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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孙子兵法》这个名字，它的许多军事格言大家都能背、也能随口说出来，什么“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实而击虚”等等等等。
最为厉害的是，我们甚至把《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也等同起来，一些阴损的招数好像都出自《
孙子兵法》，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三十六计走为上”、“上屋抽梯”、“美人计’’等
等等等，好像都是从《孙子兵法》那里出来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是说明《孙子兵法》的名头特别大，把中国所有的计谋都往它的名下归。
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也是模糊的。
《孙子兵法》是讲诡道，“兵者，诡道也”，但是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假如我们把《孙子兵法》跟《三十六计》完全等同起来的话，那么就会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呢?《孙子
兵法》无非是些小人的伎俩，而不是君子的哲学，这表面上是推崇《孙子兵法》，实际上是降低了《
孙子兵法》，降低了《孙子兵法》的价值。
    那么，《孙子兵法》作为一个兵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完整的体系。
《孙子兵法》它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从哲理的层面，用哲学理性精神，来观察战争现象，探讨和揭
示战争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具体方法。
这个书篇幅不大，只有五千九百多个字，它自己本身有个逻辑体系，全书十三篇，多一篇少一篇都是
不行的。
它是经过严格学术剪裁的一种东西。
你看它第一篇是《计篇》，打仗之前要算，那么《计》就放在第一篇；第二篇是《作战篇》，这个作
战不是现在的作战，而是准备战争，你看算好了他就要准备了。
当然准备充分的时候，它要谋，要谋攻，后面你看它《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
、《九变篇》都是讲一些具体的作战的要领，那么再后面它又是讲地形、行军、火攻等等，一些具体
的战术问题，就更细化了。
到最后一篇是用间，因为孙子兵法特别重视“知彼知已”，用间，用间谍么，要了解情况，掌握情报
，又围了个圆圈，又转回来了。
中国的文化就是个大圆圈，老是在循环，但是每次循环都是否定之否定，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发展和升
华，《孙子兵法》本身它有个内在的逻辑体系。
我们今天按现代军事学的体系来分析的话，《孙子兵法》至少包含四个层次：第一个是它的战争观念
。
一个军事家，一个军事思想家，他首先对战争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是肯定战争，还是否定战争，战
争与政治的关系怎么样，战争与民心向背的情况又怎么样，与胜负又有什么关系，战争要不要区别性
质，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它必须要有个基本的看法。
孙子的战争观，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慎战”，谨慎地对待战争。
他既不否定战争，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国家要统一嘛，还得打仗才能
完成统一，所以他不否定战争；但是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把战争看成是最好的包医百病的良方，
这是孙子对战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这是他的战争观，简单地说就是慎战思想。
    第二个层次是他的战略思想。
第一个他是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就是说追求万全，追求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第；个他的战略思想里面非常突出的，是提倡先发制人，他认为，打仗不能被动挨打，必须自己主
动进攻；第三个他认为战争应该速战速决，要进攻进攻再进攻，以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战果，实现
战争的目标。
这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一个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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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朴民，男，1958年8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
1978年至1988年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军事史、两汉儒学史。
撰有《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董仲舒与新儒学》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正在研究的项目有《中国历代统一战略》、《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发展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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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孙子兵法》新读（代序）算得高明 骗得巧妙——大话《计篇》快刀斩乱麻——大话《作战篇》用兵
斗智不斗多——大话《谋攻篇》杀鸡用牛刀——大话《形篇》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天——大话《势篇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大话《虚实篇》游戏何必讲规则——大话《军争篇)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大话《九变篇》四两拨千斤——大话《行军篇》时来天地共努力——大话《地形篇》置之死地然后生
——大话《九地篇》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大话《火攻篇》请君入瓮——大话《用间篇》附：《孙
子兵法》原文与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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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差别大多了，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窍门
不同”。
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
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
《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不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
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权旁枝，支派衍流。
这种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
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
它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算计胜负，不如
说是碰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
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
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的“兵阴阳家”，俨
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
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们来说
，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对人们的这种无知愚昧，可以悲悯，但却无法改变。
      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
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
赤壁一场大火，烧得数十万曹军人仰马翻，狼狈北窜，烧得一代英雄曹孟德横槊赋诗、一吞天下的雄
心灰飞烟灭，也烧出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
可是正如西方近代一位政治家所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有的
只是永久的利益。
原先为抗曹而形成的孙、刘联盟，随着战后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并无
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瓦解。
这中间的关键，就是荆州的归属。
刘备方面是久“借”不还，坚决赖账；东吴方面则是志在必得，寸土不让，冲突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彼
此翻脸、大打出手。
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毒辣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
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
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
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
“万人敌”的关羽主力。
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孙子是聪明人，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其仰着脖子眼干巴
巴等待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如脚踏实地去争得属于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本篇中他更注重从实际出发，立足于高明的作战指导，心无旁骛通过战场上一刀一枪去争取
胜利。
当然，这种胜利的出发点也完全建立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认识基础之上，即所谓“以
破求全”；而不是逞血气之勇，鲁莽行事，打“舍命仗”，打“糊涂仗”。
这显然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与前一个层次相比，它更具有可操作性，不是花拳绣
腿，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辣功夫。
    如果说，实现高层次的“全胜”的基本途径是“伐谋”(跟敌人拼智慧、斗计谋，让对手甘拜下风)
和“伐交”(向敌人显实力、展威风，让对手知难而退)，那么，实现这一层次的“全胜”的主要手段
便是“伐兵”(在野外旷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在没有其他招术的情况下也不排斥“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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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伐兵”与“攻城”，绝不是鲁莽进攻，死打硬拼，而是依靠智谋奇计，开动脑筋，胜得
巧，胜得妙，同样立足于对战争效果的积极追求。
为此，孙子他在本篇中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运用方针：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
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分割敌人，兵力与敌人相当就要努力抗击敌
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设法摆脱敌人，实力弱于敌人就要努力避免决战。
总之，是要根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根本原则，针对敌我兵力对比不同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
术，“分别主客，指画攻守”，迫使敌人在我的凌厉打击下丧失抵抗的意志，乖乖地摇白旗投降。
    《孙子兵法》十三篇，篇篇围绕作战指导这个核心问题而立论，而《虚实篇》则是其中最为精彩的
一篇。
唐太宗李世民的意见可以作证(算是“扯虎皮作大旗”吧)，他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
篇，无出《虚实》。
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    李世民是何等人物，作为雄才大略、用兵如神的旷世大帝，能有几个古人入他的法眼。
可在孙子面前，他变得相当虚心，说了大实话，给《虚实篇》以一个崇高但又准确的定位。
而细读本篇，我们可以发现它也的确当得起李世民的称颂；孙子对“虚”“实”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
和把握，毫无疑义已进入了出神人化的境界。
既讲清楚了“虚实”的核心，又说明白了运用“虚实”的手段，还解释透了转化“虚实”的条件，可
谓是包举无遗，剔精抉微。
    说了半天的“虚实”，那么“虚实”究竟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所谓“虚实”，是一个重要的兵学范
畴。
它的含义十分广泛，一般而言，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
“虚”指的是兵力分散而薄弱，“实”指的是兵力集中而强大。
表现在具体军情上，大凡怯、饥、乱、劳、寡、不虞、羸弱为“虚”，勇、饱、治、逸、众、有备、
强盛为“实”。
总之凡是构成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各种因素，譬如兵力的大小、优劣、众寡、强弱、分合，部队的劳逸
、饥饱、治乱、懈备，部署上的疏密、坚瑕，兵势上的锐钝，士气上的高低，心理上的勇怯，行迹上
的真伪，处境上的安危，地形上的险易，等等，统统属于“虚实”的范畴。
掌握得是否得当，运用得是否高明，转化得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
显而易见，避实击虚是作战指导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无怪乎，孙子对它如此重视，要用专篇来阐发
这个问题了。
    如果抛开“虚实”的种种枝节不谈，单刀直人，探讨它的核心宗旨之所在，则可以这么理解，它讲
的是如何夺取用兵打仗的主动权。
所谓主动权，其实便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它是军队的命脉之所系。
在战场上，谁失去了行动自由，让对手束缚住了手脚，进退不得，攻守无措，谁也就是“孔夫子搬家
——尽是书(输)”。
孙子对这层道理自有深刻的领悟，并用简洁洗练的一句话，概括揭示了牢牢掌控主动权的不朽命题：
“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可别小觑了这句平平常常的话，这可是孙子制胜之道的灵魂和精髓，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得好
，“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知道“虚实”，目的是为了转化和运用
“虚实”，而转化和运用“虚实”，在于要找到走得通的途径，拥有管上用的手段。
孙子认为，这手段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万变不离其宗，一句话“避实而击虚”。
要打赢仗，窍门是让自己处于“实”而让对手据于“虚”。
正如《管子·兵法》所讲的，善于指挥打仗的统帅，总能让对手处于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就像双脚
踩在虚空当中，全身上下使不出一点劲；就像同影子搏斗，忙活半天全是白费力气。
    孙子对待和处理“利害”关系的辩证方法，是“杂于利害”。
“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这是事物的两分法，再高明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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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醒战争指导者在从事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
盘的了解，有互补的体会，有巧妙的转换。
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酿得百花
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空欢喜一场。
而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得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有所作为，
“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成为“扶不起的刘阿斗”。
所以，孙子认为要追求功利，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前提是要解决“功利”的界定和衡估问题，而要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看你是否拥有“杂于利害”的哲学智慧，有了，便可灵活机变，牢牢掌握战争的
主动权，便可在复杂激烈的战争冲突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否则，出路只有一条，即“让人给卖了，还替人家数钱”，一败涂地还没有任何人同情你。
    孙子讲“杂于利害”，除了辩证看待利害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意思，这就是怎样正确处理眼前利
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利有大利，有小利，有眼前之利，有长远之利，这是根本与枝节，实质与表面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成熟战争指导者，不能见了利便热血贲张，直奔主题，而应该先分清它的主次
本末，再作主张。
总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只有设法加以避免，才算是取得了谈战略、论战
法的进门资格。
    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里讲的正是争取掌握长远之利、根本之利的问题。
有的战争，从表面战果统计来衡量，算是打胜了，可是在胜利表象的背后，蕴育着新的危机，留下了
无穷的后患：“杀敌一万，自伤三千”，师老民疲，祸不旋踵。
所以孙子“杂于利害”的观点启迪所有战争指导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要统一起来，两者发生冲突
时，必须以长远利益为归宿，枝节服从根本，短期服从长期，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局，战术服
从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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