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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书局是百年老店（准确地说，是创办93年的老店），金字招牌，整理印行古籍，堪称海内第
一。
当年，还是中学生的我，每次坐103路无轨电车，路过它和商务印书馆共享的那座办公楼，都要回头留
恋地张望，感到神秘和羡慕。
万万想不到的是，后来我能在这裹出书，不是一种，而是好几种。
现在，我终于可以说，我是它的老读者，也是它的老作者。
我很自豪。
　　本书是由我的两本旧作合编而成，一本是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的《吴孙子发微》，原来是收入《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孙子）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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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像《孙子兵法》这样享受世界，留下永久魅力的书卻恐怕不多。
国外有些军事学家封《孙子兵法》推崇僃至，例如英国戰略家哈特就忍为它不僅在思想深度上超过了
一向为西方稱道的近代著名军事学家克勞塞维茨，而且其重要性隨着毁滅性核武器的发展正现得日益
突出。
有些企业家和商人也很懂得“活学活用”，竟直接搬用《孙子兵法》来管理工人，做生意——如同在
戰场作战一样，其评化價之高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感到驚讶。
    《孙子兵法》十三篇祇有“五千言“（今本约6000字），但令人回味无窮。
大概它也像许多古典名作一样具有一种诱惑人类想象的”朦胧美”吧？
年代愈久，人们的发现也愈多愈奇。
然而自歷中文獻学的角度，我们却不能把它视为没有“達诂”的放诗作，而只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即
从一定的歷史背景去认识它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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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生於一九四八年，祖籍山西武鄉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七七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舆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一九七九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徒张政烺先作周铜器研究。
一九八二年华業，獲歷史学碩士学位。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澧西隊徒事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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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零教授长期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著有《长沙子弹库戰国楚帛书研究》、放虎歸山
》、《中国方術（正）考》、《中国方術绩考》、《（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郭
店札简校讀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讀记》、《简帛文献兴学的術源流》、《花间一壶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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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军争第七　　“军争”，指两军争夺会战的先机之利，即先敌到达会战地点，取得作战的有利条
件。
　　作者认为，在战争全过程中，军争难度最大，包含许多矛盾。
如你要先敌到达，从表面上看似乎以抄近道为最便捷，但抄近道会暴露意图，遭敌阻截；你要携带全
部辎重争利就会赶不上，但没有辎重军队也无法生存。
此外，还有像如何照顾行军动作的协调一致，如何保持士气、心理、体力上的优势，以及如何防敌有
诈等等，往往很难处理。
正是注意到这些矛盾，所以作者认为“军争之法”应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③。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为利，（众）［军]争为危（二）。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⑨。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三），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
地利。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①（五）。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民］之耳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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