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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军事思想探究 

 

张亚楠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老子》一书，虽不是兵书，但却对兵家文化和军事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老子认为兵是不祥的器

物，胜利或失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争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老子提

出自己的战争观，同时他的辩证法思想也对兵家的战略战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老子》、战争观、战略战术 

中图分类号： I2(中国文学）       文献标识码：A 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 

 

 

《老子》一书作为道教的开山之作，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却字字珠玑，构建了一个博大

精深的理论体系，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哲理长诗，闪烁着思辨性和辩证法的光辉。

但也有人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相传在 1974年，作为中国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

曾说过，《老子》是一部兵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翟青先生于 1974年在《学习与

批评》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老子>是一部兵书》。唐尧先生也在 1980年在《中国哲学

史文集》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老子>兵略概述的文章》。而李泽厚先生等人认为，《老子》

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讲兵法的书，但不可否认它确与兵家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后世的

兵家如何运用其中的兵家战略战术而是在于它的思想来源可能与兵家有关系。李泽厚先生曾

总结出先秦兵家思潮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要以现实为依据，反对鬼神以及任何情感上的

爱憎感情来影响判断，这一点影响着老子思想中的“慎终若始”。二则是强调思想的实用性

和具体性，拒绝“纸上谈兵”。三则是以矛盾辩证的思维去看待事物，发现事物的本质，从

而把握整体。四是因时而变，随具体形态来改变自身的活动，这些思想都在影响着老子的军

事思想。 

总之，如果严格界定的话，《老子》并不是一部兵书专著，并没有阐明战略战术和用兵

的政策法令。《老子》是思索和总结历史成败、存亡、古今之道所产生的，源于兵家辩证法，

又高于兵家。但不可否认它确实对中国古代的兵家文化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影响。《老

子》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对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中就包

含着军事辩证法。接下来我们将从战争观和对战略战术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老子》的军

事思想。 

一 《老子》的战争观 

（一）反对战争，提出慎战论 

   老子总的倾向是反对一切战争，以激烈的言辞反对好战、滥战等种种的行为，提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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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祥器”的战争观。老子曾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他清

楚地告诉世人，天下有道太平安宁时，人们会驱使战马送粪播种。而天下无道，战乱频发时，

连怀孕的战马都要在荒郊野外打仗。老子又言：“兵者，不祥之器”，战争由于统治者及世

人内心的贪婪，是不可能消失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慎战，理性的节约和限制战争，以“保国

爱民”为标尺来制约战争。老子认为君子应该以平静淡然的心态对待兵器，当战争胜利时，

不得意快乐，若得意快乐便是以杀人为乐事，若如此便不能实现统治天下的目标。同时老子

还提出要以丧礼的方式对待战争，即使是打了胜仗也要以丧礼的方式来纪念它。（故兵者非

君子之器，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丧事向

右……战胜以丧礼处之。） 

   战国后期，大国互相兼并，战争规模空前增大，普通百姓饱受战争折磨。秦将白起于公

元前 293年在伊阙斩杀韩军、魏军 24万余人；公元前 262年的秦赵长平大战中，白起与赵

将赵括对战，战胜后坑杀赵军俘虏 45万余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应了孟子的“争地

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由此，老子提出“不以兵强天下”。同时“师之

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又言明了

经军队驻扎过的地方，荆棘丛生，庄稼颗粒无收；大战之后，必有灾年。物极必反，事物过

于强壮必会走向衰落，这是自然规律，是符合“道”的。违背“道”必然会走向毁灭，妄图

用军事战争来谋求天下、称霸天下的，必然会走向衰败。有 

如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

核心的协约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战争起于各帝

国争上的思想，违背了“不以兵强天下”的原则，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从 1914

年到 1918年，仅四年时间，却有 33个国家的十五亿人口被迫卷入战争，战火遍及亚、欧、

非三大洲虽最后同盟国失败了，但军队损失了 3750亿人，平民死亡 664万余人，导致的经

济损失超 1863亿美元，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以兵强天下”的思想不灭，

人类的贪婪、掠夺的思想只要还存在，战争就不会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二十一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又开始了。这一次战争起源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崛起和扩张。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掠夺战败国和战胜国之间的尔虞我诈

的基础上形成的，战败国如德国不满足于一战结束后对它的制裁，战胜国如意大利则想要更

多的利益。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紧对亚太地区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和影响空前扩

大，卷入的国家和地区达 84 个，人口约 20亿，占到世界总人口的 80%以上。据数据统计，

二战参战国伤亡人数达 1亿零 533万人，军费开支达 11170万美元，经济损失更是达 4万多

美元。由此我们再看老子的“兵非祥器”和“不以兵强天下”以及慎战论的思想是多么难能

可贵。天下有道，物极必反，想要用军事手段来谋求天下，迫害于人的，终究会走向自我毁

灭。 

（二）大小国家相互谦下，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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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曾言：“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牡，为其静也，故宜为

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

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由此可以看

出老子崇尚谦下。他认为“不以兵强天下”是世界和谐的前提，其次便是要互相谦下，大国

谦下小国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谦下大国就能被大国信任。大国不要过分领导小国，小

国也不要过分依赖顺从大国，如此大小国家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老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

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就是互相谦下。谦即谦虚、尊重他人的意思。下即下位、下流之

意。上与下处于矛盾关系之中，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若下位的事物使用强硬手段想要上

升到上位位置上，而上位的事物又不愿主动撤离，两者就会发生矛盾斗争。因此，老子认为

上下位事物要遵循一律平等的原则，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如此便有利于实现国家间的

和谐相处。 

   春秋初期，各个国家对晋、楚两个国家很信服，而晋、楚又很礼下其他国家，由此产生

了“慈和后安靖”的景象。郑大夫子皮也曾对子产说:“国无小，小事能大，国乃宽。”老

子认为建立和谐世界的难点在于大国，大国若产生“一兵强天下的”想法，便容易产生战争，

侵犯、掠夺别国资源，由此便战争不断，天下不得安宁。 

老子的谦下思想对当下依旧具有指导和现实意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虽然

并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局部依旧动荡不安。只 2024年一年便有诸多国家处于动荡

状态中，加沙地区战火不断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各国凭借强大

的武力支持想要谋求石油资源。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其中不乏外部大国的干预和支持，想要

维护或扩张地缘政治利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与韩国、朝鲜、美国等人的政治博

弈有关。由此可见老子谦下思想的重要性，若大国都能谦下，“不以兵强天下”，不过度领

导小国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当下的冲突与战争。 

当然也有小国不谦下的，如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格鲁吉亚对境内一直谋求

独立的南奥塞梯自治州发动军事进攻，不料被俄罗斯军队介入被击溃。这一系列的现实例子

都表明世界要想真正做到大国不过分兼并小国，小国不过分依赖顺从大国，从而实现互相谦

下是比较困难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而当今世界面临局部战争、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世界

性难题，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小国家相互谦下，共同应对从而实现共同繁荣，习主席的建

立命运共同体理念便是这一思想的良好实践。 

（三）三代之将，道家所忌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为何如此难封?西汉名将李广从军四十余年，历战七十余

起，但却难以封侯，晚年更是凄惨。其本人因屡次迷失道路延误军机，违背军法被逼自杀，

从弟李蔡被下狱自杀，儿子李敢遭人暗算而死。秦将白起，威名赫赫，坑杀赵军俘虏 45万

余人，却因统治者集团内部争斗被杀。《史记》曾言：“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

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好战可耻，残杀无辜毫无道义，李广回忆遗恨之事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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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降羌族八百余人，并欺骗杀掉。一世坎坷，三世不祥，始于老子“兵者不祥”、“其事好

还”的思想，又被各朝代思想家、军事家等继承发展。虽然老子的因果报应观点带有着神秘

色彩，但我们也能窥探到他的反对好战、滥战的战争观思想。 

 

二 《老子》对兵家战略战术的影响 

（一）道法自然，以柔弱胜刚强 

   “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范畴，人和社会是自然的产物，行事准则也应契合自然。这个

观点应用于战争中，就是“明道”，认识和服从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道法自然”的观点

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中国古代的兵学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对战争之道基本内容的概括，推动了历史上众多以弱胜强，以少

胜多战役的产生。《老子》一书中处处表露着辩证法的思想，他认为物极必反是普遍的规律，

坚持“贵柔”、“守弱”，认为弱和强，刚和柔是相互转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天下

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水更柔弱，而攻

坚克强也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一

类，柔弱的东西属于生存一类。将这一规律应用到军事领域便可奇正相生，虚实相变，胜负

相易。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弱小战胜刚强，二是敌人力量强大时

追求不战而胜。这引导兵家在战争中学会反向思维，身处弱势时等待形势转化，发动进攻从

而夺得胜利，树立起以劣势战胜优势的信心。但我们也应看到老子过分强调“知足”“守弱”，

对人的主观性强调不足，将“柔弱胜刚强”绝对化也带有着缺陷，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扬弃。 

（二）以奇用兵，慎终若始 

   想要实现“柔弱胜刚强”需要一定的手段，这便是“进道若退，以奇用兵”。即敌强我

弱时，退一步，谋求先发制人，以“无为”求“无不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

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想要削弱某样事物，必须暂时加强它。想要废除某

件事物或政策，必须暂时让它兴盛起来。想要夺取某样事物，必须先暂时给予它一些。但等

待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中，弱势一方应创造条件使强势一方走向衰败，走向反面。同时“善

战者不怒”，“知其雄，收其雌”，要控制感情，忍辱负重，把握全局。“以奇用兵”则是

以灵活的手段，欺骗调动敌人，诱使敌人先露出破绽，我方抓住主动权从而谋取胜利。抗日

战争中的游击战便是“以奇用兵”的成功案例。 

   《老子》因身处弱势一方，敌方强大，因此强调时刻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即“慎终若

始”。“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轻敌会使自身不保，

使我方功败垂成。而“慎终若始”的关键是提高谋略家的修养，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智慧的，能够了解自己的

人是聪明的；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老子强调

要克服偏见，保持稳重和内心平和。“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擅长建树的人要首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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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拔除，擅长牢固自己的人才不会脱落，此为慎始。功成身退，做事留有余地，甘居人下，

此为慎终。老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几乎成为了人们

的指导原则和共同认识。 

三 结语 

《老子》虽然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著作，但却在客观上对军事理论有所启发。老子处于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的大变革时代。“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得胜数”。战争不断，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百姓不堪其扰，因此他的思想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的色彩。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其是“兵非祥器”，能不用便不用，不得

已用之时要谨慎，战争取得胜利也要实行丧礼。老子提倡无为，顺应自然，战争违背了“无

为”的法则，与天道尚慈的观点相违背。大小国家之间应该互相谦下，大国不过分领导小国，

小国不过分依赖顺从大国，从而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但同时老子也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

的，不得已用兵时要“不以兵强于天下”，这或明或暗的对战略战术产生了影响，如战争要

遵守规律，以柔弱胜刚强，运用手段以奇用兵，做到时刻警惕，则无败事等，这些都对后世

的兵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老子辩证法的军事思想，如：过分强

调柔弱，诱使敌人犯错，等待机会等可能会延误战机，同时也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在学习研究老子辩证法的军事思想时要注意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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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ilitary Thoughts in Lao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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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Laozi is not a military classic, it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military culture and 

practices. Laozi viewed weapons as inauspicious instruments, emphasizing that both victory and defeat 

entail heavy costs.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nse social upheaval and inevitable war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he proposed his own concept of warfare. 

Meanwhile, his dialectical thinking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strategic and tactical principles of military 

strate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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