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子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孙子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305012396

10位ISBN编号：7305012394

出版时间：1995-3

出版时间：Nanjing da xue chu ban she

作者：杨善群

页数：561

字数：42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子评传>>

内容概要

孙武，孙膑和司马穰苴是春秋战国间三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和活动家，三人都有兵法著作传世。
本书阐述孙武、孙膑和司马穰苴的生平业绩，介绍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评论他们的军事、哲学、政
治等各方面的思想，分析这些思想所具有的丰富内容，精辟见解和进步意义，颂扬他们在中国和世界
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本书资料翔实，考证精详，论述细致，文笔流畅，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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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善群，1937年生，上海市人。
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史林》副主编，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
著作有《越王勾践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台湾云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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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序第一章　导论　一、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兵书　二、世界军事学著
作中的最早珍品　三、孙子军事学的丰富内容　四、作战原则中的精辟哲理　五、文学语言上的杰出
成就　六、今天研究《孙子兵法》的意义第二章　孙武所处的社会背景　一、春秋末年的政治形势　
　（一）西周以来的领主制封建社会　　（二）大国争霸局面的出现　　（三）诸侯国内外的各种矛
盾　二、战争行动的频繁　　（一）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和夺取霸权而发生的战争　　（二）华夏
族诸侯各国为抵御、击败、驱逐、歼灭苊狄等少数族而进行的战争　　（三）周王室和诸侯国内国君
与卿大夫这间为争夺权力、领地、赋税、人民而进行的战争　　（四）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因反抗和
镇压而发生的战争　三、军事制度的变易　　（一）各国兵员的激增　　（二）军队类别的多样　　
（三）军赋征收的加码　四、兵器和作战方式　　（一）兵器及其制作　　（二）军队类别的多样　
　（三）军赋征收的加码　五、学术思想的活跃　　（一）学术下移与私学兴起　　（二）科技的进
步与无神论思想的抬头　　（三）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的出现　　（四）研究军事气氛的浓烈　六
、著书立说之风的兴起　　（一）官编图书的纷繁　　（二）私人著述的时行第三章　孙武生平及其
著述第四章　孙武的军事思想第五章　孙武的哲学思想第六章　孙武的政治主张第七章　司马穰苴的
生平与著述第八章　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第九章　孙膑所入的社会背景第十章
　孙膑生平及其著述第十一章　孙膑的军事思想第十二章　孙膑的哲学思想第十三章　孙膑的政治主
张第十四章　孙子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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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四、作战原则中的精辟哲理    在探讨军事规律、论述作战原则时，孙子往往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
，阐明许多哲学道理，使《孙子》论述的战争法则成为一种军事哲学。
这些军事上的哲理，富有实用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下面仅举数例，以说明孙子军事哲学的造诣。
    古代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十分盛行，一切事物似乎都有天神鬼怪在那里主宰。
孙子的军事理论，则坚决排斥天神鬼怪的迷信之谈。
《用间篇》指出，考察战争的状况，“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
这里所谓“象于事”，是把过去吉凶的事拿来类比；所谓“验于度”，是以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预
测吉凶。
“取于鬼神”和“象于事”、“验于度”，同指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
在《地形篇》中，孙子列举六种失败情况，指出：“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
”孙武在行文中用了几个“不”字和“非”字，严格地把天神和人事分开，明确表示天神鬼怪不可能
决定军事状况，给指挥者带来灾祸；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人为，而非鬼神之力。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
孙子认为，掌握了军事上的规律，就能在战争中易于取胜而不致陷入困境。
如在《行军篇》中，他总结了“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应
如何作战的规律。
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还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子申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九地
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形篇》)这些议论说明，主观上积极努力，善于攻守，才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孙子一方面指出要掌握客观规律性，一方面又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二者对于确保战争的胜利都是
必须的。
    战争的胜负能否事先预知，这是孙子军事哲学要解决的又一课题。
中国古代往往用卜筮、占星等术来预测吉凶，把战争的胜负搞得十分神秘。
孙子首先在《计篇》中主张，战争之前可以比较双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七项情况，然后下结
论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在《谋攻篇》中，他又列举了“上下同欲”、“将能而君不御”等五个条
件，认为：“此五者。
知胜之道也。
”《形篇》并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他把土地大小、物产多少、人口众寡、实力强弱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
孙子在《地形篇》中还论述说：“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他强调，熟悉地形、掌握敌情是战争胜败的关键。
孙武这种根据战争双方的作战条件可以预知胜负的军事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与巫术迷信是相对立的。
    观察敌方的情况，常常得到一些表面现象。
对于这些表面现象，必须通过思考，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
功夫，才能了解敌方的真实动态。
孙子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1个由表象而探索真情的实例，其中有很多是耐人
寻味的，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
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鸟集者，虚也；旌旗动者，乱也”；“数
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
这些例子告诉人们一条真理：对表面现象要经过深入分析，使认识深化，才能弄清事物的内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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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上存在着一系列矛盾的现象，孙子对此观察得十分清楚。
他在兵法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矛盾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安危、治乱、
勇怯、生死、存亡、饥饱、劳逸等等。
在孙子看来，这些矛盾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
》)。
显然，治而不严则乱，勇而失势则怯，强而形变则弱，亡地而奋战则存，死地而拼搏则生。
孙子还主张积极创造条件，促成事物向对立面转化。
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虚实篇》)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篇》)他告诉人们，战争中设计惑敌，兼程倍进，就能变迂为直，变患为利。
孙子的这种积极辩证法，与老子所谓“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的消极辩证法，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
    在阐述军事行动时，孙子经常强调，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对付。
如《九变篇》谈到各种地形的处置方法，说：“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
战”；《九地篇》又说：“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
”对于敌我兵力的状况，孙子指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
不若则能避之。
”(《谋攻篇》)在作战中如何使用武器，孙子日：“远则用弩，近则用兵。
”(《孙子》佚文，见毕以殉《孙子叙录》)总之，情况不同，对付的方法也不同，一切应以所处的时
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以上列举的孙子军事哲学原理：世界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必须掌握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战争胜负可以根据条件而预知，对表面现象必须深入分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
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对付。
这些原理，牵涉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
孙子的哲学思想如同他的军事谋略，也是那样丰富而精辟。
惟其如此，《孙子兵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战争，而且对各项竞争、竞赛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除了军事学、哲学之外，《孙子兵法》还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
如它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形篇》)所谓“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谓“法”，就是加强法制，赏罚严
明。
由此可见，孙子的政治学也有相当深刻的内容和精明的见解。
孙子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
”(《作战篇》)这里所谈的是经济学问题，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使国家摆脱贫困而百姓免受贫穷财竭
之苦。
谈到两军相争的取胜方法时，孙子指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军争篇》)此处论述的乃心理学问题，即如何利用将军和士卒的心理变化规律而乘势击败敌人。
对于军队中的法令如何贯彻执行，孙子又论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行军篇》)这里申述的乃教育学问题。
他强调教育者要“与众相得”、“文”“武”兼施，才能“令素行”而教有成效。
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子又说：“衢地则合交”：“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威加于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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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不得合”；“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
可见孙子的外交术又是何等精通!故日人坂井末雄称：“《孙子》十三篇在兵书上固是不朽，即在外交
术上、社交术上，亦为万世不易的定理。
”孙子在政治、经济、心理、教育、外交等方面，也都有真知灼见，其思想实为博大精深。
    P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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