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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
大历史使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
的一大优势。
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
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
书”。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
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
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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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许多优秀军事家脱颖而出，而他们把对战场规律、战争的历史作用、战争中
人的地位、攻势战略和应变能力等的理解诉诸笔端，。
《孙武·孙膑·中华文化》一书向读者介绍了孙武和孙膑这两位古代军事家的著名战绩，对《孙子兵
法》和《孙膑兵法》的内容进行了精彩解读，并揭示了它们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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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一  孙武和《孙子兵法》  （一）孙武的军事业绩及《孙子兵法》问世  （二）《孙子兵法》精粹  
（三）《孙子兵法》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二  孙膑和《孙膑兵法》  （一）孙膑和《孙膑兵
法》脉络  （二）《孙膑兵法》论“道”、“人”、“攻”、“变”  （三）《孙膑兵法》与中国兵学
文化三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文化底蕴及现代意义  （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与
中国的齐文化  （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现代意义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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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留传至今的一部较早的兵书，相传由春秋时期
职业军事家孙武所著。
这部兵书传播广泛，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孙武本人则被称为中国兵学的文化鼻祖和军事哲学理论的奠基人。
　　（一）孙武的军事业绩及《孙子兵法》问世　　孙武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生活
在春秋末年兼并战争频繁的年代，并亲自参与了吴国的军事建设和在历史上称为“春秋一大战”的吴
楚柏举之战。
《孙子兵法》里包含有丰富的兵学学术思想和特殊的文化内涵，是春秋之前兵学理论建树和战争经验
的结晶。
　　1．春秋时期梗概及当时战争的特点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被称为我国春秋时期；原因是
记载东周前半段时间的史事，主要的历史著作是鲁国的《春秋》。
①　　人们知道，大约自公元前11世纪，我国的周王朝开始建立。
这一社会阶段先后经历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
　　如果说，西周时期社会的发展还较为平静，到春秋时代，便讲人了频繁的兼并战争时期。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衰微。
大大小小的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也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觐、述职。
春秋初期，王室还拥有今河南北部、西部和陕西东部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后来则有许多土地相继赐给
了诸侯，有些被郑、晋、秦、楚等大国或戎族相继夺去。
春秋中期以后，天子实际上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已很少，势力也变弱，甚至下降到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地
位。
天子的威信也日渐降低。
　　王室衰微的同时，各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
起初诸侯国有140多个，包括鲁、宋、卫、陈、蔡、曹、郑及晋、楚、齐、秦等。
经过频繁交战，小国相继被灭掉，大国却脱颖而出。
直到后来，形成“五霸”迭兴的局面。
照一般说法，“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实际上，宋襄公未能称霸，而吴国和越国，却先后进入大国称霸行列。
所以，春秋时期的大国应是齐、晋、秦、楚、吴、越六国。
　　最先称霸的是齐国。
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大国。
据《史记》记载，齐原属东夷，僻处海滨溻卤难殖之地。
周成王将姜太公分封到此，“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
多归齐，齐为大国”①。
齐襄公死后，其弟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40年间，通货积财，冠带天下，且勤政爱民，荐贤用能
。
由于持续采取富民强国政策，一跃而为当时列国诸侯之盟首。
　　齐国之后是晋。
晋原是汾水下游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
至晋献公时，兼并或控制了数十个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
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燃起王朝集团内部纷争，公子重耳在外流浪19年，终于回国。
在大臣狐偃、贾佗等人的协助下，厉行整顿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如“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
，省用足财”以及“赋职任功”、“举善援能”等。
结果，使得国内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逐渐富强起来。
　　这时，地处南国的楚一再向北侵犯，在它边缘的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
公元前632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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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率军救宋，会同宋、齐、秦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大破楚军。
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文公遂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中原霸主。
　　晋文公之后，有楚庄王及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相继称霸。
由于这三国与吴楚争霸直接相关，放在下面去说。
　　在上面的几个国家争霸之后，还有一个争霸的国家是秦国。
　　秦原是陕西西部一个小国。
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雒邑（今河南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以岐地为中心，势力逐渐扩展
。
在秦穆公（前659一前621年）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修明政治，奖励生产，国家逐渐富强。
疆土向东扩展，与晋相接。
此后，秦相继举兵伐晋，大破晋军于韩原（今山西芮城），生俘晋惠公；后来秦、晋交战问互有胜负
。
由于秦的东向为晋所阻，只能转向西戎地区发展。
《史记?秦本纪》日：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总之，春秋中叶后，大国间争霸激烈，江河流域所有的大、小诸侯国都被卷入，兵连祸结，时无
宁日。
晋、楚两个大国相持不下，小的国家普遍厌战。
这样，便产生了前后两次以罢兵言和为宗旨的弭兵运动。
第二次会盟后，晋楚之间40多年未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也很少，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很有好处。
　　春秋时期的战争有些什么特点呢？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战争是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态。
具体说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1）军队数量　　春秋初期和中期，战争多发生在两国接壤的封
疆之地，战场只有一处，持续时间不过一天，两军一旦接触，胜负立见分晓。
《左传》里记载的城濮、鄢陵之战都属于这种情况。
当时，一国吞并另一国是常见的事，如鲁国仅仅是一个二等国家，就吞并过9个诸侯国。
由于国家的面积小，人口也少，军队数量不会很多，有的国家只有甲士几千人，晋国算一个大的国家
，有兵车4000乘，兵力一二十万。
史书记载，楚国在楚灵王时（前540年），仅陈、蔡、东不羹、西不羹四个大县，“赋皆千乘”，总计
也只有4000乘，即十余万的兵力。
　　（2）作战方式　　上面说过，这一时期的交战形式主要是车战。
何为车战？
即以兵车为主要战术工具。
根据《司马法》的说法，兵车1乘，马4匹，甲士10人，步兵15人。
甲士穿戴盔甲，3人立车上，立左的用弓箭，立右的用矛，中立的驭马。
这3人通称甲首。
其余甲士7人，在车旁步行。
步兵（或称徒兵或卒）在车后，另有步兵5人保护辎重车。
这样计算下来，一辆作战的兵车共30人，辎重车为25人，包括伙夫10人，看守5人，马夫5人，打水挑
柴5人。
　　《孙子兵法》里说，每次出战，有“驰车千乘，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其中说的“驰车”是轻
车，即作战的车；“革车”是重车，即辎重车。
这是运用兵车作战的极好的证明。
　　（3）地理状况　　在春秋前期和后期，战争所在的地理状况有一些变化。
　　在前期，主要是地处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内部争雄。
当时，把郑、齐、鲁、卫等称为华夏族，其他诸国为四方国。
很显然，起初的战争多发生在黄河附近地势开阔的千里莽原；而到后来，由于华夏族与四方国屡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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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四方国又常常为华夏族所吞灭，战争便延伸到平原附近的山区和南方的水域。
如东方诸夷被齐鲁等国吞灭，西方诸戎被秦征服，南方蛮族被楚统一，北方的狄族被晋国吞并。
这样，战争便扩展到崇山峻岭地区与水乡，尤其是当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兴起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4）战术特征　　由于以兵车为主要战术工具，而战车的后勤准备又极为繁杂，因而把速决的
进攻战作为基本的战术。
　　从另一方面说，春秋时期的战争，一般是把征服邻国作为目标，其中心内容是侵占领土和掠取财
富，这一战争的动因成为进攻战术萌生的土壤。
《左传》里记载，成公六年，绕角之役，楚以申息之师御于桑隧，晋军“军帅之欲战者众”，在11名
将佐中主张立刻进攻的有8人。
《孙子兵法》里说的“兵之情主速”，也是主张速决进攻。
　　2．孙武在吴国的崛起　　孙武的祖籍在齐，却在南方的吴国受重视，这里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对于孙武的生平，已无完整的、详尽的和十分可靠的资料，但根据一些片断史料，如《左传》、
《史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等书的记载，联系对比，钩沉发微，多
方印证，可以把他的主要经历弄出一个大致轮廓。
从而对他为什么由齐国到了吴国，也会有一个明细的交代。
　　孙武，字长卿，生于春秋末年。
相传，他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完，于公元前762年因国内动乱逃往齐国，任管理百工的工正之职。
不久后，陈完改称田完。
①及其四世子孙，名桓，字无宇。
无宇有二子，一名恒，一名书，书字子占，齐大夫，因率军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为孙氏，食采于乐
安，这便是孙武的祖父。
②　　孙氏家族自孙书起，成为军事世家。
他的儿子叫孙凭，字起宗，任齐国的卿，孙凭的儿子叫武，即孙武。
大约在孙武尚不足20岁时，齐国的“田、鲍四族谋为乱”，孙凭带着全家逃到南方的吴国，“避隐深
居”，孙武也随之而过着亦耕亦读的田园生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23年。
　　恰当其时，楚国的伍子胥因逃避楚平王对他家族的陷害，也迁往吴国避难，一度“退而耕于野”
。
③由于共同的不幸遭遇，使孙武和伍子胥相互引为知己。
伍子胥看到孙武自幼受军事世家环境的熏陶，又目见他因避难而迁居异乡的坎坷经历，更目睹他立志
从戎，奋发钻研兵学理论的执著精神，遂不免生出敬佩之情。
以后，当伍子胥成为吴王阖闾的谋臣后，便以讨论兵事为由，多次向吴王举荐孙武。
吴王答应孙武携兵书来见，果然发现孙武秉性刚直，有鸿鹄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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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流传至今的兵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武.孙膑.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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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