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韬武略冠李唐
　——唐朝著名军事家李靖

褚良才

　　李靖 ( 571～ 649) , 本名药师 , 京兆三原 (今陕西

三原东北 )人 , 唐朝著名军事家、 政治家。大业十三年

( 617年 ) , 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 , 西进攻占长安 , 灭

隋建唐。年近半百的李靖被秦王李世民 “寻召入幕府” ,

从此在李世民鞍前马后 , 为统一中国建立了卓著的功

勋。李靖以亲历的战争实践和精辟的军事理论 ,成为中

国军事史上一代 “资兼文武 ,出将入相”的著名军事家。

他在多年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中 ,可谓战无不胜 ,攻无

不克 ,展现了他别具特色风范的战争指挥艺术 ,为后世

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军事遗产。 唐高祖李渊对其卓

越的军事才能赞叹不已: “古之名将韩 (信 )、 白 (起 )、

卫 (青 )、 霍 (去病 ) 岂能及也! ”

善捕战机　因敌制胜

武德四年 ( 621年 )秋 , 李渊决定铲除拥兵 40万自

称梁帝 , 建都江陵 (今属湖北 ) 的萧铣。 李靖呈献的

“图铣十策” , 颇受李渊赏识 , 将 “三军之任 , 一以委

靖” ( 《旧唐书· 李靖传》 )。“时属秋潦 , 江水泛涨” , 萧

铣认为唐军于此时 “必不能进 , 遂休兵不设备”。 李靖

看准这一战机 , 果断率兵东进。 诸将纷纷请求暂停出

兵 , 以待三峡险涧水退。 然而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兵

贵神速 , 机不可失”。率军越过天险三峡 , 直捣萧铣巢

窠——江陵。正在 “罢兵营农” 的萧铣措手不及 , 节节

败退 , 终于在内无斗志 , 外绝援军的困境下 , “遣使请

降”。

贞观四年 ( 630年 ) 正月 , 李靖仅率三千轻骑 , 出

其不意突袭了侵扰边境的北方突厥 ,突厥可汗颉利 “仅

以身遁”。唐太宗嘉慰李靖道: “卿以三千精骑 , 深入虏

廷 , 克复定襄 ,威振北狄 ,古今所未有”! 此年二月 , 退

守铁山的颉利对唐军压境非常害怕 , 遂遣使至唐谈判

求和。唐太宗一方面派鸿胪卿唐俭前往突厥招抚 ,一方

面又密令李靖率兵进击。李靖立即部署裨将张公瑾 “选

精骑一万 , 引兵袭之”。张公瑾反对道: “诏许其降 , 行

人在彼 , 未宜讨击”! 李靖说: “此兵机也 , 时不可失 ,

韩信所以破齐也”。于是 “督军疾进” , 突厥大溃 , 生擒

颉利。 至此 , 历代深以为患的漠南全部平定。

李靖以萧铣因 “秋潦泛涨” 而 “罢兵营农” 和以颉

利因唐使招抚而 “自宽” , 为难得稍纵即逝之战机 , 果

敢做出因敌制胜的决策 , 表现了他高度的军事敏锐力

和坚定的作战决心。

行间料敌　掌握主动

清代朱逢甲所著 《间书》是中国古代仅存的一部间

谍专著 , 其中曾多次提到李靖 “巧于用间”。

贞观三年 ( 629年 ) ,突厥内部发生 “诸部离叛” ,唐

太宗决定乘机 “将图进取” , 于是以兵部尚书李靖为主

帅 , “率骑三千” 出兵。 李靖战前料到: 以往唐军与突

厥作战 , 其兵力皆达几万乃至十几万、 几十万之巨 , 此

次身为唐军最高军事长官的他仅率少量骑兵孤军深

入 , 必定使突厥可汗疑虑重重 , 进而产生畏惧心理。果

然不出所料 , 突厥可汗对左右说: “唐兵若不倾国而来 ,

靖岂敢孤军至此” ( 《新唐书· 李靖传》 ) , 于是 “一日

数惊”。 李靖 “遣候知之” 后 , 又 “潜令间谍离其心

腹” , 致使突厥可汗的亲信大将康苏密叛变降唐。李靖

见战机已到 , 便掌握主动态势 , 立即进击 , 几十万突厥

兵顿时溃散 , “可汗仅以身遁”。

武德四年 (公元 621年 ) ,李靖在平萧铣之战中 ,又

一次成功地综合运用了行间谋略 , 其中的 “船间” 一例

更是为后代谋略家所称道。他在包围江陵城后 ,下令将

“获其舟舰四百余艘” , 竟皆弃于江中顺水漂流东下。诸

将闻讯大惊 , 纷纷谏道: “破敌所获 , 当藉其用 , 奈何

弃以资敌” ( 《资治通鉴· 唐纪五》 )。李靖说: “吾悬军

深入 , 若攻城未拔 , (敌 ) 援军四集 , 吾表里受敌 , 进

退不获。虽有舟楫 ,将安用之?今弃舟舰 , 使塞江而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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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兵见之 , 必谓江陵已破 , 未敢轻进。往来觇伺 , 动淹

旬月 , 吾取之必矣! ” 李靖密遣 “觇伺” 探知萧铣 “檄

召江南兵” , 于是用 “弃舟舰塞江而下” 的谋略 , 致使

“铣援兵见舟舰 , 果疑不进”。萧铣久困粮绝 , 惟有投降

一路。

李靖在其 《兵法· 将务兵谋》中说: “若上骄下怨 ,

可离而间” ; “历观古人之用间 ,其妙非一……理须独察

于心 , 参会于事 , 则不失矣。” 李靖于战前擅长用间以

“知彼” ,又善于运用情报掌握敌方的心理 ,从而牢牢地

控制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贵其速　穷追猛打

武德六年 ( 623年 ) 秋 , 杜伏威余部辅公 于丹阳

(今江苏南京 )反唐。李靖采用 “雷霆不及塞耳” 之势 ,

迅速击破辅公 固守丹阳 “为犄角” 的博望山后 , 又连

夜 “将轻兵” 追击 ,直逼丹阳。“公 大惧” , 弃城东奔 ,

李靖勉励已转战 “百余里” , “数日未息” 的唐军将士连

续作战 , 一路穷追猛打十余里 , 辅军全线溃败 , 公 也

在武康 (今浙江武康 )被擒。至此 , “江南悉平”。李渊

赞叹道: “靖乃铣、 公 之膏肓也! ”

贞观八年 ( 634年 ) , 吐谷浑可汗伏允侵扰唐陇西 ,

使通往西域的咽喉河西走廊屡受威胁。 唐太宗再次起

用已退休的右仆射李靖统军出兵。次年 ,吐谷浑闻李靖

率军速至 , 便烧去野草 , 退守大非川。唐军 “诸将咸言

春草未生 , 马已羸瘦 , 不可赴敌”。 “唯靖决计而进 , 深

入敌境”。吐谷浑不意李靖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进军

如此神速 , 只得边战边退。 唐军历经无人之境 2000余

里 , 终于在乌海 (今青海苦海 )追上伏允 , 大破之 , 伏

允率余从西逃。李靖又督诸军昼夜兼程 , 经积石山 (今

青海阿尼玛卿山 )河源 (黄河源 )追击至且末 (今属新

疆 )。伏允兵败后又仓皇奔向于阗 , 逃入柴达木盆地大

沙漠中。 李靖即遣 “精骑千余” , 直趋图伦碛 (今新疆

且末西 ) , 袭破伏允帐 , 俘其妻。 伏允只身西逃 , 终因

“愁蹙自经而死” , 从而全部平定了吐谷浑。

李靖用兵极强调 “疾雷不及掩耳”。他说: “用兵上

神 , 战贵其速” ( 《李靖兵法· 将务兵谋》 )。 他清楚地

认识到: 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高低 , 不在于它的数量多

少 , 而在于它的精悍与速度。所以他结合时代特点 , 大

胆使用隋末唐初兴起的胸甲骑兵 (轻骑兵 ) , 最大限度

地发挥轻骑兵所特有的快速机动能力 , 从而保证实现

了他 “战贵其速” 的作战思想。此外 , 李靖在有利的战

机下 , 也敢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中 , 发扬勇敢精神 , 克服

困难 , 一鼓作气 , 坚持连续作战 , 并穷追猛打 , 不给敌

方以丝毫苟延残喘之机 , 从而彻底摧毁敌军 , 取得全

胜。

带兵著书　相得益彰

宋神宗熙宁五年 ( 1072年 ) ,诏令枢密院: “唐 《李

靖兵法》 世无全书 , 杂见 《通典》 , 离析讹舛……武人

将佐 , 均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分类解释 , 令今可

行” ( 《四朝国史· 兵志》 )。元丰三年 ( 1080年 ) , 宋神

宗又诏令世界上第一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定 《孙子》及

《李靖兵法》 等七部兵书 , 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 , 史称

《武经七书》。 综观 《武经七书》 , 其它六部皆为春秋战

国秦汉前之作 , 可见 《李靖兵法》实为一座中国军事思

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李靖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 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

部兵书 , 今仅存清学者汪宗圻据杜佑 《通典》、 杜牧

《注孙子》 以及宋代 《太平御览》 和 《武经总要》 等书

辑成的 《李卫公兵法》 , 分 《将务兵谋》、 《部伍营阵》和

《攻守战具》 三卷。 他继承了前代的优秀军事学术遗产

(尤其是 《孙子兵法》 ) , 又有其独到的创新发展。 他结

合其时代战争的特点 ,将自身的经验上升为理论 ,用以

指导当时的战争实践 , 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

李靖极为重视装备对作战胜负的影响 , 从中体现

了李靖依托军事科技实现军事计划的思想 , 这是他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及贡献。 他在多次作战

中 , 都是通过快速骑兵来实施他的 “远程快速奔袭” 的

作战思想 ; 他还十分注重阵法在作战中的作用 ,其创造

的 “七军六花阵” , 对后世军事家特别是岳飞、 戚继光

等名将产生了重大影响 ; 他还首创了纵队作战的理论

和逐次抵抗、 交互掩护的战术。李靖在中国军事史上的

地位 , 正如北宋何去非在他的著名兵书 《备论》中所赞

誉的那样: “唐之善于兵者 , 无若李靖”。

(编辑: 魏碧海 )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王　明　刻

—52—

军事历史　 1997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