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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一部兵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著作，被誉为
『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一百世谈兵之祖』，在中国军事思想晚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都有着极
尊崇的地位。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一令山东省博兴北一人孙武的生平事还不详，只知道他青年时因躲避齐国
之乱来到吴国，在伍子胥的引荐下，孙武向吴王阖闾献兵法13篇，口天王读后大悦，遂任命孙武为大
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八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最后终老吴国。
    《孙子兵法：》13篇，每篇均有独立的主题，合起来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孙子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命题，它们被后世军事家奉为圭臬。
在战略思想上，孙子主张一必以全争于天下一，所谓的一全一，包括谋略、外交、军事等多个方面。
孙子虽是兵家，但并不一味推崇武力，他更赞赏『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战术思想上，孙子主张速战速决，以将战争的破坏降到最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子详细探讨了战
术的灵活性，提出『因敌制胜』的论点。
明人茅元仪在评价《孙子兵法》一书时说：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一这一说法可谓中肯。
    《孙孑兵法》作为中国兵家之圣典，在世界各国也受到了高度重视，美国最著名的军校西点军校，
一直把《孙子兵法》列为必读教科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国防部还将《孙子兵法
》发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官人手一册。
美军采取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计谋，陈兵数十万于海上，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从陆
路发动突袭，数天之内便彻底击垮了伊拉克的防线当时有舆论称，是『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
国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随着人们对《孙子兵法》的不断解读，《孙子兵法中的思想方法与策略原则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中
的许多领域尤其在商场上，《孙子兵法》几乎成为必须研读的经典一许多日本企业家都把《孙子兵法
》作为商战指南如今，我们将《孙子兵法》隆重推荐给读者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本书撷取了中国古
代一百多个经典战例，读者可从这些实例中一窥《孙子兵法》之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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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篇　　经典战例　　宋襄公败于“仁义”　　齐桓公去世后，各诸侯国君主蠢蠢欲动，意图继
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想趁机攫取霸权。
素被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此时北进中原，引起了中原各国的忐忑不安。
在中原地区，宋襄公也一直梦想成为中原霸主。
但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不及楚国，宋襄公只能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号召，召集诸侯会
盟，凭借宋为公国、爵位最尊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妄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当上中原
地区的霸主。
　　宋襄公的称霸之举，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遭到楚国的算计。
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轻车
简从前往，结果被“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
楚军押着宋襄公攻打宋都商丘，幸亏宋太宰子鱼率宋国军民顽强抵抗，楚军的图谋才未能得逞。
后来在鲁国的调停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从此以后，宋襄公便与楚成王结下冤仇，因为楚国实力强大，所以宋国也无法与其硬拼。
后来宋襄公听说郑国与楚国关系甚好，也最赞成楚成王做盟主，而郑国又比宋国弱小，于是就想征讨
郑国，以解心中怒气。
一天，宋襄公得知郑文公要去拜会楚成王，他认为时机已到，不听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劝阻，
兴兵伐郑。
郑文公一听宋国来犯，忙向楚成王求救，楚成王立刻出兵。
　　楚成王并未去郑国援救，而是率领军队杀向宋国。
宋襄公顿时惊慌失措，只得放弃攻打郑国的计划，率领军队于星夜按原路返回。
宋军在涨水边（今河南朽城西北）安营扎寨时，楚军也到了对岸，两军隔河相望。
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前来只是为救郑国，我们已经放弃了攻打郑国。
他们也达到了目的。
我们兵力弱小，不能与楚国硬拼，还是讲和好了。
”宋襄公却说：“楚军虽然人多士壮，但缺乏仁义。
我们虽然兵力弱小，却是仁义之师。
不义之兵怎能敌仁义之师？
”于是，宋襄公就专门让人做了一面绣有“仁义”二字的大旗，要以“仁义”之旗来鼓舞士兵对抗楚
军。
　　第二天早上，楚军开始渡河。
公孙固又对宋襄公建议道：“楚军今日就要渡河了，等他们渡到一半时，我们就杀过去，定能取胜。
”宋襄公听后却指着那面“仁义”之旗，对公孙固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能在人家渡到一半就开
战呢？
”当楚军全都安全渡过河后，就开始在岸边布阵。
公孙固又对宋襄公说：“楚军现在还未站稳阵脚，我们趁机发起攻击，定能取胜。
”宋襄公听后又忍不住骂道：“你怎能想出如此不义之计！
对方尚未布好阵，你就出击，怎配做仁义之师？
”　　宋襄公话音刚落，楚军就摆好阵势杀了过来。
宋襄公带队冲锋，率先冲入了敌阵。
因为宋襄公深讲仁义，体恤下属，所以他的士兵都拼死保护他。
但楚军十分强大，宋军大败，宋襄公在士兵的保护下逃得一命，而那面“仁义”之旗，早已不知去向
。
对此，宋国的百姓们都骂宋襄公愚蠢，宋襄公却说：“‘仁义’之君就要以德服人，作战也应遵循仁
义，不能乘人不备发动攻击，君子从不俘虏年老体衰之兵，而且会善待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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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下的将士们听后，都暗骂宋襄公愚昧。
　　宋襄公讲求仁义本不错，错就错在他对自己的实力没有正确估计。
他自以为具备了仁义，就能称霸诸侯，岂不知这种想法相当愚昧。
实力和仁义都是霸主所应当具备的，但相对于仁义，实力才是称霸的决定性条件，而宋襄公却本末倒
置。
如果宋国当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此基础上又讲求仁义，则必能称王。
可叹宋襄公只知道一味地讲仁义，忽略了发展宋国国力，因此缺乏称霸的最根本条件。
　　越灭吴之战　　春秋末期，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从公元前510年至前475年的35年间进行
了多次交战。
其间经历了吴伐越的槜李之战，越伐吴的夫椒之战、笠泽（今苏州南）之战和姑苏围困战，最终以吴
国的灭亡而宣告结束，史称“吴越之乱”。
　　吴、越两国原是楚国的盟国，后来吴国通过兼并和战争获得了大量土地，疆域不断扩大，实力也
大为增强，脱离了楚国的管辖。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即起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子胥和来自齐国的孙武，立新图
政，锐意改革，并扩充军备，加强战力，制定了扩张势力的战略方针。
阖闾执政期间，吴国国力大增。
当时的越国，地少人稀，国力弱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为了牵制吴国，楚国积极扶植越王允常，使得越国实力迅速增强。
为了灭掉自己的心腹之患，公元前510年，吴国大举进攻越国，两国的战争由此开始，此后双方你来我
往，开始了长久的征战。
　　公元前506年，阖闾率军攻打楚国。
第二年春天，越王允常趁阖闾出征伐楚之机，遂出兵袭击吴国的都城姑苏。
阖闾连忙遣军回国迎战，允常知道吴军势不可挡，大肆掠夺之后主动撤兵回国。
公元前496年，允常病死，其子勾践即位。
阖闾乘越国朝政动荡之时率军前去讨伐，吴、越两军对阵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
勾践见吴国的大军队列威严整齐，便派敢死队上前发动冲击，几次三番都失败了。
在此情形之下，勾践迫使犯死罪的囚徒排成三行，持剑走到吴军的阵前，同时举剑自尽。
吴军将士上下皆因这一疯狂举措所震惊，不由得军心涣散，纷纷前去看个究竟，吴军的阵势也因此大
乱。
越军乘其不备突然发动袭击，吴军溃败。
阖闾本人也身负重伤不治而亡，临死前再三嘱咐儿子夫差：“必毋忘越！
”　　夫差牢记杀父之仇，一刻也不松懈，在群臣辅佐下，每日勤于练兵，加紧备战，准备攻打越国
。
公元前494年春，越王勾践获悉夫差欲伐越后，为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不管自己的准备是否充分，也
不顾大臣范蠡的劝阻，匆忙举兵攻打吴国。
夫差集合了全国精兵，与越军会战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
两军对垒，兵强马壮的吴军同心协力，奋勇出击，无力招架的越军则节节溃退，损失惨重，最后　只
剩下5000人退守会稽山。
吴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越都会稽，一举包围了会稽山。
　　在会稽山即将失守、越国就要灭亡的危急关头，大夫范蠡向勾践谏言献策，勾践遂采纳了他的建
议：一边准备与吴国血战，一边派文种去向吴王求和，并用美女和金银财宝来贿赂吴国的太宰伯瓠，
央求他劝说夫差答应越国成为吴的附属国，甚至勾践可以亲自来侍奉吴王，如若吴王不答应，那么越
国将抛开一切与吴国死战到底。
在文种的威逼利诱下，伯豁答应替勾践向吴王求情。
伍子胥察觉了越国卑辞厚礼背后的灭吴野心，力劝吴王不要听信虚言好话，应一举灭越，消除后患。
但此时的夫差急于北伐同齐争霸，认为越已不复盛世，不足为患，便答应了越国的求和，率军回国。
越国有幸逃过灭国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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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国经过此战，国力锐减。
为了安抚民心，勾践下诏罪告天下： “寡人与大国结仇，又不自量力发 动攻战，使我芸芸众生暴尸
荒野，此乃寡人的罪过啊。
寡人无颜执政，请贤能之士代为管理吧。
”并且下令厚葬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补偿在战争中饱受疾苦的民众。
然后，勾践把治国大权和国内事务托付　给文种等大臣来管理，自己则带着范蠡等人去给吴王当奴仆
。
勾践等人在吴国受尽屈辱折磨而从不反　抗，还极尽谦卑地侍奉夫差，最终取得了夫差的信任，三年
后，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下决心要复国灭吴。
他和夫人住在草棚里，亲自耕作种粮、纺纱织布，从来不　吃有肉的饭菜，也从来不穿绫罗绸缎。
他还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不时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是不忘　过去的耻辱。
他礼贤下士，厚待宾客，体恤百姓，和百姓共疾苦。
在内政上，为了获取民心，他招贤　纳士，让文种管理朝中政事，让范蠡整治军队，还建立了招贤馆
，广收各方面的良才；减轻刑罚，减免赋税，大肆开垦荒地，鼓励发展生产，奖励妇女生育，增加国
内人口。
在军事上，修缮被战争破坏的都城，筑造防御的城墙，训练军队，扩充兵源。
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政策，不断给夫差送上优厚的礼物，表面忠
诚臣服，麻痹夫差，使其减少对越国的敌意和戒备；使用美人计，送美女西施和郑旦给他，使其沉湎
于女色，荒废朝政；贿赂吴国大臣，争取同情和帮助；离间吴国的群臣关系，使吴国朝野不和；使吴
王逐渐疏远忠心耿耿的伍子胥，转而轻信阴险狡诈的伯韶；暗地里破坏吴国的经济，高价收买吴国的
粮食，使其国内粮价高涨造成供应困难；挑选良材和能工巧匠送给夫差，促使他大兴土木，耗费人力
和物力。
这些措施的实施，收效十分明显，既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削弱了敌人的力量，为越国的发展争
取了宝贵时间，为勾践伺机出兵伐吴奠定了基础。
　　就在越国上下一心、为报仇雪恨而精心准备之时，吴国却在日渐衰败。
夫差因为胜利而骄奢淫逸，不思进取。
为了讨好宠爱的美人西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苏台，与西施在此夜夜笙歌，寻欢作乐。
　　与此同时，夫差急于用武力征服齐晋，称霸中原。
公元前489年，夫差率军进攻陈国，于次年攻破鲁国，一路奏响凯歌，震慑了周围的小国，为此后挺进
中原开辟了道路。
　　夫差又征调了大批民工建造邗城，开凿邗沟，打通淮河，以方便运送军备，并将此地作为北上的
基地。
勾践为了使吴军早日北上中原与晋、齐、楚三国交战，自己趁机进攻吴国，于是向夫差大献殷勤，让
文种率万名民工协助吴国开凿邗沟，加快夫差北进中原的进程。
　　公元前484年，夫差得知齐景公已死，遂出兵北上攻齐，联合鲁军，一举击败了齐军。
此战的胜利，更激起了夫差称霸中原的野心，他认为只要打败晋国就可获得中原霸权。
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定公和各国诸侯约定在7月7日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
临行前，一心想得到中原霸权的夫差对太子友提出防范敌国乘虚而入的劝谏丝毫不予理睬，率领3万
精兵前往黄池，只留下太子友等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
夫差率兵远征，留下的弱兵空城正好给了越国可乘之机。
公元前482年6月12日，勾践调集越兵4.9万人，兵分两路杀向吴国，一路由范蠡率领，从海道进入淮河
，切断了吴军从黄池经由此地返回的道路；一路由大夫畴无余等为先锋大将，勾践自己率领精锐主力
军队随后，从陆路北上直取姑苏。
得知越军攻来的消息，吴太子友率兵在泓上（今江苏苏州近郊）抗击越军的进攻。
怎奈吴军的精锐军队业已全部北上，太子友所率军队实力不足，所以极力主张坚守等待支援。
但吴将王孙弥庸轻视越军，不肯听从调遣，自作主张率领5000人出城迎敌，打败越军的先锋军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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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告捷，他更加骄傲轻敌起来。
22日，勾践率领主力军队到达，向吴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并将溃不成军的吴国军队包围起来一举歼灭
，俘虏了太子友等人。
越军大获全胜，占领了吴国都城姑苏。
　　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的夫差，接到越军攻破姑苏城的战报，为了避免不利消息涣散军心影
响自己争霸，竞一连杀掉了7个前来报告的信使，封锁了信息，并且加紧武力威胁迫使晋国让步，最
终夫差勉强当上霸主。
随后他急忙班师回朝。
回国途中，姑苏失守，太子友被俘的消息泄露了出去，一时间军心大乱，将士们也丧失了斗志。
夫差深感反击越军没有把握，便派特使向越国求和，勾践也觉得还不能彻底消灭吴国，就答应了议和
，撤兵回国。
　　夫差回国后，想马上报复越国，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生产遭到破坏，国力衰弱，没有实力实施对
越国的报复。
于是，夫差宣布“息民散兵”，企图恢复力量，伺机再攻打越国。
但事实上，夫差并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依然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致使人心涣散，政局不稳。
公元前478年，吴国大旱，仓廪空虚，民不聊生，勾践趁机再次发兵大举进攻吴国。
同年3月，越军进军到笠泽，而后分为左、中、右三支，勾践亲率6000精兵为中军。
吴国发兵迎击，两军隔江对峙。
黄昏时，勾践命左右二军分别隐蔽在江中；半夜时，二军鸣鼓呐喊，进行佯攻。
夫差误以为越军分两路渡江进攻，连夜分兵两翼迎战。
这时，勾践率中军主力偃旗息鼓，出其不意地从两路吴军之间潜行渡江，对吴军的薄弱部位突然展开
进攻，搅乱了吴军的阵营。
吴军大败而逃，越军乘胜猛追，占领了吴国大片土地，吴、越之间的强弱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战败而归的吴军，退而固守姑苏。
姑苏城池坚固，越军一时不能攻破。
勾践于是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围而不打。
3年之后，吴军终于势穷力竭，越军才发起攻击，攻进姑苏城。
越军攻进城后，夫差率领残部逃到姑苏台上负隅顽抗，又被包围。
夫差故技重演，又一次派人向勾践求和，但此时越国灭吴之心已定，拒绝了议和请求。
绝望的夫差自杀而死。
勾践率军一路北上，与诸侯会盟，终于成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吴越之战，留给后人的警示意义极为深远，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十年磨一剑，最终功成名
就；而夫差骄横跋扈，居安忘危，不能听信忠言，终致国破身亡。
　　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发生于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至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
月，历时两年零三个月。
这场战役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为了抢夺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而进行的一场持久
争夺战。
　　秦朝末期，由于秦王朝暴戾不堪，不堪忍受暴政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
随着秦王朝反动统治被推翻，国内的政治形势敢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起义军首领项羽和刘邦为首的两股势力发展最为迅猛，他们为夺取统治而长期争斗，这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楚汉相争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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