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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一个古代军事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
在几千年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战役难以数计，涌现的军事
家灿若群星，形成的兵书战策卷帙浩繁。
但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却并非是经过几千年才形成的，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奠定下来
了。
　　由于年代久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
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认真发掘、整理和考证之后，由文物出版社先后于1975年2月和7月分别
公开出版了普通本竹简《孙膑兵法》和线装大字本竹简《孙膑兵法》。
竹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经过整理的竹简364枚，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15篇，计11000余字。
这样，失传长达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历史上究竟有无孙膑其人?《孙膑兵法》究竟是否与《孙子兵法》是一部书?这件聚讼千年的历史疑案
，终于随着这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而涣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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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威王曰：“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
攻①其无备，出其不意。
”威王曰：“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子曰：“其阵无锋②也。
”威王曰：“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
”威王曰：“善哉③!言兵势不穷。
”    ①攻：原为“功”。
②锋：原为“逢”。
③哉：原为“*”。
    齐威王问道：“以一击十，有什么规律吗?”孙膑回答说：“有。
要在敌人没有防备时发起攻击，使其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齐威王问道：“地势平坦，卒伍整齐，一交锋却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孙膑回答说：“这是因
为阵势中没有选拔精锐的将士做前锋。
”齐威王问道：“要让士卒平时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说：“[将领]必须一贯
严守信用。
”齐威王说：“太好了!-你所谈的用兵方略，的确奥妙无穷。
”    田忌问孙子曰：“患兵者何也?困敌者何也?壁延①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
也?请问此六者有道乎?”孙子曰：“有。
患兵者地也，困敌者险也。
故曰，三里沮洳②将患军⋯⋯波浪将留大甲③。
故曰，患兵者地也，困敌者险也，壁延不得者*寒④也。
□⋯⋯奈何?”孙子曰：“鼓而坐之⑤，十而揄之。
”田忌曰：“行阵已定，动而令士必听，奈何?”孙子曰：“严而示⑥之利。
”    ①壁延：一说为“辟易”之音变，指退避的意思。
一说指壁垒沟堑。
壁，即城墙、壁垒。
延，指隧道，这里专指沟堑或护城河。
这里取后说。
②沮洳(jùrù)：指沼泽泥泞地带。
沮，原为“淄”。
③大甲：一说指全副武装、铠甲坚厚的土卒；一说指大部队；一说指兵车上的众多甲士。
这里取后说。
④*寒：一说借为渠幰，即渠瞻，亦称渠答，一种张在城上遮蔽矢石的设备。
一说渠答即蒺藜，古代用木或金属制成的障碍物，作战时布在地上以阻止敌人行进，因其形状像蒺藜
的果实，故名。
一说“*寒”应为“渠塞”，指沟渠隘塞。
这里取前说。
⑤鼓而坐之：击鼓诱敌但却令士卒坐阵不前。
⑥示：原为“视”，显示。
    田忌问孙膑说：“妨碍军队行动的是什么?能使敌人陷入困境的是什么?不能攻克壁垒沟堑的原因是
什么?丧失天时的原因是什么?丧失地利的原因是什么?丧失人心的原因是什么?请问解决这六个问题有什
么规律可循吗?”孙膑回答说：“有。
妨碍军队行动的是不利的地形，能陷敌于困境的是险关要隘。
所以说，方圆三里的沼泽泥泞地形就会给部队行动造成巨大的防碍，⋯⋯要涉水渡河，大批的战车甲
士则将被迫留下。
所以说，妨碍军队行动的是不利的地形，能陷敌于困境的是险关要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膑兵法新译>>

至于壁垒沟堑不能攻克，是因为上面布设有渠答等防御设施⋯⋯”[田忌问道：“]⋯⋯怎么办?”孙膑
回答说：“击鼓进军，却命令士卒坐阵不前，采用多种方法调动敌人[，诱使敌人主动出击]。
”田忌问道：“部队阵势的部署已经完成，要让士卒在行动时听从命令，应该怎么办呢?”孙膑回答说
：“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让士卒看到服从命令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      月    战    本篇论述了战争与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重
要观点。
但同时，作者又认为，战争胜负与日、月、星存在关系。
古人认为，月主阴，象征刑杀，所以用兵宜在月盛之时。
这显然是一种迷信说法。
这说明，孙膑虽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军事思想家，但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某些局限。
    篇题原写在本篇第一筒简背。
    孙子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战口口口人不单①。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②。
是以必付与而口战，不得已而后战。
故抚①时而战，不复使其众④。
无方⑤而战者，小胜以付层者也⑥。
”    ①战口口口人不单：此处可能是说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不是单一的。
②殃：原作“央”。
③抚：原为“号(掳)”，遵循。
④复：反复。
⑤无方：指没有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全部条件的辅助。
方，借为“旁”；旁，通“傍”，依、附的意思。
⑥付：通“附”。
磿(li)：同“历”。
此指天时方面的历数。
有比人更宝贵的了。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即使打了胜仗也会有祸患。
所以必须三方面的条件全部具备之后才出战，必须在不得不战的情况下才出战。
因此，顺应天时而战，就[可以一战而胜，从而]不需要反复使用自己的部队。
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而出战，[有时所以]岜获得小胜，那是因为得到了天时中历数的
帮助。
”      孙子曰：“十战而六胜，以星①也。
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
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
十战而九胜，月有⋯⋯[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②者也。
一单⋯⋯”    ①星：星德。
指借助于星德的有利条件。
以下“日”、“月”同。
    孙膑说：“十次作战六次取胜，是因为借助了星德的有利条件的缘故。
十次作战七次取胜，是因为借助了日德的有利条件的缘故。
十次作战八次取胜，是因为借助了月德的有利条件的缘故。
十次作战九次取胜，是因为月⋯⋯。
十次作②过：超过。
意谓将领善战的作用超过了“天时”的作用。
一说，“过”指过头，疑借为“祸”，是说多次获胜并不是好事。
这里取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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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十次取胜，是因为将领勇敢善战自身的作用超过以上诸德的缘故⋯⋯”  ⋯⋯，所不胜者也五，五
者有所壹，不胜。
故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将卒者①，有得将卒而不得舍②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③军杀将
者。
故得其道，则虽欲生不可得④也。
八十     ①得：俘获之意。
将卒：低级军官。
②舍：营舍。
③覆：原为“复”。
④虽欲生不可得：这里是指敌人而言。
    口地口口用方，迎陵而阵用*①，险口口口用圜②，交易武退用兵③，口口阵临用方，⋯⋯翼，凡战
接厝用喙锋④，囚险解谷⑤以口远，草驵莎茶以阳削⑥，战胜而阵以奋国。
而⋯⋯为隈以山肤⑦，榛弗以逶迤⑧，便罢以雁行，险厄以杂管⑨，还退以蓬错⑩，绕山林以曲次⑾
，袭国邑以水则⑿，辨夜退以明简⒀，夜警以传节⒁，厝人内寇以棺士⒂，遇短兵以必舆⒃，火输积
以车，阵刃以银行，阵少卒以合杂。
    ①刦(kui)：分割，分散。
②圜：环形防御，即圆阵。
③武退用兵：疑“兵”字前遗一“轻”字，即击退败走之敌用轻装部队。
④凡：原作“泛”。
“泛，’借为“泛”，“泛’’又“凡”之借也。
厝：交错。
喙：此处指前锋部队。
⑤囚险解谷：制敌于险隘之中，要开放谷口，把敌人引出来消灭。
⑥驵(ze)：同“苴”，生长繁茂的杂草。
莎：原作“沙”，莎草。
荼：营茅花。
此外泛指杂草。
莎荼，底本认为应作“沙途”。
阳削：诈设旌旗以迷惑敌人。
削，借为“旅”。
⑦隈：原作“畏”，山岭弯曲处。
肤(qu)：同“陆”，一种环形阵。
⑧榛弗：原作“秦怫”，即丛生的灌木杂草。
逶迤：原作“委施”。
⑨杂管：以不同的兵器兵种来控制。
一说指阵名。
⑩蓬错：隐蔽交错。
一说指阵名。
⑾曲次：部队的先后次序。
一说指阵名。
⑿水则：水的规律。
⒀明简：以简书传达命令。
⒁警：原作“敬”。
节：符节一类通行凭证。
⒂厝入：突入。
棺士：疑即材士，汉称材官，即武艺高强之士。
⒃必舆：密列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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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借为“汲”，铺满，即依次排列。
    在⋯⋯地作战要用方阵对付敌人，面对山陵布兵要用到阵对付敌人，[在危险情况下作战要用]圆阵
对付敌人。
在平地作战，打击败退之敌要用轻兵。
⋯⋯敌人居高临下时，要从侧翼攻击它。
任何情况下作战，都要首先用前锋部队与敌人交战。
制敌于险隘之地时，要放开谷口，引诱敌人脱离险要再加以歼灭。
在茅草荆棘丛生之地作战要诈设旗帜[，以迷惑敌人]。
战胜敌人之后要严整军容，以振国威。
[通过]山岭弯曲之处时要保持一种环形阵势，通过草木荆棘丛生之地时要[蜿蜒曲折地前进并]保持一
种连续不断的队形，疲惫敌人要将兵力作梯次布置，扼守险阻时要配置不同的兵器和兵种，撤退时要
隐蔽交错地进行，经过山林之地时要依次行进，攻打敌人都邑时要像大水那样汹涌不可阻挡，夜间撤
退时要用书写好的简书传达命令，夜间进行警戒时要严格查验符节，突击敌阵时要用武艺高强的士卒
，与敌人短兵相接时要充分发挥战车的作用，焚烧敌人的运输物资时要用车辆前去放火，想使阵势锋
利就要用锥行阵，兵员不足时要集中兵力布阵。
    [将    德]①    [原文及注释]    ⋯⋯赤子，爱之若狡童②，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③，将军⋯⋯    ⋯
⋯不失，将军之智也。
不轻寡④，不劫于敌⑤，慎终若始⑥，将军⋯⋯    ⋯⋯而不御，君令不入军门⑦，将军之恒也。
入军⋯⋯    ⋯⋯将不两生，军不两存，将军之⋯⋯    ⋯⋯口将军之惠也。
赏不逾⑧日，罚不还⑨面，不维其人⑩不何⋯⋯    ⋯⋯外辰⑾，此将军之德也。
    ①[将德]：篇题为竹筒整理小组所加。
本篇提出了将帅应具备爱护，卒、不轻敌、能排除国君干扰和赏罚及时等品质。
由于残缺严重，本篇内，很不完整，简文排列次序也难以确定。
②狡童：面目狡好的幼童。
③土芥：指尘土与草芥。
芥，原为“盖”，《校理》认为系“塭”之借；*，尘也，亦作竭。
④轻寡：因敌人少而轻视它。
轻，原为“陉”。
⑤劫于敌：为敌人所困。
劫，原为“渤”。
⑥慎终若始：在事情将要结束时仍像刚开始那样的谨慎。
 ⑦君令不入军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
⑧逾：原为“榆”。
⑨还：原为“震”。
《校理》认为“震”应释“旋”。
⑩不维其人：不考虑他是什么人。
维，思维、考虑。
 ⑩辰：北极。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将  败    [原文及注释]    将败①    将败：一日不能而自能。
二曰骄。
三日贪于位。
四日贪于财。
[五日]口。
六曰轻。
七日迟。
八日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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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勇而弱。
十曰寡信。
十一[曰]⋯·十四日寡决。
十五日缓。
十六日怠。
十七曰口。
十八曰贼②。
十九曰自私。
廿曰自乱3。
多败者多失。
    ①将败：篇题原单独写在一简上。
本篇列举了将帅品质上存在的能够导致失败的种种缺点。
②贼：原为“咸(成)”，残暴。
③自乱：甲朝令夕改而自己导致的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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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我国是一个古代军事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
在几千年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战役难以数计，涌现的军事
家灿若群星，形成的兵书战策卷帙浩繁。
但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却并非是经过几千年才形成的，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奠定下来
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列国纷争，战事频繁，但学术文化却十分发达，甚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而兵家则正是当时各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
当时著名的兵家人物，自然应当首推孙武，其下则有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人。
孙武的后人孙膑，又称齐孙子，《史记》有传，列于孙武之后。
《史记》的传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
与乃祖孙武相比，孙膑的生平似更富传奇色彩。
据说，他曾与庞涓一起向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鬼谷子学习兵法。
在学习期间，他由于得到了乃祖孙武的真传，又加天赋过人，故而才能高于庞涓，庞涓深忌之。
后庞涓去魏国当了将军，便将孙膑诳至自己门下，诬以罪名，“断其两足而黥之”，企图使孙膑从此
隐姓埋名，无法现身于世。
面对庞涓的残害，孙膑只好忍耻佯狂，借以麻痹庞涓。
后来，他借齐国使者来到大梁之机，暗地里说服齐使，将其偷偷地载运回齐国，并介绍给齐国大将田
忌，从而成为田忌的门客。
    回到齐国之后，孙膑的过人才能终于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
他先以运筹之术帮助田忌在赛马场上赢得千金，使得田忌对他刮目相看，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得为
军师；后又在救赵(桂陵之战)、救韩(马陵之战)过程中，相继用围魏救赵之计和退兵减灶之计两败庞
涓，迫其自杀，并俘虏魏太子申，从而威震诸侯，“名显天下”，使齐国走上了强大之路。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齐威王、宣王用孙子(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就是对他的历史作用的一种肯定。
    作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家，孙膑与孙武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吴起齐名，世称“孙吴”。
孙武因从齐国奔吴并在那里建功立业，人们习惯上称他为“吴孙子”。
孙膑因助田忌两败魏军，并且终老于齐，人们习惯上称他为“齐孙子”。
孙武的兵法著作，人们一般称为《孙子兵法》，有时也称为《吴孙子》；孙膑的兵法著作，人们一般
称为《孙膑兵法》，有时也称为《齐孙子》。
可惜的是，《孙膑兵法》没有能够像《孙子兵法》那样，代代相继地流传下来，而是大约在东汉末年
即已佚失，并且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即不见于历代著录。
一部杰出军事家的著名兵书，就这样失传了，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怀疑和猜测，所以从宋代
以至近世，中外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甚至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孙膑其人，所谓的孙膑其实即是孙武，而所谓的《孙膑兵法》其实也
就是《孙子兵法》。
然而，历史好像是故意要和人们开一个大大的玩笑：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同时出
土了抄写在竹简上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当时就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由于年代久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
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认真发掘、整理和考证之后，由文物出版社先后于1975年2月和7月分别
公开出版了普通本竹简《孙膑兵法》和线装大字本竹简《孙膑兵法》。
竹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经过整理的竹简364枚，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15篇，计11000余字。
这样，失传长达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历史上究竟有无孙膑其人?《孙膑兵法》究竟是否与《孙子兵法》是一部书?这件聚讼千年的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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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随着这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而涣然冰释!    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1975年整理出版
的竹简本《孙膑兵法》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
有的学者提出，1975年版《孙膑兵法》下编15篇，不像是《孙膑兵法》的内容，而应是其他兵法著作
的佚文。
如张震泽在《孙膑兵法校理》一书的《例言》中就曾说：“文物出版社本《孙膑兵法》，共三十篇，
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十五篇，各记‘孙子曰’或‘威王曰’，可称为‘《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无此等字样，
似非孙膑之书，而应别题书名，作为附编。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很快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所以，文物出版社遂于1985年又重新校订、出版了新版大字本《孙膑兵法》。
这次出版的《孙膑兵法》，删下编15篇，上编在原有15篇的基础上增《五教法》而成16篇。
此后，绝大多数学者在整理、研究和校注《孙膑兵法》时，均以此一版本为依据。
我们这次重新注译这一名著时，同样是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大
字本《孙膑兵法》为依据的，但考虑到被删掉的后15篇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所以仍以“银雀山
汉墓竹简兵法佚文”之名，略加注释，附于书后，并同时将其摹本也收入书中，以供古代兵法爱好者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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