。 

老子強調在上位者要有處下居後的心胸，不要因個人貪求，一昧只知多求表現及豐

功偉業。惟有如此不爭之德者居上位，才有無欲無求之民居下位，如此上行下效，國人

自然會厭棄戰爭、渴求和平。所以，這一切都是，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結果，也是

老子「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原則的最佳體現。 

                                                 
26王本《老子道德經》，第八章。 
27王本《老子道德經》，第六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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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柔靜處 

老子認為「守柔」不但可以避免戰爭，也可以保存自己的實力。老子以「守柔」強

調「以靜制動」的方針，使不受他國戰爭的挑釁與引誘，所以老子說：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28 

 

意思是說，就像魚不可以離開深厚的水體而生存，國家憑恃的有效力的不可以輕易

展示於人。不隨意顯示自己的能力，讓敵人摸不清礎我方的底細，那麼敵人一定不敢輕

舉忘動。老子因此主張以柔弱靜處的行為方式處世，不輕易「以國之利器示人」，如果

鋒芒畢露，就難以持久。 

老子又提出「守柔」與「不以兵強天下」的主張相對應的說法。他說：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

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29 

 

意思是說，人活著的時候身體柔弱的，死了以後身體就變得強硬；草木生長的時候

枝幹柔嫩，死了以後就變得枯槁。所以，頑固強硬是屬於速死的一類，柔弱靈動是屬於

生長的一類。因此，國家的軍隊如一昧地逞強黷武就會走向滅亡，樹木茁大就會遭致砍

伐摧折。所以凡是強大的，總是處於劣勢；凡是柔弱的，反而處於優勢。 

老子要統治者「守柔」以避免戰爭，同時老子更告戒我們不可一昧處於逞強的狀態，

否則易遭滅亡的命運，因為「強剛」與「弱柔」是相對待且消長變動的，在其轉化作用

中，一切強弱剛柔的對待，不過是暫時存在的現象而已，剛強者不會永遠是剛強者，其

或因太突出、或曝露短處，終將受到武力的摧折，使自己提早步入衰亡的境遇，這也是

老子所稱「物壯則老」的自然法則；所以，老子一再要求統治者要「貴柔戒剛」。 

戰爭，是人類最殘酷最愚昧的行為。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互相攻伐，戰爭頻繁，

且規模日益擴大，彼此兵力傷亡慘重，而期間普通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每逢戰爭，人

們扶老攜幼，背景離鄉四處逃亡，嚴重破壞社會正常生產，也造成社會秩序動盪不安。 

                                                 
28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六章。 
29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七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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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子才講「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這些都是說明戰爭

會帶給百姓災難最顯著說明。老子又說「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也」，老子顯然

厭惡所謂「甲兵」之諸般意指，非常不能茍同統治者，居然利用戰爭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儘管老子也說，對於戰爭「不得以而用之」，這也不會造成老子反戰思想的矛盾，因為

在國家面臨敵人入侵，生死存亡的同時，這個不得不採用的「甲兵」，是挽救國家免於

亡國的權宜作法。     

 

五、《老子》軍事思想的價值與影響 

（一）慎戰不好戰的啟蒙 

老子雖然「反對戰爭」，深知戰爭會帶來慘痛的代價，但老子自己也明白，處於當

時充滿攻伐兼倂的亂世裡，沒有國家是可以完全置身於戰爭之外的，所以老子並不是反

對所有的戰爭，對於他人侵略的行為，統治階級於「不得已的時後」仍需作防衛性的應

變（或迎戰）。老子他說：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30 

 

孫子31深受老子「慎戰」的思想的影響32，《孫子兵法》33云：「是故百戰百勝，非善

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又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由此

可見孫子知兵而非好戰，其主張戰爭的最上乘結果，應不必真正地動用干戈，亦可以達

成戰爭的訴求或解決紛爭。孫子不將動武列為優先的考量，其想法符合「慎戰」的思維。

為此孫子特舉例說明其戰爭作為的實施順序，他說：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34 

                                                 
30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31孫子，名武，字長卿，春秋末期吳國軍事思想家。他出生於公元前 535 年左右的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 
  具體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 
32 學術上對於老子與孫子的時代先後有不同的見解，本論文依黃忠天先生的考證說法，老子的生活時代

前於孫子的時代，故本節論述《老子》的軍事思想影響時，將《孫子兵法》列為其影響之兵書之一。

請參閱黃忠天〈孫武兵法思想起源於老子之比較研究〉，《高雄工專學報》第 20 期，1990 年，頁 257-274。 
33 《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書之一。在中國被奉為兵家經典，後世的兵書大多受到它的影響，對 

  中國的軍事學發展影響非常深遠。作者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孫武（字長卿）。一般認為，《孫子兵法》 

  成書於專諸刺吳王僚之後至闔閭三年孫武見吳王之間，也即前 515 至前 512 年，全書為十三篇，是孫武 

  初次見面贈送給吳王的見面禮。 
34 《孫子兵法》謀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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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最上等的用兵策略是使用謀略，其次是使用外交斡旋，其次是動用軍隊

作戰，最下等的策略是去攻擊敵人的城池。孫子這樣的用兵思維也是強調「慎戰」。 

《孫子兵法》除了強調其用兵的順序之外，孫子再次說明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舉戰

爭，他說：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興軍，將不可以慍用戰；合乎

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復喜也，慍可復悅也；亡國不可復存也，死者不可

復生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之道也。35 

  

意思是說，沒有利益不要發動戰爭，沒有獲得民心不要動用武力，沒有生死存亡不

要主動求戰。統治者不可以因為憤怒而發動戰爭，領兵的將帥不可以因為惱怒而進行戰

鬥；依於合乎國家利益的才能去做，不合乎國家利益的就要停止。憤怒可以回復到喜樂

的狀態，惱怒可以回復到和悅的狀態；但是已經滅亡的國家不可以回復到存在的狀態，

因戰爭死去的人民不可以回復到活著的狀態。因此對於戰爭這件事情，明道的君主一定

要謹慎，賢良的將帥一定要警惕，這是安定國家的方法。 

孫子認為戰爭一事，攸關國家生死存亡，統治者不可不察也。所以孫子受老子「慎

戰」影響，並得其思想之精髓。 

 

（二）貴勝不貴久的目標 

老子認為用兵是特殊的情況，應是統治者「不得已」而採取的作為。用兵的目的在

於取得勝利，也惟有勝利才能「以戰止戰」減少傷亡與損失。但由於老子的主張是「反

戰」、「慎戰」的思維，他對勝利的結果，有獨特的看法，他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36 

 

意思是說，明白戰爭之道的人，在戰爭穫勝之初就適可而止，不敢在執取功果而強

                                                 
35 《孫子兵法》火攻篇 
36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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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霸道再戰。不把戰功作為憑恃，不借戰功而張揚誇耀，不恃戰功而驕慢待人，只把勝

利作為情非得已的必需，並不因此而強侵天下。要知道，事物強壯了就難免趨於老化，

這是不合於道的，不合於道總是自取其亡。 

老子認為只要戰爭有了勝利的結果，就應該早一點結束戰爭，讓一切的生活儘快恢

復原樣，這樣才是「有道」的統治者應有的表現。老子這樣的思想也影響著孫子，《孫

子兵法》說：「兵貴勝，不貴久。」37又說：「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孫子認為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長久征戰後國家受益的情形，所以這樣的道理正是老子用兵「貴勝

不貴久的思想」的發揮。 

 

（三）出奇致勝的謀略 

老子認為治國與用兵的方法道理不同，他說：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38 

 

意思是說，以清靜無為之正道治國，以詭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攪擾人民的生活來治

理天下。若運用於戰爭中，出奇制勝實乃一大原因。若運用於治國，以「無事」的自然

規律治理，將可獲得人民的依附。 

「以正治國」的對象是本國人民，當然要以正面的方法與策略來治理之；然對於戰

爭敵對的一方，為求勝利，那就不能只用「正」來面對敵人，而必需「奇正互用」機動

用兵，才有獲勝的機會。本章中雖只提到「以奇用兵」一句，這是以一「奇」字函蓋「奇

正」，因為未有一昧以奇用兵而久勝者，惟有「奇正相生相用」讓敵人摸不著實際，在

關鍵的一刻予以反擊，如此才是諳於用兵之道。 

後世所謂「出奇制勝」的思想多源於《老子》。事實上，孫子把《老子》的「以奇

用兵」的原則，發揮得盡致透徹，其所著之《孫子兵法》，亦為後世兵家所吸收。孫子

更進一步提出「奇正相生」變化莫窮的理念，他說： 

 

三軍之眾，可使畢受敵而無敗，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河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

                                                 
37 《孫子兵法》作戰篇。 
38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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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勝窮也。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39 

 

意思是說，戰鬥中可以承受敵人的攻擊而沒有被擊敗的原因，是運用了奇正戰術的

緣故。作戰的時後，結合奇正交戰，達到用兵取勝的結果。所以善於出奇的人，他的奇

術就好像天地般沒有窮盡，就好像河海般不會枯竭。戰鬥中的形勢關係，不過是以「奇」

與「正」為基本的狀態，然而「奇」與「正」經過變化發展之後，其形勢狀態便不可窮

盡了。「奇」與「正」之間相互轉化，就好像圓環沒有端點一樣，又有誰能窮盡它呢？ 

孫子說:「奇正相生如圓圈之循環無端，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這些道理與《老子》

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和「有無相生」的原理是一致的。綜合起來說，《孫子兵法》

的軍事思想基礎是《老子》哲學系統中的軍事思想。 

 

（四）勝而不美的態度 

老子思想體系是順應自然、崇尚和平，對於戰爭認為是不得已為之，發生戰爭是令

人沉痛的一件事，所以老子對於戰爭勝敗的態度與戰爭中犧牲的人，有著其獨特的見

解，他說：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40 

 

意思是說，即使戰爭因此而取勝，也不要顯出洋洋得意的樣子。因此洋洋得意的人

是以殺人為樂的人。以殺人為樂的人是不可能得志於天下的。所以，準備征戰的將士，

要懷著哀痛的心情前往；既使戰勝了，也要按照辦喪事的禮儀來處理。 

這種「勝而不美」的思想，展現老子不喜窮兵黷武、不願亂殺無辜的精神，彰顯老

子尊重生命與重視人道倫理的情懷，老子這樣的精神是超越國度、凌駕敵我藩籬的境

界，對後人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黄石公三略》所說：「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41

以及《孫臏兵法》42所說：「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43

                                                 
39 《孫子兵法》虛實篇 
40 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41 黃石公本為秦漢時人 ,後得道成仙 ,被道教納入神譜。《史記•留侯世家》稱其避秦世之  

  亂，隱居東海下邳。後世流傳有《黃石公素書》和《黃石公三略》二書，蓋為後人托  

  名所作。本引文見《黄石公三略》下略篇。 
42 孫臏，生卒年不詳，中國戰國初期軍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孫臏原名不詳，因受過臏刑故名孫臏。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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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反映了老子「勝而不美」的思想傾向。 

 

（五）柔弱勝剛強的道理 

老子雖然強調「反戰」，但於必要時仍不反對所謂「防衛性」的戰爭。即然免不了

戰爭的發生，統治階級就要面對它，處理它。老子認為在對待強大的敵人時，不要逞強

衝動，而要採取「以弱勝強」、「以柔克剛」的策略。他說：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

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44 

 

老子主張人們在戰争中應當「守柔」。守柔並不一定都代表其力量較弱，有時這是

面對戰爭的謙卑態度，試圖轉桓或改變即將爆發的戰爭；有時這也是一種等待的過程，

強調反「弱」為「强」的思想。本章老子也提供了「柔弱勝剛強」的戰術指導思維，一

開始或許自覺處在柔弱地位，採取以退為進，以静制動的方式，「強」與「弱」的雙方

隨著戰局的演變，再强大的敵人，如按照「物壯則老」的道理，讓它繼續地强大下去，

過不了多久，它便會自動地衰弱下去，這時等待敵人曝出短處，再利用我方的優勢與以

打擊之；同時，也要避開敵人強盛的地方，不與之接戰，藉以保存自己的實力。甚致有

時也可以採取欺敵的作為，向敵人示弱，使其自滿自傲後，鬆懈其戰鬥意志，進而給予

敵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打擊，最終以弱勝强，赢得戰争，達到「果」而已的勝

利。 

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思想亦為孫子所吸收。老子以「水」形容與代表其柔弱之說，

同樣地孫子亦以「水」的柔弱特質與自然形態，發明其用兵的方法，他在《孫子兵法》

中寫道：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45 

 

意思是說，水的流行一定從高處往低處流，遇到堅實的障礙物會自然避開而行，若

                                                                                                                                                         
臏出生於阿、鄄之間（今山東省陽谷縣阿城鎮、菏澤市鄄城縣北一帶），是孫武的後代。《孫臏兵法》

是其兵學專著。 
43 《孫臏兵法》現在分上下兩編，共三十篇。本文摘自〈見威王〉篇。 
44王本《老子道德經》，第七十八章。 
45 《孫子兵法》實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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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為空虛之處，則會予以注入貫滿；這就像用兵一樣，與敵交戰應避開其堅強地方，

找到敵人防衛較虛之處進攻。 

孫子又闡述如何利用水的柔弱特性而產生剛強的力量，他說：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46 

 

意思是說，如果將柔弱的流水暫時集中於千仞高處，一旦決開阻斷物，一瀉而下的

水勢，將有如千兵萬馬般奔騰而下，其所到之處無堅不摧。 

所以孫子盡得老子「柔弱勝剛強的道理」，把兵形如水的理論闡述得淋漓盡致。 

     

雖然本小節大部份拿《孫子兵法》與《老子》做論述或比較；然老子畢盡不是兵家，

其《老子》軍事思想的論述，係屬於「戰爭的本質論」部分，從哲學的角度看待戰爭相

關的原理原則，並非真正教導用兵方法的兵書；而孫子是眾所皆知的兵家，其《孫子兵

法》軍事思想的論述，則屬於「戰爭的方法論」部分，從實務的角度看待戰爭相關的戰

略戰術，係真正教導用兵方法的兵書。所以《老子》與《孫子兵法》或其它兵書，不能

等同看待，充其量是後世的兵家吸收了《老子》哲學性的軍事思想後加以發揮而成。 

 

六、結語 

老子是個樸素的自然主義者，他所關心的是如何消解人類社會的紛爭，如何使人們

生活幸福安寧；他所期望的是政治權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並且消除戰爭的禍害。我們

說老子是哲學家，也正在於老子並不是站在哪一個具體交戰國的立場，或從純軍事的角

度來看問題，老子的立意是從對人類終極關懷的角度來探討問題的；也就是說，《老子》

的軍事思想並不是從戰爭的現場來指導戰爭如何進行，而是為實行「天下有道」的理想

與對生命關懷與遵重的角度，解決戰爭的問題，包括如何避免戰爭與如何結束戰爭。總

之，理解老子戰争思想必須上升到老子「道」的立意，緊扣老子「天下有道」的情懷來

理解；而這些原則無不體現和渗透著老子悲天憫人的情懷和重視生命價值的人生態度。 

今天探討老子的戰爭論及其軍事思想時，發現老子一直都是「反戰」的立場，並且

以此立場來論述其「不得已用兵」時的態度與立場，進而闡發出其戰略層次的「軍事思

想」。老子提出了他對戰爭的態度，對戰將的要求，對戰略的見解，對後世的影響極其

                                                 
46 《孫子兵法》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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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遠。 

而這些見解與思想，無非是希望能告戒統治者，將戰事早日結束及降低戰爭帶來的

禍害，《老子》的戰爭論並不是要成為當政者滿足貪慾的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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