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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都要涉及哪些知识？

大学生如何学习军事思想？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
    学习军事思想的基本含义、地位与作
用、基本规律；
    掌握我国四代领导人军事思想的基本
内容；
    学会应用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方法论分
析当前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



本章内容

第一节  军事思想概述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

    1. 毛泽东军事思想

    2. 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江泽

民国防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重要概述 



第一节    军事思想概述



一、概念



一、概念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

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

论总结，是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           

                      

一、概念



（一）军事思想的分类：
按时代区分

    古代军事思想、近代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
思想

按阶级性质区分

    奴隶主阶级军事思想、封建地主阶级军事
思想、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思
想

按地域和国家区分

    外国军事思想和中国军事思想
按人物区分

    孙子、克劳塞维茨、毛泽东军事思想等

一、概念



（二）军事思想的特点

1 、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2、军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3、军事思想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一、概念



思考：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
                    ““ 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

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

：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

人口；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

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一、概念



二、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一）军事思想为认识军事问题提供基
本观点

如何看待战争

如何判断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二）军事思想为进行军事预测提供思想
方法

恩格斯和列宁对世界大战的预测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预测 

        《论持久战》前 9 个部分说明为什么
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批判了速
胜论和亡国论；后 12 个问题说明怎样进行持久战
，怎样夺取最后的胜利。

二、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三、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军事思想的发展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

社会关系为前提

1、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是军事思想

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冶金技术——先秦军事思想

工场手工业——拿破仑作战思想

现代大工业——机械化战争理论

核技术的发展——核战争理论













2 、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一种新的军事思
想代替旧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出现了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农民从封建土地的依附

关系中解脱出来，拿破仑作战体系

欧洲出现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马克思

主义军事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军事思想

三、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军事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依赖于
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

军事思想的形成必须通过反复多次的实践才

可以形成，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如此反复循环。

军事思想的发展需要通过人们的加工总结，

不断深化，形成理论。

三、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军事思想在激烈尖锐的相互对
抗竞争中发展

          人类军事思想史就是一部在相互
对抗竞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17—19 世纪初期欧洲军事思想近代化飞跃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

三、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军事思想在继承和借鉴优秀成果
中发展

各种军事思想都是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上形成

与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

任何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历史的继

承性，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三、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五） 事思想在 哲 思想的相互军 与 学

促 中 展进 发

科学的军事思想从来都是与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相联系的，哲学往往是军事思想变革的先

导。

军事思想的发展对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促进

作用。

三、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
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
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 



（一）《孙子兵法》作者孙武介绍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的作 者

孙武

        孙武，字长卿，春秋

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

民）人，出生于公元前五

百年前后的世袭贵族家庭。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西破强楚，北威齐晋，
南服越人，孙子有力焉。

史记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二）《孙子兵法》简介及战略战术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13篇
　（１）《计》篇　　　（２）《作战》篇

　（３）《谋攻》篇　　（４）《形》篇

　（５）《势》篇　　　（６）《虚实》篇

　（７）《军争》篇　　（８）《九变》篇

　（９）《行军》篇　　（１０）《地形》篇

　（１１）《九地》篇　

    （１２）《火攻》篇   （１３）《用间》篇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 1）“计篇”

　　本篇主要论述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七计。“五

事” —— 五个战略基本要素，包括：道、天、地、将、

法。“七计” ——七个战术基本要素，是由“五事”演

绎而来的七个方面，包括：双方政治清明、将帅高明、天

时地利、法纪严明、武器优良、士卒训练有素、赏罚公正。

并提出了两大奇袭原则，即“出其不意” 、“攻其不

备” 。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三）《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主要战略思想《孙子兵法》主要战略思想

 

11 、重战、慎战、备战思想、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22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33 、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44 、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55 、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思想、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思想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11、重战、慎战、备战思想、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重   战

　　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
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是
故兵败长平而赵亡……

          ——孙子十家注遗说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
之，良将警之。”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

慎  战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
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也也

备   战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22、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 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不知彼
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
每战必殆。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中日双方情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中日双方情况

国别 经济力 军力 政治组织力 国度 人口 正义性 国际态度

支持

反对否

是多

少小

大弱弱弱

强日本

中国

强强

结论：中国必胜，不能速胜，故持久战。结论：中国必胜，不能速胜，故持久战。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33、、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

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谋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一是“庙算制胜”

—— 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三个谋略制胜思想：三个谋略制胜思想：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三个谋略制胜思想：三个谋略制胜思想：  

二是“诡道取胜”
——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
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
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
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
也。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三个谋略制胜思想：三个谋略制胜思想：  

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
也… ..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
道也。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是谓必取。

44、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① 在战争认识上，冲破“鬼神论”和“天命观”    
      
② 把客观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础
③ 注意时间和空间在战争中的作用

55、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思想、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思想

（（ 11）朴素的唯物论）朴素的唯物论

（（ 22）原始辩证法思想）原始辩证法思想

《 子兵法》中 立 一的 念有孙 对 统 辩证概 85 ，使用对 260 次
之多，如： 我、攻守、 、迂直、强弱、勇怯、治 、敌 胜负 乱
奇正、 、分合、 分、久速、利害、上下、死生、 重虚实 专 轻
、开阖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四）《孙子兵法》在国内外的影响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在中国《孙子兵法》在中国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在战国时就广为流传

  韩非《五蠹 (DU) 篇》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
书者，家有之”

汉时作为教科书

南北朝之后尊为“兵经” 

宋朝元丰年间被朝廷定为“武经”之首 

明代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 不遗；
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孙中山高度赞扬《孙子兵法》：“旧中国历史来研究，二千
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就成为中国的军事哲
学”。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伯承等都十分重视对《孙子兵
法》的学习和研究。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明代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 不遗；
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伯承等都十分重视对《孙子兵
法》的学习和研究。



《孙子兵法》在日本《孙子兵法》在日本

    公元 735 年，留唐学者吉备真备
将此书带回日本，曾在一段时间内成
为皇家贵族的家宝、国宝。他们推崇
孙武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
学的鼻祖”。称《孙子兵法》为“兵
学圣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日本
的《甲阳军鉴》、《信玄全集》、
《兵书密传》等军事思想都出自于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在西欧

• 18 世纪后开始在欧洲国家传播。
• 1772 年，法国神父阿米奥特将此书译
为法文。
•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威廉二世
在被废黜后的侨居中看到此书后叹道：
“早 20 年读《孙子兵法》，就决不至
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



《孙子兵法》在美国

•美国对《孙子兵法》的接触比较晚，大
约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  

• 全美著名大学中，凡教授战略学军事
学课程的，无不把其作为必修课。美国
国防大学将其列为将军的主修课。美政
治家、兵学家、军事将领皆将《孙子兵
法》奉为至宝。民间有近百个研究《孙
子兵法》的学会、俱乐部。



《孙子兵法》在海湾战争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
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战争期间，《洛杉矶
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时，其办
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
本就是《孙子兵法》。在这场战争的战略指导
上，美国借鉴孙子“先胜而后求战”、“上兵
伐谋”和“集中优势兵力”等军事思想，为赢
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子兵法》在海湾战争

    在 1991 年 1月，美国记者从海
湾战场发回一条消息：尽管中国在这
里没有派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
国人却莅临前线，操纵作战行动，他
就是 2500 年前的孙子。



军事家称之为“兵学圣典” 

哲学家颂之为“人生的哲学”

医学家赞之为“治病之法尽之矣” 

文学家评之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

政治家视之为“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

商人和管理学家视之为市场竞争的必读教材 

《孙子兵法》在其它社会领域的影响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
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家乔治 

四、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
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家乔治 



复习

一、军事思想的基本概念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

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 ,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

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二、 事思想 展的基本 律军 发 规

军事思想的发展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关系为前

提

军事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依赖于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

实践

军事思想在激烈尖锐的相互对抗竞争中发展

军事思想在继承和借鉴优秀成果中发展

军事思想在与哲学思想的相互促进中发展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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