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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进行注释。
由与其他版本以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有重要出入之处，则在有关的注
释中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本书注释办法：每篇篇题之下，均有简明内容内容提要；根据原文意思分段标点；难懂的字、词
、句分别加以注释，并尽可能注明根据；每段均有译文，称为“大意”；每篇之后有“简评”，对各
篇内容有重点进进行简要评述。
原文一般采用简化汉字，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字，仍保留繁体。
 对《孙子兵法》中历来有不同理解的某些重要词句，采取几说并存的办法，但“大意”中则主要根据
编者的理解作了语释。
 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孙子兵法》的军事理想，在注释中选用了若干有关的中国古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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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名言，不仅揭示了战争指导者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之间的
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况的基础上，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确定自己的
作战行动，以战胜敌人。
这就把“知”与“战”，把“胜可知”与“胜可为”结合了起来，把认识和运用规律结合了起来。
这是孙武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武揭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时，还对“知”与“战”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
的阐述。
如他把了解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用专篇论述了使用间谍掌握敌国情况的问题；
提出了许多作战行动中侦察判断敌情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在各种敌情、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动的原则等
。
在知己方面，提出了“上下同欲”、“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
可以击”等等。
他要求将帅考虑问题要“杂于利害”，见利思害，居害见利，力求全面；同时，要“因利而制权”，
把握有利战机，正确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孙武运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在了解当时各诸侯国情况的基础上，从战争
经验中总结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示形”、“动敌”，“我专而
敌分”，“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等。
    “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在了解彼己强弱胜负之情的基础上，有充分的应敌准备，“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把握取胜而后求战。
反对那种既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先战而后求胜”的错误做法。
这一思想，是稳妥而积极的。
    “示形”、“动敌”，就是用“示形”的方法，用“诡道”诱骗和调动敌人；同时，注意不为敌人
所调动，即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使作战的自由权稳操于自己手中，迫敌处处陷入被动，以便“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这一原则，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我专而敌分”，就是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破投卵”的兵力优势，使“我专为一，敌
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的目的。
孙武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曾给予很高评价。
    “避实而击虚”，就是从了解、分析敌我情况中，找出敌人的虚实所在，避开敌人力量坚实之处，
打击其虚弱之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达到“攻而必取”的目的。
    “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求随时随地了解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并针对当面的敌情，灵活地变
换自己的战法，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这一原则，反映了孙武主张战争指导上的灵活性，反对一成不变的机械观点。
这种思想，在《孙子》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它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
策，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之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等等；另外还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这在《行军篇》、《
地形篇》、《九地篇》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九变篇》中所提到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则包含着更大的灵活性，要求将帅要懂得临机处置的重
要。
总之，孙武认为，战争中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必须在作战指导上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
    三、反映了较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之所以能够提出若干较精辟的军事理
论原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的。
从《孙子》十三篇中不难看出，孙武在论述兵法的过程中，反映出不少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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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争胜负可能性时，能够从一些客观条件人手，并较充分地估计到了战争
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于“道”和“天”的解释是朴素唯物论的。
《孙子》中的“道”，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令民
与上同意”等客观实际。
《孙子》中的“天”，不是什么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
他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充分表明，孙武对于了解敌情，既不信鬼神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件去类比和推论，而是从真
正了解敌情的人取得。
这种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畏天命”、“敬鬼神”等唯心论的说教，是针锋相
对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
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
不能完全解释宇宙。
”(《矛盾论》)孙武在探讨战争规律的过程中，也表现了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他直观地看到了关于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对立现象，并要求人们在战争活动中要
注意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情况。
如了解情况时要“知彼知己”，考虑问题时要“杂于利害”，军争时要估计到“利”与“危”，等等
。
对于“治乱”、“勇怯”、“强弱”、“劳逸”、“饥饱”等等矛盾着的现象，孙武朴素地认识到它
们是可以变化的，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等
等。
在认识自然现象时，他看到了天地、日月、江河、四季的不断运动，并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穷来比喻
用兵方法的灵活多样。
这种思维方法，也具有辩证法的因素。
当然，孙武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粗浅的，甚至认为只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因而没有脱出
“循环论”的窠臼。
    《孙子》一书所论述的军事问题及其反映的哲学思想，虽然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它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产物，所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这就不能不带有剥削阶
级的烙印，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批判。
    孙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毕竟仍是剥削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和根本的利
害冲突。
这种阶级矛盾也必然在军队内部关系和作战指导思想中反映出来。
从《孙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卒被迫出征打仗，将帅们因害怕士卒逃亡，主张深入到敌国“重地
”去作战；为了驱使士卒拼命作战，玩弄种种剥削阶级的手段，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
后生”，“登高而去其梯”等等；将帅们不敢将真情告诉士卒，于是采用愚兵政策，如“愚士卒之耳
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等等，以此来达到其指挥士卒“若驱群羊”的目的。
所有这些，都是剥削阶级阶级本性的反映。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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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战篇、谋攻篇、开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孙子兵法新注》(作者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
孙子》为底本进行注释。
由与其他版本以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有重要出入之处，则在有关的注
释中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子兵法新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