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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时期楚国兴盛的军事原因

杨 范 中

在中国古代史上
, “

楚国之强
,

大地计众
,

中分天下
”

①
。

但这一赫赫大国
,

在西周初
,

只是一篆尔小邦
,

地方 50 里②
,

位卑势弱
,

不盟于诸侯
。

至春秋时期
,

楚迅速崛起
,

一跃而

成为雄踞江汉称霸中原的
“

春秋五霸
”

之一
。

为什么楚 以蛮夷小邦
,

在诸侯
“

不得保其社 稠 者

不可胜数
”

③ 的春秋时代
,

反而 日益发展称雄诸夏? 其重要原因之一
,

在于它能充分利 用 有

利条件
,

从各方面发挥其军事威力
,

克敌制胜
。

摹飞
不粉纷价

军事斗争是社会斗争的最高形式
。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
,

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这一斗争的发展和结局
。

斗争双方的国民性格
、

民心向背与军队士气
,

又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所进行的战争结局
,

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的作用
。

德国

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
·

冯
。

克劳塞维茨指出
:
精神要素是决定战争的战略要素 之 一

, “

因为

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间题之一
” ; “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和它们的惊人的作用
”

④
。

春秋时期楚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强大
,

是与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整个民族镖悍顽强
、

晓

勇善战的精神在军事斗争中得以充分发扬分不开的
。

楚人是一个雄勇尚武的民族
。

早在商周时期
,

楚人即以勇武著称
。

《诗经》
、

《左传 》
、

古

本《竹书纪年》
、

《史记》
、

《 吕氏春秋》以及《令殷》
、
《禽殷》

、
《宗周钟》

、

《过伯殷》
、

《史墙盘》
、

《矗鼎》
、
《竞卤》等彝器铭文

,

都记载着楚人不甘受中原王朝的征服与统治
,

经常进行反抗的

史实⑤
。

不过
,

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前
,

由于商
、

周王朝始终是一个能控制全国 的 统 一 政

权
,

实力强大
,

而楚人只是僻居南方一隅的落后少数民族
,

所以基本上无法改变其被压迫受

征伐的地位
。

到春秋时期
,

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

周室衰微
,

诸侯并起
,

这就为晓勇尚武的楚人

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

当时
,

楚周围的其他蛮夷各族如百淮
、

卢戎
、

群蛮等部
,

尚苟

安于周王无力南征乐居群山之中
,

而楚人却奋其勇武
,

抓住时机
,

从莽莽荆山丛中
,

以咄咄

逼人之势杀 向江汉平原
。

在春秋数百年 中
,

楚人的尚武精神作为一种民族性格特征
,

始终表现得异常突出
,

而且

对其向外扩张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

综其表现
,

有如下数端
:

1
.

以蛮夷自居
,

不遵礼制
,

伺机扩张
,

膺 自称王
。

楚人先祖熊绎虽事周成王
,

被封于丹

阳
“

以子男之田
” ⑥

,

但楚人并不象华夏诸国
,

奉行周礼
,

礼乐征伐一听于天子
,

而常视周室

盛衰叛服无常
,

一遇时机
,

即向外攻略
,

扩张领土
,

甚至膺号称王
。

西 周 末
, “

王 室 微
” ,

楚酋
“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

乃兴兵伐庸
、

扬粤
、

至于鄂
。

熊渠日
: `

我蛮夷也
,

不与中 国 之

号溢
,

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宜王
,

中子红为鄂王
,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 ,

后见周厉王暴虐
, “

熊

渠畏其伐楚
”

⑦
,

乃去其王号
。

到春秋初年
,

周室益衰
,

诸侯攻伐相继
,

楚人复乘机向江汉地



忆大肆扩张
,

并公然以武力相挟
,

要周王尊其爵号
。

前 7 06 年
, “

楚伐随
” ,

威逼随人去向周王

请命
,

为楚加尊号
,

后周王不听
,

楚君熊通
“

乃 自立为武王
,

与随人盟而去
”

⑧
。

2
.

全 民崇尚勇武
,

以征伐克敌为荣
。

在中国奴隶社会中
,

各级贵族为了巩固其统 治 地

位
,

一般都十分重视军事斗争
,

所谓
“

国之大事
,

在祀与戎
”

⑨
。

而楚国相对于 中 原 列 国来

说
,

尤其崇尚武事
,

无论朝野官民都以能出征疆场为荣
。

在对敌斗争中
,

凡是冒险犯难不怕

牺牲英勇杀敌的人
,

都受到举国上下的尊宠
。

《楚辞》中《国荡》一诗所述
: “

出不入兮往不返
,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 弓
,

首身离兮心不惩
。

诚既勇兮又以武
,

终刚强兮不可凌
。

身既死兮神以灵
,

子魂魄兮为鬼雄
” 。

这无疑是楚人对楚军将士视死如归
、

为国捐躯英雄气概

的深情歌颂
。

与此相反
,

如果贪生怕死
、

临敌畏缩
,

或作战犹豫无功而返
,

即使身为王族重

臣
,

不仅会受到军法严惩
,

而且还被国人谴责非议
。

前 6 76 年
, “

巴人叛楚而伐那处
” ,

那处县

尹
“

阎敖游涌而逸
” ,

临阵脱逃
,

即被
“

楚子杀之
”

L
。

第二年
,

楚文王率兵伐巴
,

被巴人大败于

津
。

当他率师返都时
、

邪都的守门小吏旁拳
,

因楚师败绩
,

有辱于国
,

竟然不肯打开城门让

楚王及其所率军队入城
,

后来文王转而率兵伐黄
, “

败黄师于腊陵
”

⑧
,

才得班师回朝
。

由此

可见
,

楚人尚武精神之强烈 !
·

3
.

楚君躬事戎机
,

、

尽瘁军事
。

楚国在春秋时期共历十三君
,

其中除堵敖与郊敖享 柞 短

暂
,

无所作为外
,

其徐十一君
,
无不 以振军经武开强拓土为最高职责

。

他们不仅亲自运筹帷

握制定战争方略
,

而且在重大战争中
,

往往率兵亲征
,

躬事戎机
。

为了取得战争胜利
,

好几

位楚王都抱病亲征
,

或病倒于征途
,

或碎死于前线
。

例如
,

楚武王就是在伐随战争途中
, “

卒

于楠木之下
”
@

。

春秋后期的楚昭王也是死于攻吴救陈的战争前线
。

在楚王的心 目中
,

军事的

胜利是高于一切的
。

也正因如此
,

当他们在对外军事斗争 中无所作为
,

或战而败绩时
,

就如

蒙大耻
,

愧疚不安
。

楚康王即位后
,

因五年没有率师出征
,

无所建树
,

他就认为是自己莫大

的失职
,

死后都无脸见祖宗
。

他说
: “

国人谓不谷主社授不 出师
,

死不从礼
。

不谷即位
,

于今

五年
,

师徒不出
,

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
”

L
。

他的父亲共王
,

、

由于那 陵 之 战 败

绩
,

楚国丧失了霸主地位
,

他一直抱愧于怀
,

直至临死前
,

遗嘱大臣给他以恶溢
: “

请为
`

灵
,

若
`

厉
’ ,

大夫择焉
”

⑧
。

楚国君民上下的这种强烈尚武思想
,

对楚 国军事力量的提高与克故制胜是有 重 大 作用

的
。

其一
,

使楚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

由于军队成员都 以克敌获胜为荣
,

因而在战斗中英勇

战斗
,

不怕牺牲
,

能充分发挥军事威力
。

《吴越春秋》第四说
: “

楚之为兵
,

天下之强敌也
。 ”

其

二
,

增强 了楚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

楚人由于具有崇尚武功的传统观念
,

因而在对外军事斗争

中
,

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
、

能同心同德努力奋斗
。

前 5 97 年郑之战前夕
,

晋将士会主张 不 要

与楚决战
,

其理由就是楚人
“

卒乘辑睦
,

事不奸矣
”

L
。

其三
,

楚人因其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

故

能历经挫折而屡踏屡起
。

楚国在发展过程中
,

曾遭多次挫折失败
,

春秋初年被罗与卢戎
“

大

败之
” ,

春秋中期进军中原
,

初为齐桓公所阻
,

继又被晋文公大败于城淮 ; 至春秋末期
,

又多

次为吴师所扰
,

前 5 06 年吴军入郭
,

楚人几乎亡国
。

可是
,

由于朝野尚武
,

不畏强敌
,

结果不

仅败而复起
,

且 日益发展强大
,

直至战国
,

仍不失为称雄大国
。

楚人为什么比中原列国具有更强的尚武精神呢 ? 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的
。

楚

人多是南方土著蛮夷
,

进入文明社会时间较晚
,

还浓厚地保持着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的

尚武习尚
。

在原来军事民主制的
“

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
L 的遗风影响下

,

社会成员都非常
“

刚强和勇敢
” ,

,

以习武征伐为荣
,

所 以在战争中能极大地发挥战斗积极性
。

此外
,

他们是南

方的少数民族
,

在中原诸夏看来
, “

非我族类
”

吸
,
视同禽兽豺狼L

,

每一王朝都经 常派 兵 征



伐
, “

戎狄是膺
、

荆舒是惩
”

L
。

他们在受压迫受征伐的情况下
,

只有英勇顽强进行斗争才能

求得 自己的生存
。

强烈的尚武精神便成为他们赖以生存
、

发展的武器
。

护娜知铭 楚国从一个蛮夷小邦迅速发展为雄踞南方争霸中原的大国
,

其另 一 重 要 原

冬二 雀 因
,

是楚国以不同于中原诸国的军事体制与治军方法
,

建设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

毕怜娜价 队
。

众所周知
, “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
”

L
,

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
。

国家的兴衰

存亡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

楚国 自春秋以后
,

历代楚王都十分重视

军事建设
,

、

实行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政策措施
。

在军事体制方面
:

第一
,

楚人较早冲破周制约束
,

自设三军
,

建立起独立支配的强大军

队
。

周制规定
,

天子与大小诸侯的军队编制是有严格区别的
。

《周礼
·

夏官
·

司马》载
: “

凡制

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
,

王六军
,

大国三军
,

次国二军
,

小国一军
。 ”

楚为子男之国
,

属小国之

流
,

按制只设一军
。

然而至春秋初年
,

楚人即冲破周制约束
,

仿照诸侯大国的模式
,

建立起

自己的三军
。

前 70 6年
,

楚武王派兵伐随
,

楚将斗伯比就有
“

我张吾三军
”

@ 之语
。

第二
,

因地制宜
,

发挥优势
,

建立起多兵种相结合的军事体制
。

春秋时期
,

中原列国所

实行的军事编制大都是单一的车兵编制
,

军队数量按战车乘数计算
。

虽然军队中也有步兵即
“

徒
” 、 “

卒
” ,

但并非军队主体
,

且在编制上附属于战车
。

楚军的编制
,

虽然也是以车兵为主

车徒结合作为军队的基干
,

但又有很多特点
,

最相异之处
,

在于它是一支多兵种相结合的武

装力量
。

它除车徒结合的车兵之外
,

还有因地制宜而建立的其他兵种军队
。

①舟师
。

楚人地处南方
,

江汉流经其境
。

他们根据其所处地理情况
,

因地制宜
,

发扬优

势
,

建立起适宜于水域作战的舟师
。

这种舟师实即我国最早的水军@
。

《左传 》中多次记载着

楚人用舟师与吴人交战的情况
,

如前5 49 年
, “

楚子为舟师以伐吴
”

O
,

前 5 25 年
,

楚人以舟师
“

大败吴师
,

获其舟徐皇
”

匆等等
。

这种水上作战的舟师
,

在当时是否有独立建制
,

因文献有

圈
,

已不可考
。

但它毕竟是不同于车兵步卒的一种新型的武装力量
,

对提高楚国的军事进攻

与防御能力及 向外扩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

②蛮军
。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在楚军中
,

除了人数众多的车兵
、

徒卒与新建的舟

师外
,

还有由少数民族成员组成的部队
,

这支武装力量
,

史称
“

蛮军
” 。

前 5 75 年
,

晋楚 邸 陵

之战
,

楚国方面就有蛮军参战L
。

此外
,

楚军是一支多层次的复合武装力量
,

除训练有素的中央直辖军队外
,

还有一支数

量很大的地方军
。

这一点
,

也是中原列国所罕见的
。

这种地方军
,

大都是在新占领的地区组

建起来的
,

平时由楚王任命的县公率领驻守边境
,

有替则由楚王调动参加战斗
,

成为对外作

战主力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常见于史籍 的有
“

申
、

息 之 师
” , “

陈
、

蔡
、

不羹
、

许
、

叶 之

师
”

L
。

前 6 32 年
, ,

晋楚城淮之战
,

申
、

息之师就随楚将子玉与晋人战于城淮
。

在楚国军队中
,

还有两支武装力量
,

一是王室亲兵
,

一是贵族私卒
。

王室亲兵包括楚王

亲兵与太子亲兵
。

前者称为
“

二广
” 。

《左传》宣公十二年说
: “

其君之戎
,

分为二广
” 。

杜预注
:

“
二广

,

君之亲兵
” 。

后者称为
“

宫甲
” 。 《左传 》文公元年有太子商臣

“

以宫甲围成王
”

的记载
。

楚王的亲兵
,

是楚军的精锐所在
,

常在战争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

史称
“

楚之 良
,

在其中 军 王

族而 己
”

L
。

至于贵族的私卒
,

则是贵族所掌握的私人武装
。

他们也常用于对外战 争
,

如 前

54 8年楚吴舒鸿之战
,

贵族子强
、

息桓等
“

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
”

L
。

楚国的这种多兵种
、

多层次武装相结合的军事体制
,

使楚国的军事力量结构较之中原各

国更加完善
,

能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各方面的军事积极性
,

适应各种地理条件作战
,

从而



提高楚军的攻守能力
。

前 85 5年的晋楚桑隧之役
,

可说是一个生动史例
。

当时晋举全国 之 兵

攻楚之属国蔡国
, “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

息之师救蔡
、

御诸桑隧
” 。

晋将赵同等请求决战
,

晋将荀首等则反对
,

说
“

成师以出
,

而败楚之二县
,

何荣之有焉? 若不能败
、

为辱已甚
,

不如

返也
”

L
。

结果
,

晋被迫回师
,

由此可见楚地方武装作用之大
。

第三
,

军权集中于楚王
。

楚国在军事
_

L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
,

一切军事大权操于楚王

手中
。

具体表现在
:

(一 )各种军队都必须听从楚王的调遣与指挥
。

前 6 34 年
,

楚伐齐取谷
,

楚

王命
“

申公叔侯戍之
” 。

至城淮之战前夕
,

楚王经过实地考查
,

认为不宜与晋交战
,

便下令使

申叔去谷
,

使子玉去宋
,
日

: “

无从晋师
”

L
。

当时子玉率领的是中央军队
,

申叔率领的为申县

地方军
,

但他们都须听从楚王指挥
。

(二 )楚王握有军队将领与重大战役主帅的任免之权
。

在

楚国负责管理军事的是司马
,

但将领的任命与重大战役的主帅人选均须由楚王决定
,

而且主

帅人选从不 固定
。

例如
,

城淮之战主帅是令尹子玉
,

郊之战主帅是沈尹
,

娜陵之战的主帅则

是司马子反
,

一切皆由楚王独自定夺
。

(三 ) 兵赋的征收须经楚王批准
。

前58 4年
,

楚庄王率兵

攻宋回师途中
,

王弟子重请求以申
、

吕之地作赏田
,

申公巫臣谏止道
: “

是以 为 赋
,

以 御 北

方
,

若取之
,

是无 申
、

吕也
,

晋
、

郑必至于汉
,

王乃止
”

@
。

这说明兵赋的征收是由楚王决定

的
。

诚然
,

在春秋时期
,

中原列国在军制问题上也并非墨守成规毫无变革
。

例如
,

晋国在军队

编制的扩充方面
,

就后来居上
。

春秋初
,

晋仅有一军编制
,

到前 58 8年
,

晋即
“

作六军
”

O
。

其

他齐
、

宋
、

郑等国军制也均有变化
。

但这些国家在军制上不如楚国完善
,

最大的缺点是军权

分散
,

列卿拥兵自重
,

尾大不掉
,

不但严重影响军事实力的发挥
,

而且在政治上造成政在家

门
。

而楚国军权集 中于楚王
,

就能把全国各种军事力量集合为一整体
,

充分发挥 其军 事威

力
·

-

楚国是一个治军有方的国家
,

无论在兵员的征集
、

军力的扩大
,

或在军队的训练
、

管理

各方面
,

无不弹精竭虑刻意求善
。

当时楚国如同中原各国一样
,

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
。

楚统治

者为了广泛征集兵员扩大军队
,

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与土地资源出产情况的调查
,

以此作为

征发兵役与征收军赋的依据
。

前 5 89 年
,

令尹子重将为阳桥之役以救齐
,

事前
“

乃大户
”
。

,

即
“

阅民户口
” ,

进行一次户籍大检查
。

前 5 48 年
,

菊掩任楚国司马
,

曾进行一次全国性的 土 地

资源出产情况调查
,

以
“

量入修赋
,

赋车籍马
,

赋车兵
、

徒兵
、

甲循之数
”
匆

。

还须指出
,

楚人非常重视新区的政权建设与军事建设
,

自楚武王以后
,

他们在新攻占的

地方一般都置以为县
,

由楚王任命县公或县尹管理
,

在该地征收军赋征集兵员建立地方武装
,

上述申
、

息
、

陈
、

蔡
、

不羹之师
,

皆属其类
。

所以
,

在楚国随着对外军事斗争的胜利
,

不仅版

图日广
,

而且兵力日强
,

至楚灵王时
,

仅楚之北境
, “

大城陈
、

蔡
、

不羹
,

斌皆千乘
”

O
。

加

上其他各地兵力
,

楚全国兵力将近万乘
,

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
。

近代学者童书业先

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中说
: “

春秋时以楚兵为最多矣
,

L
。

楚人还特别注意军队的管理与训练
,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

在古代文献中
,

除晋国外
,

很

少见到各国关于军队训练的记载
,

而楚国这方面的记载则屡见不鲜
。

.

、

前 6 33 年
, “

楚子围宋
,

使子文治兵于睽
” , “

子玉复治兵于菊
”

L
。

前5 5 5年
,

几

“

子庚帅师治兵于汾
”
国

。

前52 8年
, “

楚子

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崇丘气
“

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使
”
函

。

前6 7。年
, “

楚子重伐吴
,

为简之

师
” L

。

这里所说的
“

治兵
” ,

即训练演习
, “

简师
”

即检阅军队
。

此外
,

楚人还经常进行军事演

习与阅兵示威性质的
“

田
” 、 “

猎
” 、 “

观兵
”

活动
。

如前 6 1 7年
,

楚穆王 为 厥 洛 之 会
, “
田 诸

孟
”

@
。

前 6 06 年
,

楚庄王
“

观兵于周郊
”

修
。

所有这些括动
,
除起军事示威作用外

,

最主要的



是大大加强了楚军的作战能力
。

楚人治军的另一特点是军纪严明
。

他们深知军纪是维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

所以在

治军方面能赏罚分明
,

执法不二
。

凡为国立功者受重赏
,

踢以封 邑
,

授以重爵
。

《淮南子
·

缪

称训》载
: “

楚庄 (王 )谓共雍日
: `

有德者受吾爵禄
,

有功者受吾田宅
” 。

与此相反
,

对于违反军

令
,

或读职乱纪的人
,

则依法严惩
,

决无宽贷
。

例如
,

上述前 67 6年临敌
“

游涌而逸
”

的那处县

尹
,

即被
“

楚子杀之
” , 又如城淮之战楚主帅子玉不听楚王指示

,

与晋决战
,

大败而归
,

楚王

就派人问罪
,

说
“

大夫若入
,

其若申息之老何
”

@ ? 子玉 自知罪重
,

被迫 自杀
。

这种情况
,

在

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

即使对王族贵宵也不例外
, “

一有罪决
,

随即诛死
”

L
。

惟其如此
,

故楚

军兵员虽众却能令行禁止
。

同时
,

因军法严峻
,

将帅不敢骄横自肆
,

因而始终没有出现象中

原各国常见的贵族擅权瓜分公室的现象
。

价气娜吃 楚国在春秋时期国势日强的另一重要原因
,

是他们在军事斗争中采取了正确

华纷怜映

的战略战术

在战略上
,

楚统治者善于根据每一时期的主客观条件
、

敌我力量态势
,

从全

局利益出发
,

制定出本国正确的发展战略
。

在春秋以前
,

周室方强
,

不时南 征
,

楚 人 被 迫
“

辟在荆山
” 。

自春秋以降
,

周室式微
,

诸侯并起
,

侵伐相继
,

无暇他顾
,

楚即乘机而起
,

向

外扩张
,

但当时楚的势力仍较弱小
, “

至于武文
,

土不过同
”

L
。

在这种形势下
,

楚人应如何发

展自己的力量 ? 应 向何处进攻 ? 楚统治者经过填密思考权衡利弊
,

作出了全力北进中原的决

策
。

楚人的这一战略方针
,

从楚武王时即已确定
。

武王在伐随时说
: “

我蛮夷也
,

今诸侯皆为

叛相侵或相杀
,

我有敝甲
,

欲以观电国之政
”
L

。

所说
“

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 相 杀
” ,

是 指 形

势 , “

我有敝甲
,

欲以观中国之政
” ,

则是楚国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

概言之
,

就是要利用诸

侯相互兼并的大好时机
,

凭其军力
,

挥师北进
,

争霸于中原
。

楚人的这一战略决策
,

今天我

们仔细加以分析
,

可以看出它是大胆而正确的
。

所谓大胆
,

是因为当时楚为南方小邦
,

落后

弱小
,

而中原腹地强国如林
,

郑
、

鲁
、

齐
、

晋均曾为一时之难
。

楚人要挥师 北 进
,

凯 觑 中

原
,

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是极大的
,

如无雄心壮志
,

将不敢 冒险犯难而进
。

所谓正确
,

在于这

一决策如实地估量了各种力量对比的形势
,

选择了最有利的发展方向
。

因为当时如果向南发

展
,

其地荒蛮
,

并有长江阻隔
,

对楚国的近期发展作用不大
。

若向西发展
,

为巴山蜀水
,

群

蛮百淮所居
,

不易开拓
。

如若向东发展
,

虽然比向西
、

南方向发展有利
,

所处地广人稀
,

有

广阔发展余地
,

但为群舒所居
,

经济文化也比较落后
,

在楚人急需吸收外界人力物力来充实

壮大自己之际
,

亦非首要攻取之地
。

如果采取向北发展的方针
,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

虽然会

遇到汉水流域周室同姓与异姓诸国以及中原诸侯的强烈抵制与无情反击
,

必将进行多次残酷

的战争
,

甚至有被敌国联合打败的危险
。

但实行这一发展方针
,

可以取得比朝其他方向发展

所不可能得到的巨大利益
。

第一
,

楚之北境地区
,

是我国古代先民开发比较早的地方
,

土地

肥沃
,

物产丰富
,

人口稠密
,

农业生产发达
。

《周礼
·

职方氏》云
:

荆州
“

其谷宜 稻
” ,

豫 州
“

其谷宜五种 (稻
、

麦
、

寂
、

援
、

黍 )
” 。

手工业也比较进步
,

宛
、

邓等地是后来战国时期冶铁

业的重要地点
。

这些地区的大小诸侯国
,

他们采用的是中原的先进经济方式与科学技术
,

楚

人夺取这一地区
,

不但可以吸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文化
,

而且可以利用这一地区丰厚

的物力人力大大增强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

第二
,

楚之北境虽然有周室所封的
“

汉阳诸

姬
”

与众多的异姓诸侯
,

但直接与楚接的除随较大外
,

其他 贰
、

珍
、

州
、

萝
、

罗
、

唐
、

郧 等

均为小国
,

易于攻取兼井
。

在占有汉水流域后
,

再北进中原
,

所遇的江
、

房
、

道
、

柏
、
息

、

袭
、

申
、

吕以至许
、

顿
、

陈
、 ’

蔡等国
,

也是中小诸侯
,

并非劲敌
,

如能利用矛盾
,

亦可逐个征



服
。

在北方对楚威胁最大的是齐
、

晋等国
,

然而他们毕竟与楚柑距较远
,

尚有郑
、

宋
、

陈
、

蔡介居其间
,

成为双方的缓冲地带
,

在北进初期
,

不可能触发重大的直接冲突
。

第三
,

从楚

之安全考虑
,

唯有向北发展方为上策
。

当时楚的四邻所在
,

东南西三面都是落后的少数部族

或小国
,

唯独北邻是周王所封的诸侯列国
,

如果楚人以主力向西南东三面开疆拓土
,

那么北

方诸侯即可乘虚南下伐楚
,

使楚处子腹背受敌境地
。

而楚人采取北进方针
,

华夏诸国固然会

惧而联盟抗楚
,

但楚之后方
,

因西南东三境的群蛮
、

百澳
、

群舒及其他小国均势微力弱
,

不

可能乘隙向楚进攻
,

故无后顾之优
。

楚人便能专心向北兼并
,

逐步深入中原
。

由此可见
,

楚

人的北进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

诚然
,

春秋时期楚人在执行这一战略过程中
,

由于不同时期敌我态势的变化
,

也曾有过

暂时的改变与局部内容的调整
,

如在城淮之战后
,

楚国北向发展受阻
,

在一短时期内曾被迫

改变了主攻方向
,

即在巩 固江汉本土基础上
,

着力向东扩张
,

灭弦
、

灭六
、

寥
,

征讨群舒
,

攻占了淮水中游大片土地
。

但就是在 这一时期
,

楚人也始终没有放弃北进中原称霸诸侯的战

略 目标
。

后来
,

晋秦两国联盟破裂
,

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
,

楚于是又迅即调 转 主 攻 方
,

向
,

抓住时机对中原地区大力开展进攻
,

前 6 17 年为厥貉之会
,

逼宋臣服于楚
。

楚人的这 种

北进争霸战略
,

应当说
,

是楚人在春秋时期总的战略思想
。

在策略与战术上
,

楚人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
,

创造出一系列颇具民族特色而又体现战争

规律的诡话迅猛
、

机动灵活的进攻策略与战术原则
。

其具体方略
,

有如下几点
:

1
.

利用矛盾
,

乘敌之隙
。

楚人在向外扩张的战争中
,

善于利用矛盾乘敌之隙以打败 敌

人
。

春秋初年
,

楚人在向汉水流域进行扩张时
,

遇到汉东大国随国与周邻小国的联合抵抗
,

后

来随之按臣少师有宠
,

贤臣季梁受谗
,

楚将斗伯比即建议乘敌之隙伐随
,

结果
“

随师败绩
” ⑥

。

又如前 6 84 年
,

蔡哀侯因无礼于息幼而与息侯有隙
,

楚文王乘机举兵伐蔡
, “

楚败蔡师于萃
,

以蔡侯献舞归
”

⑧
。

诸如此类史例尚多
,

反映出楚人乘隙而动的策略思想
。

2
.

避实就虚
,

迁回制敌
。

楚人在战略上坚持向外扩张
,

力主进攻
,

而在战术上却善于避

实就虚
,

迁回制敌
。

例如上述楚
、

随战争
,

开始随与周邻小国联合抗楚
,

楚人未克
,

后来楚

采取迁回战术
,

用军事与政治手段
, “

败郧师
” , “

伐绞
” 、 “

伐罗
” , “

盟贰
、

抄
”

L
,

征服随周

围的郧
、

绞
、

唐
、

贰
、

珍等小国
,

然后利用矛盾击败随师
,

遂使随臣服
。

前 6 32 年的城 膜 之

战
,

楚成王的指导思想也是主张避实就虚不与实力较强的晋军决战
,

后由于子玉不听命令
,

才招致败溃
。

战败后
,

楚人北进受阻
,

又采取迂回制敌的策略
,

转而挥师东进
,

以图发展
,

先后攻取了江淮之间的大片土地
。

3
.

善于
“

示形
” ,

麻痹敌人
。

楚军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
,

深刻体会到
“

兵以诈 立
”

L 的意

义
,

所以他们在用兵方略上
,

常用
“

示形
” ,

以假象蒙蔽敌方
,

然后乘机进击
,

夺取胜利
。

这

类史例很多
,

如前 , 06 年楚
、

随战争中
,

楚人
“

赢师以张之
” 、 “

毁军而纳少师
”

⑧
,

对随军示之

以弱
,

麻痹对方
,

使其兵骄轻敌
,

随即以锐师进袭
,

终败随军
。

又如前 639 年
,

宋襄公欲继齐

桓公称猫
, “

为鹿上之盟
,

以求诸侯于楚
”

O
。

当时楚势实强于宋
,

史家曾说
“

天下之势 尽 在

楚矣
” L

。

可是
,

楚人为了彻底击败宋襄公
,

对宋故作顺从姿态
,

应诺与盟
。

同年秋
,

宋襄公

复约诸侯会盟于盂
,

楚人筹划已当
,

即在这盟会中
,

拘捕宋襄公
,

并率兵伐宋
,

彻底粉碎了

宋人的争霸计划
。

4
.

集 中优势兵力
,

先发制人
。

楚人用兵方略的另一特点
,

是常采取集中优势兵力 主 动

出击
,

先发制人
。

在古代文献中
,

常见楚军
“

成师以出
”

的记载
,

如春秋初年
,

屈瑕伐郧
, “

成

军以出
” , “

遂败郧师于蒲骚⑧
。

不久
,

屈瑕伐罗
,

也是
“

楚师之尽行也
”

⑧
。

春秋中后期的许



多重大战役
,

如楚宋私之战
,

晋楚那之战
、

那睦之战等等
,

楚人也都集中了主要兵力投入战
一

斗
。

就是楚人大败的城淮之战
,

双方兵力也是楚众晋寡
,

所以战前晋文公才说
: “

彼众我寡
,

为之奈何? ” L楚人在战争中常主动出击
,

以先发制人
。

那之战
,

令尹孙叔敖说
: “

宁我薄人
,

无人薄我
” L

。

就是这一战术思想的生动写照
。

5
.

兵贵迅猛
,

擅长突击
。

楚人尚勇
,

故在军事上形成一战术特点
,

即行动迅速
,

攻势凌

厉
,

常出其不意
,

突然奔袭
,

使敌方于碎不及防中遭致失败
。

公元前 7 01 年
,

楚伐郧之役
,

即
“
以锐师宵加于郧

”

砂而获胜
。 “

那之战
” ,

楚也是利用晋军内部意见纷歧决心未定之际
,

突然发

动进攻
,

使晋军主帅
“

桓子不知所为
” L ,

结果大败
。

《荀子
·

议兵篇》说
: “

(楚军 )轻利漂速
,

卒如飘风
” ,

即这一特点的生动描述
。

楚人的这些灵活机动的策略与战术
,

和他们坚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相辅相成的
。

这两者

相结合
,

就使楚国在情况复杂强敌如林的条件下
,

因时利势
,

正确地选择斗争方向
、

攻击目

标
、

进攻时机和战斗步骤
,

从而有效地将江
、

汉
、

淮
、

颖流域的数十个国家与部族
,

一一征

服于 自己的军旗之下
。

综上可见
,

春秋时期是楚国发展过程中峥嵘巨变的重要转折时期
。

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变化
,

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
。

楚人之所以能在军事上屡经挫折而终于节节取

胜
,

究其原因
,

除了一定的经济
、

政治条件为其依托外
,

最主要的在于楚人具有雄强尚武的

国民素质
,

拥有一支庞大而指挥统一训练有素的军队
,

并在战争中采用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

尚武精神是克敌制胜的精神要素
,

强大的军队是战胜攻取的物质基础
,

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对

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与运用
。

这三者相结合
,

就使楚人具有其他周邻各国所无与伦比的军事

潜力与进攻力量
,

故能在诸侯竞起
、

弱肉强食的春秋时代
,

以南蛮小邦乘机 崛 起
,

不 断扩

张
,

终至间鼎中原
,

败晋服郑
,

成为抚有蛮夷
、

威震诸夏称霸于时的映袂大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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