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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军事理论名著。
全书共Ⅱ3篇，以精练、隽永的语言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和最高成就
。
它从战略高度阐述军事问题，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
书中充满了对聪明睿智的赞扬，对昏聩愚昧的鞭挞，对穷兵黩武的惩戒，对军事哲理的探索。
人们在理论上学习它，得以登堂入室，从而步入军事学的宝库；在实践中应用它，得以领悟制胜之本
，从而成功千千里沙场。
　　《孙子兵法》不但广为中外军事家学习和运用，更为有趣的是，它还极大地吸引了广大政治家、
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兴趣。
《孙子兵法》的思想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之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人们的口头格言。
军事家评《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政治家评为“外交教科书”、“政治秘诀”，哲学家则评为
“人生哲学”。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经济学界企业家、商人等也争相研读《孙子兵法》，中国古老的兵书在现代企
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孙子兵法》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导和成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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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古老、最杰出的一部兵书，以精练、隽永的语言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其博
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不但广为中外政治家、军事家学习和运用，而且成为众多哲学家、文学家和企业
家的鉴借，其思想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导和成功指南。
为便于读者领悟《孙子兵法》深邃的谋略思想，本书在原著基础上增设注释、译文和例解等栏目，力
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视觉要素的有机结合，将这部军事
著作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使读者在充满时空场景感的彩色画廊中，领略杰出军事家孙武的必胜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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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始计篇　　孙子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
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日：主孰有道？
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
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
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
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吾以此观之。
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军民生死安危的主宰，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是不可以不
认真考察研究的。
　　因此，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来获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
这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
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做到死为君而死，生为君而生，而不
害怕危险。
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酷热、四时节候的变化。
所谓地利，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
处或弊端。
将领，就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部属，勇敢坚毅，军纪严明。
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
以上五个方面，作为将帅，都不能不充分了解。
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
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
所以要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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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
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
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
哪一方武器精良、士卒众多？
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
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
我们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
　　　若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一定胜利，我就留下。
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必败无疑，我就离去。
　　筹划的有利的方略已被采纳，于是就造成一种态势，来辅助对外的军事行动。
所谓态势，即依凭有利于自己的原则，灵活机变，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
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
却装作要攻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
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易怒暴躁，就要折损他的锐气；敌人卑怯，就设法使之
骄横；敌人休整得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团结，就设法离间他。
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
所有这些，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是不能事先呆板规定的。
　　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获得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
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获得胜利的条件缺乏。
筹划周密、条件具备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
我们依据这些来观察，那么胜负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
　　越灭吴之战　　越灭吴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范例，从许多方面印证了《孙子
兵法。
始计篇》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在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诸侯国。
在此之前，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同依附楚国，是楚国的盟国。
春秋中期，吴国通过兼并战争取得了大量土地，疆域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大国争霸的局势中
逐渐崭露　范蠡像头角，并开始叛楚、攻楚，以求中原争霸。
　　吴越两国为争夺霸权，在公元前506年至公元前473年的30多年间发生过多次战争。
越国由于力量较为弱小，在吴、楚战事频繁时常常策应楚国，牵制吴国，成为吴之大患。
吴国为了在中原争霸中除掉后患，在柏举之战中击败了楚国之后，开始发动对越战争。
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
吴王阖阊乘越国允常之丧，率军攻越。
吴越二军在携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对阵时，越军两次用死士攻击吴军严整的阵势，均未能奏效。
最后越王勾践驱使犯了死罪的囚徒列为三行，一起在吴军阵前自杀，使吴军军心涣散。
越军乘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大败吴军，阖闾受伤而死。
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即位。
夫差按照其父“必毋忘越”的遗嘱。
在伍子胥、伯豁的辅助下，日夜加紧练兵，准备出兵攻越。
越王勾践也重用楚人文种、范蠡，改革政治，增加国力。
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4年春得到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后，在准备还不充分、兵力还不够充足的情况下。
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
吴王夫差尽发吴国精兵，迎战越军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
由于吴军实力较强，越军战败。
越军损失巨大，最后只剩下五千人，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
吴军乘胜追击，把会稽包围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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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生死存亡之关头，勾践采纳了范蠡的建议，决定以屈求生。
勾践一面准备死战，一面派文种去向吴王夫差求和，以美女、财宝疏通吴国太宰伯嚭，要他劝说夫差
允许越国作为吴的属国存在下去，勾践愿做吴王的臣仆，忠心侍奉吴王；不然，勾践将“尽杀其妻子
，燔（烧）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
在伯嚭的劝说下，吴王夫差准许议和。
吴军撤军回国。
　　越国战败后，越王勾践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文种，自己和范蠡一道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越国
的王后也做了吴王夫差的女奴。
勾践为吴王驾车养马，他的夫人为吴国打扫宫室。
他们住在囚室，秽衣恶食，受尽屈辱而从不反抗。
由于勾践能卑事吴王，同时又贿赂伯嚭，最后，勾践终于取得了吴王的信任，3年后被释放回国。
　　越王勾践回国后，首先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自己与吴国结仇，使很多百姓在战场上送命的
失误。
他还亲自去慰问受伤的平民，抚养阵亡者的遗族。
他在坐卧的地方悬挂了苦胆，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尝尝苦胆的滋味。
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勾践一面苦心励志，一面致力于改革内政，减轻刑罚、赋税，提倡开荒种地。
越国在10年中没有向人民征收赋税，百姓每家都有3年的粮食储备。
由于勾践实行了一系列“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的政策，得到越国百姓的衷心拥戴，越国从此中
兴。
　　吴国战胜越国后，领土得到扩张，势力日益强大。
夫差也因胜而骄，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看不到勾践决心灭吴的意图。
他奢侈淫乐，穷兵黩武，急于以武力威胁齐、晋，称霸中原。
公元前484年，夫差闻齐景公已死，便决定出兵北上伐齐。
吴军击败齐军于艾陵。
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约晋定公和各国诸侯于七月七日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
夫差为了炫耀武力，圆其称霸中原之梦，带去了吴国3万精锐部队，只留下一些老弱的军士同太子一
起留守国内。
夫差的空国远征，给了越国以可乘之机。
越王勾践在吴军刚离国北上时，就想出兵攻吴。
范蠡认为时机未到，他分析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精兵从王，国中空虚，老弱在后，太子留守
，兵始出境未远，闻越击其空虚，兵还不难也。
”他劝勾践暂缓出兵。
数月之后，范蠡估计吴军已到黄池，便同意勾践出兵。
勾践调集越军4．9万人，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后庸率领，由海道入淮河，切断北去吴军的归路；
一路由大夫畴无余、讴阳为先锋，勾践亲率主力继后，从吴国南面边境入吴直逼姑苏。
　　越国在攻打吴国之前，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的准备。
勾践不但在国内对内政进行全面改革，对吴国，他继续实行以退为进的战略，麻痹腐蚀夫差，经常送
给夫差优厚的礼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助其骄气。
同时又破坏吴国经济，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造成吴国粮食困难。
他运用离间之计使夫差对伯嚭偏听偏信，对伍子胥更加疏远，挑起其内部争斗。
这些措施的实施，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为伺机灭吴奠定了基础。
　　吴太子友得知越军乘虚出击吴国，急忙率兵到泓上（今江苏苏州近郊）阻止越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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