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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兵家研究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其他诸子学派相比，有待深入，有待拓展。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先秦兵家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接受岳麓书社管巧灵先生的意见，易名
为《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
2002年9月我考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束景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当时我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院校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的正营职参谋。
作者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先秦兵家研究”这个题目，一是与当时自己的职业有关，二是对这个题目
比较感兴趣，三是从诸子文化角度研究先秦兵家是一个新的尝试。
长期以来，先秦兵家研究多半着眼于军事思想的探讨，很少纳入到诸子学范畴内进行，而且多为个案
式的研究，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整体考察。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先秦兵家置于先秦诸子文化的视域之下，从文化发生与文化生态的角度，
考察先秦兵家的形成、发展及衰微过程，考辨和梳理先秦兵家著作及其作者的真伪、流传，真实、客
观地反映先秦兵家的军事思想，探讨先秦兵家与先秦诸子之关系，总括先秦兵家的诸子学性质、学派
特征及基本范畴，揭示先秦兵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当代价值，以求在某些方面有新的见解与发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

作者简介

　　李桂生，1967年生，江西宁都人，文学博士，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
献学博士后，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9年毕业于湖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兵学文献与兵家文化研究，出版的专著有《兵者诡道——李桂生讲》，独撰与合撰著作4部
，在《诸子学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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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近百年先秦兵家研究述评第一章　先秦兵家的产生、渊源、形成、发展与衰微　第一节　先秦
兵家产生的背景和基础　　一　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是先秦兵家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　各诸侯国的
争霸与兼并战争是先秦兵家产生的实践基础　　三　士阶层的崛起是先秦兵家产生的阶级基础　　四
　发达的周文化和“百家争鸣”是先秦兵家产生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先秦兵家的渊源、形成、发展
与衰微　　一　先秦兵家的渊源与形成　　二　先秦兵家的发展　　三　先秦兵家的两大系统五个流
派　　四　先秦兵家的衰微第二章　先秦兵家主要人物及著作（上）　第一节　孙武与《孙子兵法》
　　一　孙武其人与《孙子兵法》的成书　　二　《孙子兵法》的著录与流传　　三　《孙子兵法》
的军事思想　第二节　吴起与《吴子》　　一　吴起其人及《吴子》的成书与流传　　二　《吴子》
的军事思想　第三节　孙膑与《孙膑兵法》　　一　孙膑其人与《孙膑兵法》的成书与流传　　二　
《孙膑兵法》的军事思想第三章　先秦兵家主要人物及著作（下）　第一节　司马穰苴与《司马法》
　　一　司马穰苴其人及《司马法》的成书与流传　　二　《司马法》的军事思想　　三　《司马法
》逸文的价值　第二节　尉缭与《尉缭子》　　一　《尉缭子》的著录、流传、作者与成书　　二　
《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第三节　姜太公与《六韬》　　一　《六韬》的作者与成书　　二　《六韬
》的军事思想第四章　先秦兵家与诸子之关系　第一节　先秦兵家是诸子之一家　　一　从先秦两汉
的文献记载看，兵家是诸子之一家　　二　从历代目录著作的著录情况看，兵家是诸　⋯⋯第五章　
先秦兵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当代价值主要引用与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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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主要成果及研究特点　　（一）1911年至1949年建国的先秦兵家研究　　清以前，注解是最
主要的兵家研究方式，但此时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
尽管如此，在这方面仍有总结性的注解成果。
代表性论著有陆懋德《孙子兵法集释》（商务印书馆1914年）、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商务印书
馆1939年）、蒋方震《孙子新释》（《庸言》1914年第5号）、易培基《读孙子杂记》（《国故》1915
年）。
其中，陆懋德《孙子兵法集释》吸收清中叶以来《孙子》注释家的研究成果，并与先秦诸子著作相融
通；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着意训释文字，疏解文意，多有创见，是当时最好的注释本之一，有很
大影响。
　　从目录学角度整理《孙子》和其他兵家著作最有成就者是陆达节。
陆氏以一人之力搜求文献，编成《孙子考》和《孙子兵法书目汇编》。
其中，《孙子考》由重庆军用图书社于1940年出版，收录上起魏晋、下迄1936年的中、日孙子研究著
作234种，论文36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先秦兵家及其著作进行考证的代表性成果有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
》1939年第26期）、陈启天《孙子兵法考证》（1941年第10～12期）、李丕基《孙子十三篇释疑》（
《新东方》1941年第3期）、金典戎《孙子评论》（《陆大参谋月刊》1941年第4期）。
这些文章对孙武、孙膑及其著作的流传进行考证、梳理，有破有立，论争激烈，给人很大启发。
　　运用近代军事理论阐释兵家思想、探讨兵家理论体系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成果非常丰富。
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线装出版1915年），许有成《孙子与现代》（
杭州健社1932年），公羊寿《孙子兵法哲理研究》（上海国光印书局1933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
综合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李浴日《孙子兵法新研究》（世界兵学编译社1946年），陈
启天《孙子兵法校释》（成都国魂书店1941年），萧天石《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成都大江出版
社1942年）。
这些著作突破了历代注解《孙子》的旧模式，着意解读《孙子》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架，具有浓厚的
近代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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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先秦兵家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接受岳麓书社
管巧灵先生的意见，易名为《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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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