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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視野 

六、1《莊子．齊物論》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

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六、2《孫子．謀攻》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

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

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六、3《孫子．謀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

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

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

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

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軍之所以患于君者

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

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

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者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

己，每戰必敗。 

 

六、4劉向《說苑．奉使》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

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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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

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

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六、5《墨子．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

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

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

調，此則天下之害也。」 

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

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

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

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

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

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

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

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

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

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

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

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 

 

六、6《孟子．梁惠王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六、7《墨子‧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

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

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

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

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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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

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

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六、8《老子．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

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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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六、9《韓非子．有度》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

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

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

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

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

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

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

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

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

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

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

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

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

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

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

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

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

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

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

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

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辨

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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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孫子兵法．謀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

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

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

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

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軍之所以患于君者

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

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

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者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

己，每戰必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