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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子兵法》全书十三篇，计五千九百余字，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兵法经典，历来被列为
中国兵书之首，并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孙子兵法》成书于中国春秋晚期，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晚期齐国(今山东省惠民县)人。
孙武是齐国田氏的后裔，后因避齐国内乱，移居南方的吴国。
经伍子胥推荐，向吴王阖阊进呈兵法十三篇，深得吴王赞许，被任命为吴国大将，辅佐阖闾经国治军
，多有建树。
《孙子兵法》篇幅虽不长，但是其所包含的军事思想却异常丰富和深刻。
在战争观方面，孙子提出了“慎战”、“安国全军”等一系列基本原则。
他重视民心背向，主张进行正义战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从而把对战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战略谋划方面，孙子强调“知彼知己”，主张系统全面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提
出了“五事”、“七计”的著名理论。
他重视军事实力的建设(“形”)，并强调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势”)。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思想。
同时，孙子还孜孜不倦地追求用兵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一重要的“全胜”战略思想以及其主要手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对中国历代兵学思想发展
的影响极其深远。
《孙子兵法》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全书中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在“兵者诡道”原则的指导下，孙子提出了一系列精辟、卓越的见解。
例如主张争取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做
到“避实而击虚”；主张“示形”动敌，“因敌制胜”。
凡此种种，均突出地反映了孙子作战指导上的杰出智慧。
他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军事范畴，如“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等等，都成为后世兵家
构筑军事学说时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
孙子的治军思想同样丰富精邃。
他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反映了其文武并重、赏罚兼顾的治军原则。
他重视将帅的培养和任用，重视对士卒的训练教育。
所有这些都为后世的军队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孙子兵法》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高度评价，成为必读兵书的首选，被尊为“兵经”。
《孙子兵法》的影响亦早已越出国界，被译成英、日、俄、法、德、意、捷、朝鲜、越南等十多种文
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编者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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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
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伟大的军事家。

《孙子兵法》充满了谋略和智慧，重视心理战，强调用计谋取胜，而不是单凭武力，这种思想在当时
是非常先进的。
本书不仅为军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对政治、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自其问世以来便被军事家们奉为指导战争的金科玉律，更被一些政治家、商业家视为珍宝，潜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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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春秋)孙武 译者：乙力孙武(1)也就是孙子 出生于约公元前552年 字长卿 后人又尊称孙武子 齐国
乐安人，汉族。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
他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
孙武的远祖其实既不姓孙，也不姓田，而是姓陈，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领域包括今河南的东部及安徽的北部，国都在陈（今河南淮阳一带)。
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女婿胡满，他是舜的后代，父亲是周武王时负责执掌陶器制作的“陶正”（官名)
。
周王朝建立后，建立了数百个诸侯国，以屏卫周王室。
姜子牙被周武王分封到齐地，建立齐国。
胡满则被周武王分封到了陈。
此后，胡满因封陈而称陈胡公，所建方国亦称陈国，子孙后来也以国名为姓氏，即姓陈。
公元前527年，年仅25岁的孙武完成旷世圣书——《孙子兵法》。
公元前707年，当陈国君位传至陈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
陈桓公的弟弟杀了兄长陈桓公，篡夺了君位，自立为王，史称陈厉公。
7年以后，陈桓公的儿子陈林又杀死了他的叔父陈厉公自立为陈庄公。
庄公在位7年，死后由其弟弟接位为陈宣公。
陈宣公立其长公子御寇为太子。
公元前672年，陈宣公的宠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为讨好宠妃，陈宣公废嫡立庶，杀死了太子御寇，另立宠妃生的儿子为太子。
公子陈完（字敬仲，生于公元前705年)是陈厉公的长公子，又是太子御寇生前的知己好友。
他预感到大祸即将殃及自己，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决定逃离陈国。
离开陈国以后要投奔到什么地方，陈完早就有了打算。
他目睹在争霸中原的角逐中，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君臣同心，
励精图治，对内整顿朝政，锐意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广纳人才。
于是，陈完毅然来到齐国。
陈完到达齐国后，齐桓公见他仪表堂堂，言谈不俗，颇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陈完又是陈国公子，虞
舜之后，于是齐桓公打算聘他为客卿，也就是当齐桓公非齐裔的高级幕僚。
陈完谦逊地谢绝了。
齐桓公就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全国所有的手工制造业)的“工正”（官名)。
陈完在齐国，讲仁守义，办事得体，表现出很高的道德修养。
有一次陈完在白天招待齐桓公饮酒，当喝到兴头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齐桓公说：“点上灯继续喝！
”这时陈完很恭敬地站起来说：“臣只知道白天侍奉君主饮酒，不知道晚上陪饮，实在不敢奉命。
”后人评价陈完这种做法时说：“用酒来完成礼仪，不能无限度地继续下去，就是义；陪君主饮酒完
成礼仪后便不再使君主过量过度，这就是仁。
”这件事是陈完讲仁守义的很好体现。
陈完在担任“工正”期间，不仅帮助齐国完成了“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的争霸目标，还组织人
编定了《考工记》一书。
由于陈完出色的工作和绝佳的人品，齐桓公便赐给他一些田庄。
陈完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为了表示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当时陈、田二字的读音差不多
，故以田为姓，改陈完为田完。
田完后来娶齐大夫懿仲之女为妻，家世逐渐兴旺起来，富贵盈门，成为齐国的望族。
田完死后，谥号敬仲。
田敬仲完之子名穉孟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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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穉孟夷生湣孟庄。
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事齐庄公。
田文子须无生桓子无宇，亦事齐庄公。
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以勇武著称，力大无比，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官至大夫，并被封
采于齐国的莒邑（孙武出生地)。
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武子)、田乞（厘子)和田（孙)书。
田开没有官职，是平民布衣，其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曾为齐景公登台而鼓琴，是齐国有名的“乐
师”。
田乞为齐国大夫，先事齐景公，后为齐悼公之相。
其在政期间，向民众收取赋税时，故意用小斗；而在向民众放贷时，却故意用大斗，暗行德政于民，
收取民心。
从此，田氏深得民众爱戴，“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日益强盛。
田（孙)书即孙武的祖父，在景公朝官至大夫，后因景公赐姓孙氏，改姓名为孙书。
田（孙)书的儿子孙凭，即孙武的父亲，字起宗，在景公朝中为卿。
田无宇、田（孙)书、孙凭，祖孙三代同在朝中为官，且地位显赫，权倾一时。
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
孙武到了吴国，被伍子胥引荐给吴王阖闾，通过斩姬练兵，取得了吴王的赏识。
在伍子胥，孙武的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
吴王极为倚重二人，把他们两人视为左臂右膀。
吴王读过《孙子兵法》，也想深入讨论。
一天，吴王同孙武讨论起晋国的政事。
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大夫手中，将军认为哪个家族
能够强大起来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两家最先灭亡。
”“为什么呢？
”“根据他们的亩制，收取租赋以及士卒多寡，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
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
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
公家赋敛无度，人民转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又屡屡兴兵。
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
到哪家呢？
”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要轮到智氏了。
智氏家族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
也是五分抽一。
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
，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
”吴王继续追问：“智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孙武说：“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
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
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官兵众多，急功数战。
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
”孙武不等吴王再开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大不一样。
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
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历来不重。
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
苛政丧民，宽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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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献上了治国安民的良策。
吴王听了以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
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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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始计篇
齐魏马陵之战
越国灭吴国之战
王翦益兵定楚地
二 作战篇
晋楚城濮之战
草船借箭
三 谋攻篇
审时度势智挫晋谋
避其锐气智挫水师
挟此余威一书降燕
四 形篇
秦赵邯郸之战
以逸待劳疲楚败楚
先备后战力灭陈国
五 势篇
官渡之战
耿弁平定胶东
六 虚实篇
诸葛亮巧设空城计
“草人借箭”突进敌营
徐敬业兵败高邮
七 军争篇
魏吴东兴之战
潼关之战
避锐击惰胜敌军
八 九变篇
明送国宝实取江山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
萨尔浒之战
九 行军篇
贪小利赵国失五城
善察敌情取胜有望
十 地形篇
曹操奇袭塞北
利用地形克敌制胜
东晋灭南燕之战
十一 九地篇
项羽解巨鹿之围
李怨雪夜袭蔡州
失街亭
十二 火攻篇
赤壁之战
曹彬火烧水寨灭南唐
关云长水淹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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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用间篇
石勒用问胜王浚
良将李牧之死
陈平施行反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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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势形成之前。
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各地、州豪强官吏以镇压黄巾起义为名占据地盘，扩大、发展势力范
围，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这些割据势力之间连年争战，互相兼并，全国上下出现了军阀混战局面。
　　当时割据武装集团主要有：河北的袁绍、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
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等。
在这些割据武装势力中，袁绍与曹操的势力较强。
袁绍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人称“袁氏四世三公”（三公：是指当时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三个官
——太尉、司徒、司空，袁氏四代都做这三个官，故称四世三公）。
他是东汉末年官僚大地主的代表人物，在195年，袁绍经过几番征战，已经占有冀州、青州、并州、幽
州，是一股地广兵多、势力较强的割据力量。
　　曹操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
184年，他参加了镇压黄巾军起义，后升为西园新军的典军校尉。
他曾经参加反对董卓之战，并投靠于袁绍。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斗中，曹操组成并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与袁绍势力分离。
至196年，曹操已占有了兖州、豫州地区，成为黄河以南的一支较强的割据势力。
曹操与袁绍两大割据集团，到199年夏，大致形成了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
袁绍在击败了河北的公孙瓒后，就已将整个河北地区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为了进一步称霸中原，袁
绍准备南下与曹操决战。
当时，袁绍拥军十万，具有较强的实力；曹操不仅兵力不如袁绍众多，且南面有荆州刘表、江东的孙
策与他为敌，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曹操客观地分析了袁绍兵多但内部不团结，而且袁绍性格疑忌，骄傲轻敌，常常贻误有利战机，
决定以自己所能集中的近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
200年，袁、曹两军在官渡作战。
在这场战斗中，曹操善于捕捉战机，能够根据战场势态的发展灵活地变换战术，以正兵抵挡袁军的进
攻，以奇兵袭击袁军的屯粮库，烧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最后击败了袁
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199年，袁绍谋划南下进攻曹操的统治中心许昌。
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以为袁军与公孙瓒作战三年，军队已相当疲劳，应先“务农逸民”，休养
生息，以增强经济与军事力量。
他们主张暂时不急于攻打曹操。
但是，袁绍的另外两个谋士审配、郭图则力主马上出兵攻曹。
袁绍采纳了审配、郭图的意见，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陈兵黄河北岸，准备伺机渡河，同曹操决
战。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手下的一些部将为袁绍表面的优势所吓倒，认为袁军强不可
敌。
但曹操很了解袁绍，对将士们说，袁绍野心虽大，但缺少智谋，表面上气势汹汹，而实际上谋略不足
；他疑心重且忌人之能，兵虽多但组织指挥不明而且将帅骄傲、政令不一。
因此，战胜他是有把握的。
曹操的谋士苟或也分析了袁绍军队的情况，认为袁军内部不团结，将帅、谋士之间矛盾重重，并非坚
不可摧。
曹操与荀彧的分析，增强了曹军战胜袁军的信心。
曹操经过对敌我双方兵势情况的分析，决定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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