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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
地位及深远的影响。
2500多年过去了，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退色，反而愈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
孙武的先祖是陈国的公子完。
公子完是陈厉公之子，他为躲避陈国的宫廷动乱，逃奔到齐国。
齐桓公对他很是赏识，想任命他为卿，公子完坚辞不就，齐桓公就任命他做了工正。
公子完来自陈国，于是就取了一个与“陈”谐音的“田”字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田完。
齐国贵族懿仲想把女儿嫁给田完，请人占卜，占辞说：“是谓凤凰于蜚，和鸣锵锵。
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于京。
”意思是说田完是有妫氏(虞舜)的后裔，其家族将在姜姓齐国繁衍生息。
田完的第五代将开始兴盛，一直会做到齐国的正卿(地位最高的大臣)，到了第八代以后，就没有人能
比得上其地位和权势了(意思是做国君)。
田完的第五代田须无(田文子)，果然做于齐国的大夫。
第六代田无宇(田桓子)，因其勇武有力，深得齐庄公宠爱，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田无宇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田书(一说为田开)，一个叫田乞(田鳌子)。
田书可能是庶出，因而其家族的继承人是其弟田乞。
田乞收取赋税的时候用小斗，向民众借粟的时候却用大斗。
这种施惠于民的法子很见成效，老百姓都非常拥护田氏。
当时齐国大臣晏婴曾私下对晋国大臣叔向说，民众对田氏“归之如流水”，“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
矣”。
田乞又非常善于调节家族内部的关系，因此田氏一族非常强大，成为齐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公元前489年，田乞、鲍牧等人率其族众攻打齐国公室，杀了执政大臣高昭子，赶走了齐国国君晏孺子
，立公子阳生为国君(齐悼公)，田乞做了国相，位居正卿，成为齐国的权臣。
田氏的第八代田常(田成子)，继续采用其父的发展战略，势力更加强大。
公元前481年5月，田常杀了齐简公，立公子骜为君(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独掌齐国大权，田氏家
族成为齐国最有权势的家族。
公元前523年，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并赐给他乐安(今山东惠民)作为封邑。
从此田书一族就从田氏家族中分了出来，另立门户，以孙为姓氏。
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军事世家里。
孙武的青年时代，正是田氏家族与国、高、鲍等齐国世家大族激烈斗争的时代。
当时以田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还处于弱势，孙武的同宗，著名军事家田穰苴就因受到
三族的诬陷，发疾而死。
政治斗争的残酷，迫使孙武作出了一个决定——弃齐奔吴，躲开这个是非之地。
　　吴国，地处太湖流域，相传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所建，周武王时，国君被正式册封为诸侯。
吴国位居长江下游，富有渔盐之利，春秋末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时，晋国实行“联吴抗楚”战略，派申公巫臣把中原先进的军事技术传授给吴国。
“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因此吴国的军事实力也迅速增强，一跃而成为军事
强国。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发动政变，用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做了吴国国君，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
阖闾。
吴王阖间胸怀大志，为了称霸大业，广泛搜罗人才，经伍子胥推荐，亲自到孙武所住的馆舍拜访孙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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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献上自己所著的兵法十三篇，每陈一篇，吴王无不称善。
但对于吴王阖间而言，他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而是在战场上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
的军事统帅。
阖闾想知道，孙武在军事理论上有这么高深的造诣，实际训练与指挥水平究竟如何。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他提出让孙武操练一下宫中的美女。
孙武把180名宫女分成左右二队，并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分别担任左右二队的队长。
孙武把操练要领、军中规定都向她们细细作了说明，然后开始登台操练。
这些宫女们平时养尊处优，认为操练不过是一场好玩的游戏，孙武所颁布的那些军令，只不过是吓唬
吓唬她们，根本不敢来真格的，谁也没有当回事儿。
孙武擂起战鼓，发出向右的命令，这些宫女们哄然大笑。
孙武把要领与军令向她们反复作了说明，然后擂起战鼓，发出向左的命令，这些宫女们仍然是大笑不
止。
孙武不顾吴王的恳求，毅然按照军法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
然后重新任命了队长，击鼓操练。
这一下，宫女们的动作无不整齐划一，中规中矩，再也听不到嬉笑声了。
素来娇弱散漫的宫女硬是被孙武训练成了一支钢铁之师、威武之师。
吴王了解了孙武的统兵才能，于是任命他做了吴将。
公元前512年，吴王急于破楚，成就霸业，孙武以为“民劳，未可”，协助吴王休养民力，整修军事。
然后派出三支军队，轮番袭楚、扰楚、疲楚，楚国军队疲于奔命，深以为患。
公元前506年9月，吴王亲率大军攻楚。
在孙武的运筹，下，吴军沿淮河西上，然后从淮河平原南下，联合蔡、唐两国之军，行军千里，越过
大别三关，出其不意地在楚国东北方向袭其侧背，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大败楚军。
吴军乘胜追击，在清发水(今湖北安陆的浸水)又予楚军以重创。
接着又在雍滋击败楚国援军，全歼楚军主力。
然后，吴军兵分三路，以精兵直捣楚都。
11月28日，吴军攻占郢都。
吴军破楚之战，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也是史上明文记载的孙武参与指挥的唯
一一次战役，孙武能够“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
此役之后，史上再也没有关于孙武事迹的明确记载。
　　二　　《孙子兵法》草创于春秋末年，约定型于战国中期。
战国末年，《孙子兵法》已广为流行。
《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吕氏春秋·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西汉时期曾经对兵书做过三次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
一次是在高帝时由张良、韩信主持，一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杨仆主持，一次是在成帝时由步兵校尉任
宏主持。
毫无疑问，在这几次活动中，《孙子兵法》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整理，这对《孙子兵法》的流传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东汉末年，曹操著《孙子略解》，开了注释《孙子兵法》的先河。
南北朝以后，《孙子兵法》更受到广泛重视，被尊为“兵经”。
唐玄宗时以《孙子兵法》选拔武举和将帅。
北宋元封年间，官方颁布《武经七书》，《孙子兵法》被钦定为武学教材，成为武举考试策论命题的
依据，此风一直沿袭到明清。
《孙子兵法》在8世纪就流传到国外，唐玄宗时日本学者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后，于735年将《孙子
兵法》等书带回日本，此后，《孙子兵法》在日本作为兵家秘籍得到保存和传承。
日本兵家和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十分活跃，名家辈出，著作如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1772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孙子兵法》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开启了《孙子兵法》向西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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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先河。
1905年，第一个英译本《孙子兵法》在日本东京出版。
1910年，德国的布鲁诺‘纳瓦拉首先把《孙子兵法》译成德文。
1943年，俄译本《孙子兵法》问世。
除此之外，《孙子兵法》还有朝鲜文、越南文、泰国文、缅甸文、马来西亚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
、意大利文、捷克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希腊文等不同文字的译文，深受
世界人民的喜爱。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就广受赞誉，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的执牛耳之作，在我国古代军事
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李世民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杜牧说：“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
其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
。
”苏轼说：“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
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
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
”刘寅说：“不有大智，其何能谋？
不有深谋，其何能将？
不有良将，其何能兵？
不有锐兵，其何能武？
不有武备，其何能国？
欲有智而多谋，善将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备武而守国，舍是书何以哉！
”诸家之评，又以明轼茅元仪最为精要：“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
能遗孙子。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着崇高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现代战争的作战形式与古代战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孙子兵法》的基本理论非但没有过时，
反而更加受到重视。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说：“《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
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
《孙子兵法》是有关战争指导的智慧之结晶。
历数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家，只有克劳塞维茨堪与孙子伦比。
然而他的著作时代局限性大，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过时，尽管他是在孙子之后二千多年写的。
相比之下，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
”英国文学家布劳说：“《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但是书里面所载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
”美国学者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 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相媲美。
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日本学者会田雄次说：“《孙子》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类生存的竞争社会之本质的兵书。
⋯⋯《孙子》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是以从深刻洞察人类心理而获取的智慧为基础的。
人类的心理从古到今是不变的，因此，《孙子》的学说，在人与人、人的群体与人的群体之间所竞争
的方方面面，是可以超越时代而加以应用的。
”美国军事理论家劳伦斯说：“《孙子兵法》在美国军校中，是作为教科书来学习的。
”美国人不但善于学习《孙子兵法》，而且善于应用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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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的海湾战争，很多方面都是在孙子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联军充分研究了萨达姆的政治谋略和军事谋略，充分利用其谋略中的弱点和失误之处，进行军事打击
，彻底挫败了萨达姆的战略企图，此为“上兵伐谋”；联军首先轰炸了伊军的通讯系统与防空系统，
使伊军指挥官失去了指挥能力，动摇了伊军军心与作战意志，此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在
实施地面进攻时，联军改变了原定的从沙特阿拉伯向科威特实施正面进攻的计划，代之以从巴廷干河
以西插入伊军后方，实施主攻，此为“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美国的最新军事理论，如非对称作战理论、特种作战理论、震慑理论，无不从《孙子兵法》中汲取了
营养，受到了启迪。
　　《孙子兵法》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孙子兵法》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在战争决策的问题上，孙子主张通过对“五事”、“七计”的比较分析，判明双方的实力强弱，从而
决定战争是否可行。
他看到了战争对于物质基础的依赖性，因而主张尽可能地“因粮于敌”、“化敌为我”，打击敌人的
物质基础，增强本方的物质基础。
他坚决反对通过神灵鬼怪、星宿占卜等迷信手段预测战争胜负，竭力主张深入敌人内部，获取真实的
情报。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已成为情报学的
经典名言。
《孙子兵法》始终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它从不把任何事物看作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从发展的变
化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孙子看重实力，主张建立强大的优势，从而消灭敌人；但是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本方处于劣势的情况
下，他并不是无所作为，束手待毙，而是主张通过“夺敌所爱”等手段调动敌人、消耗敌人，化解敌
方优势，形成己方优势。
孙子非常看重占领有利地形，谋取先机之利，但也十分看重在不利情况下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利为有
利。
“投之亡地而后存，置之死地而后生”，充分认识到了人在特定状态下的主观能动性，是闪耀着辩证
法光辉的格言。
孙子还提出了强弱、虚实、奇正、攻防、进退、利害、刚柔、迂直、先后、隐显、动静、远近、轻重
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并论述了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
。
　　《孙子兵法》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著名文论家刘勰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对文武兼备的孙武很是推崇。
北宋文学家苏洵说：“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孙吴。
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北宋神宗皇帝十分喜爱孙子言简义丰的文辞，向王安石询问其妙诀，王安石说：“言理而不言事，
所以文约而所该者博。
”日本学者阿多俊介谓《孙子兵法》：“着想之奇，行文之妙，令人三叹。
字字精练，句句照应，文势飞动，宛如作者率精兵屹立于堂堂中原之气概。
”《孙子兵法》善用排比，句式简短，有着鼓点般的节奏，如行军的号角，似奔腾的马声，成为先秦
文学史上的另类景观。
　　三　　《孙子兵法》是最早的成体系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包罗宏富，思想深刻，论述全面，构成
了一个缜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概而言之，《孙子兵法》主要论述了一个“何以战”和“怎么战”的问题。
所谓“何以战”，就是战争的可行性问题，讨论战争能不能打，凭什么打。
《孙子兵法》的“计篇”、“作战篇”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发动战争一定要考虑周全，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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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慎。
影响战争的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
自然条件包括天时和地利，天时是指在时令上是否有利于发动战争，地利是指作战区域及地形是否对
我有利。
政治条件是指国家的政治措施是否符合民意，民众是否拥护和支持战争。
经济条件是指国家和民众的财力是否能够承受起战争巨大的耗费。
军事条件是指军队的数量、组织、管理、训练及将帅的素质等。
孙子认为，战争的决策者应该对这诸多因素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只有在操有胜算的情况下，才能
发动战争。
所谓“怎么战”，包括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讨论怎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子的战略观就是全胜战略。
所谓全胜，就是在本方基本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取得战争的胜利。
全胜的手段有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伐谋、伐交为上，伐兵、攻城为下，但事实上，这些手段往
往不是孤立运用的，而是互相配合的。
战术是《孙子兵法》的主体部分，孙子对之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情
报先行。
孙子对情报工作极其重视，认为它是战争发动的前提及取胜的关键。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要做到知己知彼，就要靠准确的情报。
获取情报的手段主要有“用间”和“相敌”。
用间是派侦察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相敌是从敌人外部的蛛丝马迹中了解敌情。
(2)占据先机。
所谓占据先机，是指在两军相争的过程中占据先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在不利的条件下怎样占据先机是孙子更加关注的问题。
孙子认为能够以利益诱惑、调动敌人，制造问题和障碍阻滞敌人，就可以化迂为直，化害为利，“后
人发而先人至”。
(3)以实击虚。
所谓以实击虚，是指在组织战斗的过程中，能够对敌形成优势，以我之强击敌之弱。
(4)善用奇正。
奇正本没有一定之规。
可以化正为奇，也可以化奇为正。
奇正变化无端，其核心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5)巧用地形。
孙子论述了在各种区域和地形作战的一般原则，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突出了一个
“巧”字，巧就巧在对在特定地形作战的士兵心理的把握。
比如“死地”是不利的作战地形，但有的时候却需要把军队置之于死地，就是为了激发士兵的斗志，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6)合理使用特殊的作战形式。
火攻、水攻都是特殊的作战形式，孙子专辟一篇讲火攻，论述了火攻的时机、配合、变化等问题。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怎样学习和应用《孙子兵法》呢？
我认为，首先应当学习孙子认识事物的方法，看待问题的态度。
孙子天资非常聪颖，但他认识事物，从来不靠主观臆想。
孙子之所以能写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成体系的军事理论著作，构筑起宏伟的兵学体系，主要得益
于两个方面：(1)善于学习和借鉴前辈军事家的理论成果。
孙子生活在兵学气氛十分浓郁的齐国，深受齐国兵学文化的熏陶。
齐国的开国君主太公姜尚，是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著名兵书《六韬》相传就是姜尚所写。
齐国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对军事也有精湛的研究，《管子》一书的《兵法》、《大匡》、《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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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都是有关军事的论述。
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是孙武的宗亲，写有兵书《司马法》。
从《孙子兵法》直接引用《军政》的原文来看，孙武对古代兵书《军政》、《军令》都熟稔于心。
万丈高楼平地起，正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奠定了孙子兵学坚实的基础。
(2)善于从战争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升华。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战乱不断。
据不完全统计，从周顷王元年(前618)到周敬王元年(前519)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见于记载的比较大的战
争就有160多次。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当时的军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战形式更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孙子提出的许多战术原理正是从战争的实践中加以总结、提炼，上升为一般规律的。
孙子看待问题的角度非常全面，能把一个事物放在与其有关的各个因素中进行周密的考察，从而对该
事物形成明确的认识。
孙子总是从联系的、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强调在不利的时候要看到有利的因素，在有利的时候要看到
不利的因素。
其次，要学习《孙子兵法》的谋略。
《孙子》是一部军事著作，但它的谋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孙子兵法》的“形篇”讲的是实力问题。
战争的基础是强大的实力，我们从事的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干出点样子，就要拿自己的实力说话。
《孙子兵法》的“势篇”是讲怎样进行组织、调度，把实力充分发挥出来。
在一个团队中，只有做好合理的组织、分工，把每个人的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把工作做好。
《孙子》的“虚实篇”讲的是以实攻虚，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需要积聚力量，形成优势，战胜困难。
《孙子兵法》的“用间篇”讲的是搜集情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掌握信息，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社会
里，信息的重要比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军事科学的核心是竞争与对抗，因此《孙子兵法》在竞争与对抗比较激烈的领域更有普遍意义，这就
是近年来《孙子兵法》在商业、体育等领域非常火爆的原因。
再次，学习《孙子兵法》的管理。
军队对管理的要求比较严格，它的管理原则对其他行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子要求“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这也是一个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孙子说“道，令民与上同意也。
”一个管理人员要想做到上下同心协力，就必须使团队的利益与每个员工的利益密切相关，只有这样
，才能调动起每个员工的积极性。
孙子提出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爱护士卒，又要用法令制度去约束他们。
我们强调管理的人性化，就是要求管理人员要时时处处为员工着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但是规章
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孙子还提出“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就是说对有突出贡献的士
卒要进行物质奖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激励机制”。
《孙子》中有关管理的内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入挖掘。
　　四　　《孙子兵法》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竹简本系统，一个是传世本系统。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专家推断应该是西汉文、景至武帝
初年的抄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本子。
整理小组将有关《孙子兵法》的竹简分为上下两编，1975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上编与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基本相符，唯残缺甚多，仅有2 700余字。
下编包含《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五篇《孙子兵法》佚文。
竹简本《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的校勘与整理以及研究《孙子兵法》的流变情况有重要价值。
传世本以三个版本最为重要。
一个是《孙子略解》本(《魏武帝注孙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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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曹操所注，是目前见到的《孙子》的最早注本。
曹操时代，《孙子兵法》还有八十二篇本传世，曹操只选取孙子所著的十三篇作注，因此后世只有十
三篇本流传了下来。
曹注本注释精当，影响深远。
一个是《武经七书》本。
宋神宗元丰年间诏朱服、何去非等校订《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
》、《尉缭子》、《李卫公对问》，颁行武学，称为“武经七书”。
该本大约成书于元丰八年。
一个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
从其书避“构”、“慎”讳看，当刻于南宋孝宗时。
另外，明代刘寅的《武经直解》本，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本，清代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
本，日本樱田迪的《古文孙子》本，也有重要价值。
本书以中华书局1961年8月初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印本为底本。
对底本中讹、错、衍、夺的地方作了改正。
　　五　　本书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除适合大学生这一
特定群体的阅读之外，也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行各业的读者阅读。
本书除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做了注解以外，还结合战例对每篇的重点部分做了评析，希望能对读者
的学习与领会有一定帮助。
笔者本打算能融入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例阐发《孙子兵法》的原理，但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收集不足
而未能如愿。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邵永海先生、北京传媒大学李佐丰先生，正是他们的热情引荐，使本人能够荣幸
地参加本丛书的编写工作。
感谢白山出版社的苏桂亮先生，他与笔者素不相识，却惠赠《孙子兵法研究史》和《孙子学文献提要
》两本大作。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刘金菊女士，她的热诚、细致和耐心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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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典军
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
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
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本书主要是对该著作原文进行了注解，还结合战例对每篇的重点部分做了评析，以方便大学生和青
年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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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英杰，男，1966年1月生，河南永城人。
1991年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董希谦教授、李瑾教授，习文字、训诂之学。
2000年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白兆麟教授，习训诂学、语法学。
现为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古汉语研究》、《辞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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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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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
地位及深远的影响。
2500多年过去了，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退色，反而愈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
孙武的先祖是陈国的公子完。
公子完是陈厉公之子，他为躲避陈国的宫廷动乱，逃奔到齐国。
齐桓公对他很是赏识，想任命他为卿，公子完坚辞不就，齐桓公就任命他做了工正。
公子完来自陈国，于是就取了一个与“陈”谐音的“田”字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田完。
齐国贵族懿仲想把女儿嫁给田完，请人占卜，占辞说：“是谓凤凰于蜚，和鸣锵锵。
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于京。
”意思是说田完是有妫氏(虞舜)的后裔，其家族将在姜姓齐国繁衍生息。
田完的第五代将开始兴盛，一直会做到齐国的正卿(地位最高的大臣)，到了第八代以后，就没有人能
比得上其地位和权势了(意思是做国君)。
田完的第五代田须无(田文子)，果然做于齐国的大夫。
第六代田无宇(田桓子)，因其勇武有力，深得齐庄公宠爱，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田无宇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田书(一说为田开)，一个叫田乞(田鳌子)。
田书可能是庶出，因而其家族的继承人是其弟田乞。
田乞收取赋税的时候用小斗，向民众借粟的时候却用大斗。
这种施惠于民的法子很见成效，老百姓都非常拥护田氏。
当时齐国大臣晏婴曾私下对晋国大臣叔向说，民众对田氏“归之如流水”，“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
矣”。
田乞又非常善于调节家族内部的关系，因此田氏一族非常强大，成为齐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公元前489年，田乞、鲍牧等人率其族众攻打齐国公室，杀了执政大臣高昭子，赶走了齐国国君晏孺子
，立公子阳生为国君(齐悼公)，田乞做了国相，位居正卿，成为齐国的权臣。
田氏的第八代田常(田成子)，继续采用其父的发展战略，势力更加强大。
公元前481年5月，田常杀了齐简公，立公子骜为君(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独掌齐国大权，田氏家
族成为齐国最有权势的家族。
公元前523年，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并赐给他乐安(今山东惠民)作为封邑。
从此田书一族就从田氏家族中分了出来，另立门户，以孙为姓氏。
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军事世家里。
孙武的青年时代，正是田氏家族与国、高、鲍等齐国世家大族激烈斗争的时代。
当时以田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还处于弱势，孙武的同宗，著名军事家田穰苴就因受到
三族的诬陷，发疾而死。
政治斗争的残酷，迫使孙武作出了一个决定——弃齐奔吴，躲开这个是非之地。
　　吴国，地处太湖流域，相传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所建，周武王时，国君被正式册封为诸侯。
吴国位居长江下游，富有渔盐之利，春秋末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时，晋国实行“联吴抗楚”战略，派申公巫臣把中原先进的军事技术传授给吴国。
“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因此吴国的军事实力也迅速增强，一跃而成为军事
强国。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发动政变，用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做了吴国国君，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
阖闾。
吴王阖间胸怀大志，为了称霸大业，广泛搜罗人才，经伍子胥推荐，亲自到孙武所住的馆舍拜访孙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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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献上自己所著的兵法十三篇，每陈一篇，吴王无不称善。
但对于吴王阖间而言，他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而是在战场上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
的军事统帅。
阖闾想知道，孙武在军事理论上有这么高深的造诣，实际训练与指挥水平究竟如何。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他提出让孙武操练一下宫中的美女。
孙武把180名宫女分成左右二队，并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分别担任左右二队的队长。
孙武把操练要领、军中规定都向她们细细作了说明，然后开始登台操练。
这些宫女们平时养尊处优，认为操练不过是一场好玩的游戏，孙武所颁布的那些军令，只不过是吓唬
吓唬她们，根本不敢来真格的，谁也没有当回事儿。
孙武擂起战鼓，发出向右的命令，这些宫女们哄然大笑。
孙武把要领与军令向她们反复作了说明，然后擂起战鼓，发出向左的命令，这些宫女们仍然是大笑不
止。
孙武不顾吴王的恳求，毅然按照军法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
然后重新任命了队长，击鼓操练。
这一下，宫女们的动作无不整齐划一，中规中矩，再也听不到嬉笑声了。
素来娇弱散漫的宫女硬是被孙武训练成了一支钢铁之师、威武之师。
吴王了解了孙武的统兵才能，于是任命他做了吴将。
公元前512年，吴王急于破楚，成就霸业，孙武以为“民劳，未可”，协助吴王休养民力，整修军事。
然后派出三支军队，轮番袭楚、扰楚、疲楚，楚国军队疲于奔命，深以为患。
公元前506年9月，吴王亲率大军攻楚。
在孙武的运筹，下，吴军沿淮河西上，然后从淮河平原南下，联合蔡、唐两国之军，行军千里，越过
大别三关，出其不意地在楚国东北方向袭其侧背，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大败楚军。
吴军乘胜追击，在清发水(今湖北安陆的浸水)又予楚军以重创。
接着又在雍滋击败楚国援军，全歼楚军主力。
然后，吴军兵分三路，以精兵直捣楚都。
11月28日，吴军攻占郢都。
吴军破楚之战，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也是史上明文记载的孙武参与指挥的唯
一一次战役，孙武能够“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
此役之后，史上再也没有关于孙武事迹的明确记载。
　　二　　《孙子兵法》草创于春秋末年，约定型于战国中期。
战国末年，《孙子兵法》已广为流行。
《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吕氏春秋·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西汉时期曾经对兵书做过三次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
一次是在高帝时由张良、韩信主持，一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杨仆主持，一次是在成帝时由步兵校尉任
宏主持。
毫无疑问，在这几次活动中，《孙子兵法》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整理，这对《孙子兵法》的流传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东汉末年，曹操著《孙子略解》，开了注释《孙子兵法》的先河。
南北朝以后，《孙子兵法》更受到广泛重视，被尊为“兵经”。
唐玄宗时以《孙子兵法》选拔武举和将帅。
北宋元封年间，官方颁布《武经七书》，《孙子兵法》被钦定为武学教材，成为武举考试策论命题的
依据，此风一直沿袭到明清。
《孙子兵法》在8世纪就流传到国外，唐玄宗时日本学者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后，于735年将《孙子
兵法》等书带回日本，此后，《孙子兵法》在日本作为兵家秘籍得到保存和传承。
日本兵家和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十分活跃，名家辈出，著作如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1772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孙子兵法》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开启了《孙子兵法》向西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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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先河。
1905年，第一个英译本《孙子兵法》在日本东京出版。
1910年，德国的布鲁诺‘纳瓦拉首先把《孙子兵法》译成德文。
1943年，俄译本《孙子兵法》问世。
除此之外，《孙子兵法》还有朝鲜文、越南文、泰国文、缅甸文、马来西亚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
、意大利文、捷克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希腊文等不同文字的译文，深受
世界人民的喜爱。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就广受赞誉，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的执牛耳之作，在我国古代军事
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李世民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杜牧说：“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
其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
。
”苏轼说：“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
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
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
”刘寅说：“不有大智，其何能谋？
不有深谋，其何能将？
不有良将，其何能兵？
不有锐兵，其何能武？
不有武备，其何能国？
欲有智而多谋，善将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备武而守国，舍是书何以哉！
”诸家之评，又以明轼茅元仪最为精要：“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
能遗孙子。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着崇高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现代战争的作战形式与古代战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孙子兵法》的基本理论非但没有过时，
反而更加受到重视。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说：“《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
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
《孙子兵法》是有关战争指导的智慧之结晶。
历数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家，只有克劳塞维茨堪与孙子伦比。
然而他的著作时代局限性大，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过时，尽管他是在孙子之后二千多年写的。
相比之下，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
”英国文学家布劳说：“《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但是书里面所载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
”美国学者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 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相媲美。
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日本学者会田雄次说：“《孙子》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类生存的竞争社会之本质的兵书。
⋯⋯《孙子》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是以从深刻洞察人类心理而获取的智慧为基础的。
人类的心理从古到今是不变的，因此，《孙子》的学说，在人与人、人的群体与人的群体之间所竞争
的方方面面，是可以超越时代而加以应用的。
”美国军事理论家劳伦斯说：“《孙子兵法》在美国军校中，是作为教科书来学习的。
”美国人不但善于学习《孙子兵法》，而且善于应用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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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的海湾战争，很多方面都是在孙子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联军充分研究了萨达姆的政治谋略和军事谋略，充分利用其谋略中的弱点和失误之处，进行军事打击
，彻底挫败了萨达姆的战略企图，此为“上兵伐谋”；联军首先轰炸了伊军的通讯系统与防空系统，
使伊军指挥官失去了指挥能力，动摇了伊军军心与作战意志，此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在
实施地面进攻时，联军改变了原定的从沙特阿拉伯向科威特实施正面进攻的计划，代之以从巴廷干河
以西插入伊军后方，实施主攻，此为“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美国的最新军事理论，如非对称作战理论、特种作战理论、震慑理论，无不从《孙子兵法》中汲取了
营养，受到了启迪。
　　《孙子兵法》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孙子兵法》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在战争决策的问题上，孙子主张通过对“五事”、“七计”的比较分析，判明双方的实力强弱，从而
决定战争是否可行。
他看到了战争对于物质基础的依赖性，因而主张尽可能地“因粮于敌”、“化敌为我”，打击敌人的
物质基础，增强本方的物质基础。
他坚决反对通过神灵鬼怪、星宿占卜等迷信手段预测战争胜负，竭力主张深入敌人内部，获取真实的
情报。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已成为情报学的
经典名言。
《孙子兵法》始终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它从不把任何事物看作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从发展的变
化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孙子看重实力，主张建立强大的优势，从而消灭敌人；但是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本方处于劣势的情况
下，他并不是无所作为，束手待毙，而是主张通过“夺敌所爱”等手段调动敌人、消耗敌人，化解敌
方优势，形成己方优势。
孙子非常看重占领有利地形，谋取先机之利，但也十分看重在不利情况下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利为有
利。
“投之亡地而后存，置之死地而后生”，充分认识到了人在特定状态下的主观能动性，是闪耀着辩证
法光辉的格言。
孙子还提出了强弱、虚实、奇正、攻防、进退、利害、刚柔、迂直、先后、隐显、动静、远近、轻重
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并论述了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
。
　　《孙子兵法》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著名文论家刘勰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对文武兼备的孙武很是推崇。
北宋文学家苏洵说：“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孙吴。
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北宋神宗皇帝十分喜爱孙子言简义丰的文辞，向王安石询问其妙诀，王安石说：“言理而不言事，
所以文约而所该者博。
”日本学者阿多俊介谓《孙子兵法》：“着想之奇，行文之妙，令人三叹。
字字精练，句句照应，文势飞动，宛如作者率精兵屹立于堂堂中原之气概。
”《孙子兵法》善用排比，句式简短，有着鼓点般的节奏，如行军的号角，似奔腾的马声，成为先秦
文学史上的另类景观。
　　三　　《孙子兵法》是最早的成体系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包罗宏富，思想深刻，论述全面，构成
了一个缜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概而言之，《孙子兵法》主要论述了一个“何以战”和“怎么战”的问题。
所谓“何以战”，就是战争的可行性问题，讨论战争能不能打，凭什么打。
《孙子兵法》的“计篇”、“作战篇”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发动战争一定要考虑周全，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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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慎。
影响战争的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
自然条件包括天时和地利，天时是指在时令上是否有利于发动战争，地利是指作战区域及地形是否对
我有利。
政治条件是指国家的政治措施是否符合民意，民众是否拥护和支持战争。
经济条件是指国家和民众的财力是否能够承受起战争巨大的耗费。
军事条件是指军队的数量、组织、管理、训练及将帅的素质等。
孙子认为，战争的决策者应该对这诸多因素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只有在操有胜算的情况下，才能
发动战争。
所谓“怎么战”，包括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讨论怎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子的战略观就是全胜战略。
所谓全胜，就是在本方基本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取得战争的胜利。
全胜的手段有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伐谋、伐交为上，伐兵、攻城为下，但事实上，这些手段往
往不是孤立运用的，而是互相配合的。
战术是《孙子兵法》的主体部分，孙子对之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情
报先行。
孙子对情报工作极其重视，认为它是战争发动的前提及取胜的关键。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要做到知己知彼，就要靠准确的情报。
获取情报的手段主要有“用间”和“相敌”。
用间是派侦察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相敌是从敌人外部的蛛丝马迹中了解敌情。
(2)占据先机。
所谓占据先机，是指在两军相争的过程中占据先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在不利的条件下怎样占据先机是孙子更加关注的问题。
孙子认为能够以利益诱惑、调动敌人，制造问题和障碍阻滞敌人，就可以化迂为直，化害为利，“后
人发而先人至”。
(3)以实击虚。
所谓以实击虚，是指在组织战斗的过程中，能够对敌形成优势，以我之强击敌之弱。
(4)善用奇正。
奇正本没有一定之规。
可以化正为奇，也可以化奇为正。
奇正变化无端，其核心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5)巧用地形。
孙子论述了在各种区域和地形作战的一般原则，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突出了一个
“巧”字，巧就巧在对在特定地形作战的士兵心理的把握。
比如“死地”是不利的作战地形，但有的时候却需要把军队置之于死地，就是为了激发士兵的斗志，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6)合理使用特殊的作战形式。
火攻、水攻都是特殊的作战形式，孙子专辟一篇讲火攻，论述了火攻的时机、配合、变化等问题。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怎样学习和应用《孙子兵法》呢？
我认为，首先应当学习孙子认识事物的方法，看待问题的态度。
孙子天资非常聪颖，但他认识事物，从来不靠主观臆想。
孙子之所以能写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成体系的军事理论著作，构筑起宏伟的兵学体系，主要得益
于两个方面：(1)善于学习和借鉴前辈军事家的理论成果。
孙子生活在兵学气氛十分浓郁的齐国，深受齐国兵学文化的熏陶。
齐国的开国君主太公姜尚，是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著名兵书《六韬》相传就是姜尚所写。
齐国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对军事也有精湛的研究，《管子》一书的《兵法》、《大匡》、《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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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都是有关军事的论述。
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是孙武的宗亲，写有兵书《司马法》。
从《孙子兵法》直接引用《军政》的原文来看，孙武对古代兵书《军政》、《军令》都熟稔于心。
万丈高楼平地起，正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奠定了孙子兵学坚实的基础。
(2)善于从战争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升华。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战乱不断。
据不完全统计，从周顷王元年(前618)到周敬王元年(前519)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见于记载的比较大的战
争就有160多次。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当时的军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战形式更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孙子提出的许多战术原理正是从战争的实践中加以总结、提炼，上升为一般规律的。
孙子看待问题的角度非常全面，能把一个事物放在与其有关的各个因素中进行周密的考察，从而对该
事物形成明确的认识。
孙子总是从联系的、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强调在不利的时候要看到有利的因素，在有利的时候要看到
不利的因素。
其次，要学习《孙子兵法》的谋略。
《孙子》是一部军事著作，但它的谋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孙子兵法》的“形篇”讲的是实力问题。
战争的基础是强大的实力，我们从事的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干出点样子，就要拿自己的实力说话。
《孙子兵法》的“势篇”是讲怎样进行组织、调度，把实力充分发挥出来。
在一个团队中，只有做好合理的组织、分工，把每个人的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把工作做好。
《孙子》的“虚实篇”讲的是以实攻虚，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需要积聚力量，形成优势，战胜困难。
《孙子兵法》的“用间篇”讲的是搜集情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掌握信息，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社会
里，信息的重要比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军事科学的核心是竞争与对抗，因此《孙子兵法》在竞争与对抗比较激烈的领域更有普遍意义，这就
是近年来《孙子兵法》在商业、体育等领域非常火爆的原因。
再次，学习《孙子兵法》的管理。
军队对管理的要求比较严格，它的管理原则对其他行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子要求“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这也是一个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孙子说“道，令民与上同意也。
”一个管理人员要想做到上下同心协力，就必须使团队的利益与每个员工的利益密切相关，只有这样
，才能调动起每个员工的积极性。
孙子提出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爱护士卒，又要用法令制度去约束他们。
我们强调管理的人性化，就是要求管理人员要时时处处为员工着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但是规章
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孙子还提出“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就是说对有突出贡献的士
卒要进行物质奖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激励机制”。
《孙子》中有关管理的内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入挖掘。
　　四　　《孙子兵法》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竹简本系统，一个是传世本系统。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专家推断应该是西汉文、景至武帝
初年的抄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本子。
整理小组将有关《孙子兵法》的竹简分为上下两编，1975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上编与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基本相符，唯残缺甚多，仅有2 700余字。
下编包含《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五篇《孙子兵法》佚文。
竹简本《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的校勘与整理以及研究《孙子兵法》的流变情况有重要价值。
传世本以三个版本最为重要。
一个是《孙子略解》本(《魏武帝注孙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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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曹操所注，是目前见到的《孙子》的最早注本。
曹操时代，《孙子兵法》还有八十二篇本传世，曹操只选取孙子所著的十三篇作注，因此后世只有十
三篇本流传了下来。
曹注本注释精当，影响深远。
一个是《武经七书》本。
宋神宗元丰年间诏朱服、何去非等校订《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
》、《尉缭子》、《李卫公对问》，颁行武学，称为“武经七书”。
该本大约成书于元丰八年。
一个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
从其书避“构”、“慎”讳看，当刻于南宋孝宗时。
另外，明代刘寅的《武经直解》本，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本，清代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
本，日本樱田迪的《古文孙子》本，也有重要价值。
本书以中华书局1961年8月初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印本为底本。
对底本中讹、错、衍、夺的地方作了改正。
　　五　　本书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除适合大学生这一
特定群体的阅读之外，也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行各业的读者阅读。
本书除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做了注解以外，还结合战例对每篇的重点部分做了评析，希望能对读者
的学习与领会有一定帮助。
笔者本打算能融入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例阐发《孙子兵法》的原理，但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收集不足
而未能如愿。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邵永海先生、北京传媒大学李佐丰先生，正是他们的热情引荐，使本人能够荣幸
地参加本丛书的编写工作。
感谢白山出版社的苏桂亮先生，他与笔者素不相识，却惠赠《孙子兵法研究史》和《孙子学文献提要
》两本大作。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刘金菊女士，她的热诚、细致和耐心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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