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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子》很短，只有约6000字，但叙述简练，道理深刻，常读常新，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
我读《孙子》，不止一遍，而是很多遍。
最初接触《孙子》，到底在什么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上初中那阵儿。
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将军写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
这书还在手上。
他是把《孙子》十三篇打乱了读，重新编排，让我觉得很刺激。
高中时，我又从我的同学张进京家找到两本很有用的书，一本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排印本（上
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一本是杨炳安先生的《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他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家里有不少书。
当时，为了读《孙子》，我还从空军学院借了不少书，主要是军事教材一类。
我有个亲戚在空军学院。
这是开始读。
插队，1968 1970年，我在内蒙古又一次读《孙子》，手头书太少，思胜于学。
我是把精力放在义理和结构上，就像小时候玩玩具，拆了装，装了拆，近乎游戏。
1971 1975年，我回了老家。
1974年，偶然在北京买到一本1974年2期的《文物》杂志，上面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的简报
。
这一发现，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心里充满神秘感和探索的冲动，很想知道西汉古本和今本到底有什
么不一样。
1975年，我陪父亲看书，才在首都图书馆看到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
〔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和陆达节的《孙子考》（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
北大图书馆，我也跑过，主要是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从类书辑古书引文。
1976年，我写过篇文章，是对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孙子兵法》上编整理工作的
几点意见，文章由刘仰峤同志（刘青峰教授之父）转给夏鼐先生。
1977年1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我的文章寄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5月1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给我写了感谢信（写于4月8日），并送我一本普及本银雀山汉墓竹
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
这是竹简本的第二个整理本。
我就是凭这篇文章，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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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李零阅读经典四部书（《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的第三本。
前两本《去圣乃得真孔子》和《人往低处走》，在2008年年初已出版（均已加印），而第四本（《周
易》）还需等到张政烺整理本马王堆帛书《周易》出版后才能写定，预计要到2010年交稿。
所以，《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在2009年6月杀青后，拟在年底单独推出，延续读者对
此一书系的关注。
　　对《孙子兵法》一书，不易研究，更不易写好。
在历史上，对于《孙子》，一直缺少第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
清代考据学发达，《孙子》仍然无人理会，只有孙星衍，自称“孙武之后”，辑刻了一部《孙子十家
注》，但孙星衍这本书也并非注本，只是辑本，为后世积累了一些材料而已。
　　李零对《孙子》情有独钟，这在研究先秦的学者里都是很少见的；并且他研究《孙子》时间长，
成果多，全面超越了前人。
在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自述了研究《... (展开全部) 　　这本书，是李零阅读经典四部书（《论语
》《老子》《孙子》《周易》）的第三本。
前两本《去圣乃得真孔子》和《人往低处走》，在2008年年初已出版（均已加印），而第四本（《周
易》）还需等到张政烺整理本马王堆帛书《周易》出版后才能写定，预计要到2010年交稿。
所以，《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在2009年6月杀青后，拟在年底单独推出，延续读者对
此一书系的关注。
　　对《孙子兵法》一书，不易研究，更不易写好。
在历史上，对于《孙子》，一直缺少第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
清代考据学发达，《孙子》仍然无人理会，只有孙星衍，自称“孙武之后”，辑刻了一部《孙子十家
注》，但孙星衍这本书也并非注本，只是辑本，为后世积累了一些材料而已。
　　李零对《孙子》情有独钟，这在研究先秦的学者里都是很少见的；并且他研究《孙子》时间长，
成果多，全面超越了前人。
在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自述了研究《孙子》的经历——70年代中期，他在插队时研读银雀山汉墓
竹简《孙子兵法》，写了一篇文章，并凭借这篇文章进入了社科院考古所；后有专著《吴孙子发微》
、《〈孙子〉古本研究》；近年他把自己三四十年来对《孙子》的研究汇为一册，《〈孙子〉十三篇
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另外又把在北大中文系的讲稿出版，即《兵以诈立》（中华书
局2006）。
　　李零从研究文本入手，结合军事文化史和思想史解读《孙子》，内容深湛，视野广博，可谓把《
孙子》这部千古名著读出了活泼的新义。
其中《兵以诈立》可以让水平、背景各异的读者都有不小的收获，并且十分好读，真可谓一部难得的
佳作。
　　不过，作为李零，再写一本《孙子》也并不容易，因为前面关于《孙子》已经写了三四十年。
在本书的“自序”中，他做出了如下说明：　　我有两本书，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
一本是《〈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一本是《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这两本书，前一本是旧作的汇编，主要侧重于文本考证，比较枯燥；后一本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讲义
，主要侧重于知识背景的介绍和全书文句的疏通，可读性高，但细节太多。
 这些都是铺垫。
没有这些铺垫，就没有现在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我想尽量避免重复，尽量突出重点，讲义理，讲思想，由博返约，回到当初关心的问题
。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唯一的规则》与以前著作的区别与关联。
在其他书中，李零还说过，“书，总是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
少则得，多则惑”。
《唯一的规则》就是这样一部由博返约的书，每一篇1万字左右，可以一气读完，全书共1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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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能够胜出、并部分取代《兵以诈立》，《兵以诈立》27万字。
　　在本书中，作者还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了新的探讨。
在“自序”中罗列了十三则，比如什么是“兵”，论林彪战术与“势”的关系，论地图的重要性，辨
“反间”的两种不同含义等，这是新知。
　　最后，关于《孙子》，李零欲谈出它的哲学。
《孙子》不是生意经，不是指导商战、管理员工的秘笈，它有它的哲学味儿，李零说：“《孙子兵法
》和毛泽东兵法，都很有哲学味儿。
这种哲学是什么哲学？
其实就是生存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是以斗争求生存的哲学。
”本书的书名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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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零  1948年生，祖籍山西武乡。
北京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

主要著作：《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
三篇校读记》《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我读》《丧家狗——我读》《中国方术正考》《中
国方术续考》《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李零自选集》《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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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写在前面的话上篇　理论篇　第一组：权谋组（战争三部曲：庙算—野战—攻城）    计篇第一—
—运筹庙堂之上（贵谋）    作战第二——决胜千里之外（贵速）    谋攻第三——强攻不如智取（贵全
）　第二组：形势组（兵力的配方：形—势—虚实）    形第四——众寡之用一（备战）    势第五——
众寡之用二（应敌）    虚实第六——众寡之用三（制胜）下篇　实战篇　第三组：战斗组（从走到打
：将得吏—吏得士—士得地）    军争第七——看准跑得快（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行军第九——四
种行军地形（宿营和警戒）    地形第十——六种作战地形（六地和六败）    九地第十一——九种客主
之地（地理和心理）    九变第八——兵家最忌死心眼（九变、五利和五危）　第四组：技术组（两种
“高科技”：火攻与用间）    火攻第十二——火器时代的序幕（五火之用）    用间第十三——不用间
，不胜（五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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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惠施、邓析，毛病是喜欢诡辩。
他们是名家，《天下》没提到邓析。
（5）慎到、田骈，毛病是玩弄法律。
他们是法家。
（6）子思、孟轲，毛病是假造传统，伪托圣贤。
他们是儒家。
苟子是儒家。
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为儒家之罪人。
子张、子夏、子游的后学，他也看不上，唯一称道的，是仲尼、子弓。
这篇东西，也没提到阴阳家。
（三）《韩非子·显学》《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只讲儒、墨。
先秦子学，早期，主要是儒、墨。
儒分为八：（1）子张之儒，即子张（颛孙师）的后学。
（2）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孙孔伋）的后学。
（3）颜氏之儒，孔门八颜子，颜氏之儒，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
（4）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后学。
（5）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
（6）仲良氏之儒，即仲梁子的派别，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
（7）孙氏之儒，孙氏是孙卿，这是苟子的后学。
（8）乐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
孔门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最后。
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
《显学》无子夏之儒，最奇怪。
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怀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
这些派别，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
墨分为三，互称“别墨”：（1）相里氏之墨。
《天下》称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2）相夫氏之墨。
（3）邓陵氏之墨。
《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四）刘安《淮南子·要略》《要略》是分国叙述。
它提到：（1）鲁国：“儒者之学”和“墨子”。
（2）齐国：“管子之书”和“晏子之书”。
（3）韩国：“申子刑名之书”。
（4）秦国：“商鞅之法”。
另外，它还提到“纵横修短”之术，没说具体国家。
（五）司马谈《六家要指》它有三种叙述顺序：（1）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2）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
（3）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
司马谈是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重阴阳家和道家。
阴阳主于术，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
儒、墨是显学，称儒者、墨者，有别于后三家，放在其次。
法、名是术，古人叫刑名法术，放在更其次。
最后是归总于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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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刘歆，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诸子、
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门。
其中子书，有所谓“九流十家”。
十家，可以归为两类：（1）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
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但顺序不一样。
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
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
这是最主要的三家。
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排在后面。
墨家则销声匿迹（《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2）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这四家，是新增。
纵横家，见《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
杂家，是百科全书派。
战国晚期，派别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
个人全能玩不下去，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集体创作。
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
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说，九流十家，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这是有名的王官说。
阅读经典，我们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
三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这个运动，不管有什么过火之处，它的伟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地位，这点不能抹杀。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
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非常大。
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因为，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
（一）说冯、胡异同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胡适，一位是冯友兰。
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不是传统的经学，不是传统的子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唯一的规则>>

媒体关注与评论

去圣乃得真孔子　　——《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　　——《老子》天下第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周易》的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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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唯一的规则:的斗争哲学》：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挑战规则。
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兵法是谋略。
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
谋略管着技术，技术管着武器。
武器是器不是道，道是谋略。
我们的经典，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四部书。
《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
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孙子》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
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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