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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地方史文库（第2辑）：山东军事史》是《山东地方史研究丛书》之一种，《山东专史系
列》中的“军事史”卷。
立足于此，有些问题需要在书前作一些说明与界定。

　　其一，关于本书的性质定位。

　　山东是中国的一个省，山东地方史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地方性局部，山东历史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都必然与全国的大局形势紧密相连。
因此，首先立足于国家之大局，来审视山东，定位山东，国家全局在先，山东详情叙后，是本书立意
撰稿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其二，关于“军事”概念的界定。

　　时至近代、现代，人们常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概念相并立，且各有分界。
而在古代，当今意义上的“军事”概念则略显狭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者，礼也；戎者，兵也。
一礼一兵，就涵盖了古代国家大事的全部。
或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事，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全局，是头等大事。
这一定位，在近现代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就是说，在关键时期，“军事”或“战争”活动，在事实上
必然居于“统领全局”的地位。
《孙子兵法》又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这一论断实际是对古代“军事”概念之内涵的高度概括。
立足于此，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纶不可能游离于“军事”斗争之外，而必然是相互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
这一基本观点，是本书在内容把握上的基本立足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东军事史>>

书籍目录

《山东地方史文库》总序
序
前言
第一章 上古、夏商西周时期山东的军事斗争
一、兵家始祖--黄帝
（一）黄帝与炎帝之战
（二）黄帝与蚩尤之战
（三）《黄帝兵法》与黄帝的军事思想
二、商汤的征伐
（一）商汤伐夏桀之战
（二）商汤征伐的基本经验
三、“武祖”姜太公
（一）家世与生平
（二）辅周西伯“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三）辅佐武王观兵孟津，牧野伐纣
（四）《太公兵法》--《六韬》
（五）《太公兵法》--《三略》
（六）姜太公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四、周公东征
五、《周礼》与《军礼司马法》
（一）周公与《周礼》
（二）《周礼》的兵学内容
（三）《军礼司马法》
（四）今存《司马法》
第二章 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积累与兵学理论的形成
一、春秋前期的军事斗争
（一）齐鲁长勺之战与曹刿“论战
（二）展禽“以膏沐犒师
（三）晋楚城濮之战
（四）管仲与齐桓公
二、春秋中后期的“伐谋”“伐交”斗争
（一）晏婴“伐谋”：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二）司马穰苴治军：不战而退晋、燕之师
（三）孔子的军事思想
（四）子贡的外交战
（五）柳下跖奴隶起义
三、中国兵学奠基人--孙武
（一）孙武的家世与生平
（二）关于“《孙子》十三篇”
（三）“《孙子》十三篇”的逻辑结构与理论体系
（四）《孙子兵法》的精神实质
（五）《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山东兵家与战争
一、墨子与吴起
（一）墨子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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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国军事家吴起
二、孙膑
⋯⋯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山东军事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名相与兵学成就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山东战事
第七章 明清时期山东的军事斗争与兵学成就
第八章 晚清时期的山东军事斗争
第九章 民国前期的山东军事斗争
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军事斗争
第十一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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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夫种，即文种。
地户，言地之门户。
其时观星望气之学，以为天有门，地有户，王霸之气由是而现焉。
依上述叙载，不但范蠡、文种因观气而奔吴越，伍员之奔吴，亦缘于此。
由此似可推知，孙武之奔吴，大约也由此而起。
　　关于孙武奔吴的具体时间，当以孙武十七八岁至二十几岁为宜，即公元前520年前后。
而这一时间，大致正是司马穰苴发病而死之时，或许正是司马穰苴之死，促成了孙武之决心奔吴。
　　3.献书拜将　　孙武之初入吴国，并无立即求仕之意，而首先是隐居著书。
《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记日：　　孙子者，名武，吴人也。
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
　　孙武人吴，大约在吴王僚七至九年（前520-前518年）。
由于孙武隐避，世人很少知其来历，故赵晔也径书之为“吴人”。
明人冯梦龙编《东周列国志》，以孙武初到吴国，隐居于“罗浮山之东”。
冯氏系明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掌故十分熟悉，既编《东周列国志》，
对东周遗事更当有考究。
故冯氏所言，必当有据。
又据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四《山》，“罗浮山在县东十五里”，此“县”即吴兴郡长兴县，即今
浙江省湖州市。
又据该书所记，乌程伍林村有伍子胥宅，“昔子胥逃难筑室于此，旧基尚存”。
此村亦在今浙江省湖州市境内。
子胥已先期到吴，二人隐居之处如此接近，都具慧眼卓识，二人又自然成了知交。
　　伍子胥人吴后，为报父兄之仇，曾极力怂恿吴国伐楚。
但由于公子光（阖庐）的阻挠，未能成事。
子胥由是而看清了公子光的“内志”，乃向其进勇士专诸，并于吴王僚十二年（前515年）引发了“专
诸刺王僚”的宫廷政’变，公子光取代王僚，是为吴王阖庐。
　　阖庐当政，心情并未轻松多少。
王僚之子庆忌流亡在外，正招纳死士，以图反扑；王僚的两位胞弟掩余、烛庸在降楚后又分别受封于
楚，手中握有兵权，正虎视吴国。
阖庐如何能“稳坐高堂”？
阖庐有心伐楚，而所能用者，主要是伍员与伯豁。
此二人确有才智，特别是伍员，智深谋远，勇气过人，实为不可多得的帅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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