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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掌握了科学，运用科学就像使用杠杆去撬动物体那么简单。
要成功自如地运用孙子兵法，掌握孙子兵法的科学性是先决条件。
因此，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孙子兵法的科学性内容有哪些？
下面谈最根本的三点：（1）孙子的模拟创造思维；（2）孙子的转化创造思维；（3）关于人际关系中
如何运用孙子兵法的问题。
　　孙子的模拟创造思维。
有两个生活中可见的事例值得特别提出来，它们是孙子进行模拟创造思维的典型事例：一是吴越人同
舟共济；二是用秤杆子称物体重量。
　　任务是用兵形去抗击敌人，那么，如何创造兵形呢？
方法是模拟河中航行的人力双桨木船。
孙子在《九地》篇中讲，在遇风的条件下，纵是相互仇恨的吴国人和越国人在船上也能“相救如左右
手”。
兵形在地上流动，如果也能像船在河中航行那样的话，那么兵形内的官兵就会一致奋勇向敌。
《九地》篇全文讲如何构造像船的兵形以及如何驾驶这样的兵形出港同敌作战。
当我们这样理解时，《九地》就是一篇内容完备的兵法知识，它由造船、开船的科技知识通过模拟创
造影射得来，全文的科学性也就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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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总结军事规律的著作，它叙述的一般原理．对政治、外交、经济、企业管理
亦有启示意义，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国际都出现过《孙子兵法》与多学科应用的研究热
。
本书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逻辑思维来注释孙子兵法，分析概括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独辟蹊径解读孙
子兵法所蕴含的科学思想．试图将孙子兵法科学化．大众化、实用化。
为了让读者迅速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提出了客观对象、认知活动、创造活动、破坏力、形、势、地
、天等一系列用于联系实际的概念。
本书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每一篇皆分若干话题进行有理有据、生动形象的论述性解读。
作者对孙子兵法的解读自成一派，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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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导言  一、孙子兵法的强大启示功能  二、几个问题  三、相关思想内容介绍  四、运用孙子
兵法的关键点  五、本书科学解读的目的  六、孙子十三篇同形的关系第二章 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哲
学基础  一、客观对象和知识  二、人在生存堆内的活动及获得的知识  三、用创新活动来维护生存堆内
的秩序  四、地  五、天  六、形  七、势  八、创新力量——形在地、天中流动  九、成就力与破坏力  十
、改善生存堆内秩序的任务  十一、生存堆之战  十二、潜伏知识和浮出知识第三章 《计》篇  一、《
计》篇之“地”、“天”、“道”  二、地的作用  三、《计》篇之“势”  四、孙子讲的“计”是什么
？
   五、孙子不同寻常的“未战庙算”  六、《计》篇的潜伏知识和浮出知识  七、《计》篇赏析第四章 
《作战》篇  一、孙子《作战》篇中的“三个事实”  二、宋襄公泓水一战违背“兵闻拙速，未睹巧之
久”  三、“军食可足”中的“军食”之义  四、“因粮于敌”和“务食于敌”中的“敌”有别  五、从
“兵久”造成的直接后果看军队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六、孙子注重创新知识和勇敢行动  七、从另一个
角度说说“兵贵胜，不贵久”  ⋯⋯第五章 《谋攻》篇第六章 《形》篇第七章 《势》篇第八章 《虚实
》篇第九章 《军争》篇第十章 《九变》篇第十一章 《行军》篇第十二章 《地形》篇第十三章 《九地
》篇第十四章 《火攻》篇第十五章 《间》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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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六、孙子十三篇同形的关系　　既然认为形是孙子兵法的研究对象，那么在对孙
子兵法进行科学解读前就应当清楚孙子十三篇各篇同形的关系。
由于形内是一些客观对象，且形的任务是在生存堆内流动并寻机同敌人交战，显然，抓住各篇所涉及
的客观对象就是理解十三篇与形的关系的一把钥匙。
以下是一些有关此方面内容的介绍。
　　《计》篇。
有多少民众被发动出来参加战争？
参加的民众又有多英勇？
《计》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回答前一问题；“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则回答后一问
题。
这是预测参与战争的民众客观对象的数量和质量。
地和天，是国家生存堆内两个无限大的客观对象。
将帅是驱动兵形变化的指挥者。
法则是将帅用来组织民众、构建兵形不可少的意志表示。
因此，审视道、天、地、将、法五者可以预测到国家生存堆内所呼出的总兵形情况。
两国交战，双方不可能也决不会把这样的总兵形开出去决战一次了事。
而是像打雪仗那样，双方都从总兵形中抓一把客观对象形成分兵形向对方掷出，让这个分兵形肩负着
抵抗敌军的任务并在地天一定区域内流动着。
这个分兵形，就是《计》篇中讲的“权”，是“因利”创制出来的“权(秤锤)”，就像雪仗中见到有
利时机抛掷出的雪团，它有势，起制约对方的作用。
这个捏雪团、抛掷雪团的人就是将帅。
总而言之，《计》篇是看国家生存堆能呼出的总兵形内部客观对象总数及其所载荷的势如何得到运用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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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略国学之精髓、融通民族之文化、汲取先人之经验绵延千年的兵家韬略、“智战”时代的营养
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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