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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全三册)》

内容概要

此次《中国兵学》之作，洋洋上百万言。然究其实，绝大部分为中国古代典籍的摘抄或转述，作者自
身的思索与慨叹，不过如“粘合剂”而已，乃取旧典之资料以塑之为一个“整体”也。作者虽自认为
尽取古史之精华，然依轮扁之议，或抑“集糟粕之大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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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全三册)》

作者简介

1937年4月生，江苏沛县人。研究员，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1980年考入山东社会科
学院。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孙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重点在儒、道、兵。儒学
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孟子思想研究》（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国儒学》（二人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1995年中国台湾水牛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
社二版再印。此书清晰地刻画了中国儒学两千年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同时，还参与《齐鲁文化大辞
典》、《儒学大辞典》、《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孔孟荀比较研究》等书的编撰工作。道家方面
的主要著作有：《庄子导读》（专著），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庄子序跋论评辑要》古籍点校，（
二人合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兵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兵圣孙武》（主编），军
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孙子集成》大型丛书，（二人合辑），全书24册，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
。此书辑录了《孙子兵法》历代珍善刊本80种，汉墓竹简，六朝石刻，及宋、明时代现存珍稀优秀刊
本尽在其中，是深入学习与研究《孙子兵法》的必备之书。《中国兵学》（专著），山东人民出版
社1998年出版。此书立足于中国古代兵家的广义概念，以政治、民心为基本的立足点，以“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为内容取舍的指导思想，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兵学（政治、军事
、外交）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其间充满了奇谋伟略，并深刻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本书是系
统、全面反映中国兵学发展的第一部奠基之作。《兵圣传略》为《孙子兵学大全》之第一部，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发表论文50余篇。
近期待版著作：《中华文化五千年》（又称《中华文化——辉煌的殿堂》），五卷，120万字，人民文
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山东省志·孙子志》主编，主要撰稿人，此书将于年内出版。上述著作中，《
庄子导读》获1987～1988年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孙子集成》获第九次山东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同时获全国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中国兵学》于1999年6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成果要报》第18期做专题介绍，并分别呈送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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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全三册)》

精彩书评

1、http://www.gmw.cn/01gmrb/1999-07/30/GB/gm^18133^8^GM8-3003.htm1999年07月30日
--------------------------------------------------------------------------------中国兵学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谢祥皓研究员承担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兵学》，其最终成果是近100万字的同名专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该书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三卷，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梳
理、阐释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兵家的思想学说。　　以《孙子兵法》为轴心，以兵学撰著和战争经验为
主线　　中国兵学与中国的儒学、道学一样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贯通始终。儒
家以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为轴心，道家以老子及其思想学说为轴心，兵家则以孙子（孙武）及其思想学
说为轴心，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国兵学》紧紧把握
住这一基本史实，在《先秦卷》充分展示了孙武（《孙子兵法》）的思想学说，在《汉唐卷》、《宋
元明清卷》也紧紧环绕孙子及《孙子兵法》叙说，使孙子学说十分鲜明地凸现于全书之中，成为全书
内容的轴心。《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
，既是中国兵学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到宋代，它被称为《武经七书》。
宋代以后，由于火器的出现和战争形式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以多种战术方法补充前代兵学著作内容“
不足”的撰著。然而就基本的战略原则而言，均未超出《孙子》及《七书》。战争经验则散见于史籍
。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史记》等二十五史，所载重大典型战争，从三代应天顺民
之战、春秋战国权谋诡诈之战，到秦汉之后改朝换代之战，均含蕴了十分珍贵的活的战争经验。《中
国兵学》的作者紧扣以上两条主线，依时序分章叙列，使两条主线既各自独立，又时有交织、糅合，
浑然一体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历史发展。　　该书对上述两条主线的叙写，由事、理、评三个层
面组成。事，指“兵学著述”或“战争经验”本身。它完全依据历史事实，或为历史文献的引录，或
为史籍载录的转述。理，指对兵学撰著或史籍所载战争的经验的分析，从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
，给以理性“升华”，或以既存的兵学理论相佐证。评，指站在推动社会进步立场上而进行的评述。
　　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民本”思想是中国兵家思想的优秀传统之一。“民唯邦本，本固
邦宁”，自夏代太康失国即深明这一历史教训。其后兵家、儒家共同高扬“民本”思想，孟轲讲“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讲“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
虽胜有殃”。而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殷纣虽有“七十万军队”，然“纣师虽众
，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纣王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何能不亡？秦
汉之际，刘邦以其“素宽大长者”而得天下。其后，刘秀以能“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做了“铜马皇帝
”。朱元璋打天下，几乎时时处处体察民心，三令五申，力戒枉杀人。历史的主体是人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该书每于民心向背，必大书特书。“人民，智慧，和平”成为本书的一个主题。　　突
出“贵谋贱战”的基本方略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孙子兵法》中最杰出的
战略思想。战争的目的在于使敌方屈服并服从于我方的意志，而不在于战场的厮杀争斗。因此，争取
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最大的战略目标，乃是一切军事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而代价之小，能近于无，
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兵不血刃”。《孙子·谋攻》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如果能通过以谋相伐（如揭穿敌方的阴谋），或外交谈判而达到
目的，不费一枪一弹即能使敌方“全旅”、“全军”以至“全国”屈从于我，自然是上策。如韩信用
李左车之计“不战而下燕城，”鲁仲连一封书信使聊城投降；郭子仪“免胄”服回纥，李光弼“空帐
”降二将（李日越、高晖），都是以谋取胜的典型。故本书对所谓文臣、谋士，如战国蔺相如、毛遂
，西汉之张良、陈平、陆贾、刘敬，明代的刘伯温、李善长等，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或居将帅之右
。对所叙各战例，亦皆以权谋方略为重点。　　力求客观、历史、全面地展现兵家人物　　古人所谓
“兵家”，首先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他们也有自身的生活情操，而决非只知“打仗”。对于所叙
兵家战将，书中力求展示他们的整体风貌。如曹操，既写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又写他“关东
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的英雄气概，同时还叙述了他悲壮苍凉之诗风。如杜牧，实为晚唐才子，其人
“好言兵事”，所注《孙子》才出诸家之右，其诗，其赋，特别如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竟亦含
蕴了深沉浓郁的兵学见解。　　该书在叙写兵家战将的同时，也写了与之相联系的昏君奸相。如两宋
之际，徽宗、钦宗主政，李纲、宗泽纵不避风险，也难挽危局。秦桧把持高宗，岳飞虽一身正气，也
只能俯首就戮。明代于谦“两袖清风”，临危受命，有护国之功，而英宗等为报“私仇”，竟以“意
”成狱，而杀于谦。得失成败，非一人之力，该书力求全面反映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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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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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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