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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典藏本》

前言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兵书，也是世
界军事史上存世的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其作者孙武被誉
为“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齐名。    孙武，齐国人，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其活动年代，大约与
孔子同时，出身贵族。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12年，孙武从齐国出走至吴，在吴国结识伍子胥，经
伍子胥推荐，得见吴王阖闾，以兵法十三篇呈上，受到吴王赏识，任之为将，与伍子胥同率三万军攻
楚，击溃二十万楚军，进入楚都郢。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吴王称霸诸侯。孙武的兵法十三篇也从此
名声大振。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反映在许多方面，其主要内容有：安国全军的慎战观、因形任
势的制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兵贵神速、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及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
。    《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思想的“仁”及老子思想的“道”一样，乃是其核心所在，精
髓所在。孙子对于战争，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力求不战而胜，巧战
而胜，反对死打硬拼，“无虑而易敌”。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这便是《孙子兵法》的智慧
所在。    《孙子兵法》以其深邃的理论，雄视古今军事理论领域。在战国时即已流传很广。《史记》
中就有孙膑、赵奢、韩信、黥布等人将它用于战争的记载。后代对《孙子兵法》更是极为推崇。宋神
宗元丰年间(1078-1085)，正式颁布《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太公三略》、
《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为武学必读之书，号称“武经七书”。《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
”之首，历来受我国军事以及谋略家之尊崇。    唐初，《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近代更传至欧美，被
译成多种文字，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齐名。到现代，它依然风靡世界，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家
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军官怀里揣着的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
本便是英译《孙子兵法》。    今天，这部古代兵法在许多领域中闪耀着其独有的光辉。大到政治斗争
、经济决策和外交谋略，小到竞技比赛、日常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从《孙子兵法》中汲取营养，获得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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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典藏本》

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以其深邃的
理论，雄视古今军事理论领域。
在战国时即已流传很广。《孙子
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历来受我国军事以及谋略家之
尊崇。今天，这部古代兵法在
许多领域中闪耀着其独有的光
辉。大到政治斗争、经济决策
和外交谋略，小到竞技比赛、
日常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从张艳玲的《孙子兵法典藏本》中汲取营养，获
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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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始计篇  兵者，国之大事  道、天、地、将、法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因利制权  
兵者，诡道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第二章  作战篇  兵贵胜，不贵久  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  智将务
食于敌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第三章  谋攻篇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不战而屈人之兵  小
敌之坚，大敌之擒  将能而君不御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第四章  军形篇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胜
兵先胜而后求战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第五章  兵势篇  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
 以正合，以奇胜  以利动之  择人而任势第六章  虚实篇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
不意  形人而我无形，我专而敌分  战胜不复，应形于无穷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第七章  军争篇  以迂为
直，以患为利  军无辎重、粮食、委积则亡  兵以诈立，以利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  三军可夺气，将军
可夺心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围师遗阙，穷寇勿迫第八章  九变篇  君命有所不受 
九变之利  智者之虑，杂于利害  屈诸侯者以害  用兵之法，恃吾而不恃敌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第九章  
行军篇  绝水而来，半济而击  兵之利，地之助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  辞卑而益备，辞强而进驱  令之
以文，齐之以武第十章  地形篇  险形者，我先居之  非天之灾，将之过也  料敌制胜，计险陋、远近  视
卒如爱子，厚而不娇  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第十一章  九地篇  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由不虞
之道，攻其所不戒  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齐勇如一，政之道也  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  陷之死地
然后生  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第十二章  火攻篇  凡火攻有五  火发于内，应之于外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
佐攻者强第十三章  用间篇  先知者，必取于人  用间有五  无所不用问  上智为问，必成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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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春秋时期，乱世豪杰辈出，许多统治者认为：谁有军队，谁的兵力强，谁就可以取胜。可是孙子反
对这种态度，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举兵打仗，对于国
家和个人，对财富和生命，都是极大的破坏和毁灭，是不能轻易发动战争的。    《十一家注孙子》张
预指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首。”“计者，计于庙堂，先胜后战之谓也。”先胜贯穿、统领其他“
六胜”，没有充分胜敌的条件和把握，没有战争全局的谋划和筹策，就不能“知胜”、不能“全胜”
、不能“制胜”、不能“因胜”。《孙子》十三篇以《计篇》为首，先计、先胜为上，正体现了孙子
战略思想的高妙。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当政，赵高独揽军政大权，秦朝朝政变得更加黑暗混乱
。赵高的专横残暴使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无人敢向二世皇帝报告秦朝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极
端严重的局面，尤其不敢提及各地起义军、反秦义军战胜秦军的情况。    定陶战役后，秦章邯军虽然
战胜了项梁军，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并未从根本上消灭楚军主力，秦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楚军
在项梁失败之后，受到不小的震动，于是撤回东部，退保彭城，休整军队，以备再战。    秦将章邯军
于定陶地区击败项梁军后，趁赵将李良与陈余混战期间，引兵渡河，开始平定赵地的反秦势力。赵军
虽有数万之众，但经不起章邯军的进击，被一举击破，赵之都城被秦军占领。赵王歇北逃，进人钜鹿
城，章邯军追到钜鹿，驻兵于钜鹿南郊，准备对钜鹿进攻。    赵将陈余集结了数万兵力，驻于钜鹿之
北。鉴于自己兵力薄弱，无法与秦军相对抗，赵军遂派人请求楚、燕、齐各国出兵相助。    楚怀王接
到赵国的求援后，任用将军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前往钜鹿救援。    秦二世三年(公
元前207年)十月，宋义率领救赵大军进到安阳(今山东曹县)地区，下令停止前进，驻军达四十五六天
，仍不做继续前进救赵的准备，项羽等人十分着急。此时秦军正在加紧对钜鹿的进攻，赵国形势更加
危急。鉴于这种情况，项羽即向宋义建议说：“秦围赵急，我们应该快速引兵渡河；我军击其外，赵
军应其内，前后夹击，秦军必败!”    宋义因为惧怕秦军的强大，不敢前去救赵，但又不敢明说不去救
赵。宋义消极避战，以拖延的手段违背救赵国的战略任务，引起了楚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加上宋义千
方百计算计、制服和排斥项羽，引起项羽的愤怒。结果，宋义被项羽杀掉。随即，楚怀王正式任命项
羽为上将军，担任楚军统帅。    秦军夺取邯郸之后，章邯即以王离、涉间两军围攻钜鹿城，章邯则自
率主力驻于钷鹿之南，并修筑甬道。项羽统帅楚军后，立即整顿部队，抚慰士卒，积极准备渡河与秦
军决战。赵军张耳率部分兵力在钜鹿城内驻守，陈余收恒山附近地区之军数万人驻于钜鹿北郊，与楚
军遥遥相对，但始终不敢出战。齐军由田都率领，脱离田荣的约束，到钜鹿参加楚军对秦作战。齐王
建之孙田安也率军跟随楚军对秦作战。燕军由臧荼指挥也进至钜鹿地区，支援赵军作战。    秦军以王
离、涉问军围攻钜鹿，而以章邯亲率主力部队于钜鹿城外应付不测，同时也可防止顿兵坚城，消耗和
疲劳自己的主要力量。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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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典藏本》

编辑推荐

作为举世公认的一部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名著，《孙子兵法》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容，完整系统的
思想体系，充满哲理的名言警句，几千年来备受人们的青睐。张艳玲编著的《孙子兵法典藏本》对《
孙子兵法》进行了点评，包括孙子兵法教导的战争制胜之道、孙子兵法教导的必胜战术、现代仍可采
用的孙子决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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