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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前言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兴起予二十世纪初，鼎故盛于二十年代，八
寸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至今，无不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
多元文化中的一次次定位固基。　　一般来说，国学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
乐、武术幕肴，民俗礼仪等等为枝叶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
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
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
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近代学者邓实定义国学说：“国学者
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
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
生是图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同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
用性。　　总的来说，国学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独具特点且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
传统、人文理念和认识方法。其博大精深之内涵，雄厚内敛之魂魄，足以令世人千百年传诵。可以说
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其中蕴含着前人洞察世事的精妙哲理。学习国学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学会
为人炎：事的方法。增强个人的文化修养，使思想如“润物细无声”般得到浸润和升华。为让广大读
者能够真正与国学亲密接触，京华出版社去芜存菁，在卷帙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精心挑选出一
系列国学经典。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释疑、修饰、考证、援引等，汇鳊成为《中华国学传世浩
典》丛书，以飨读者。　　您现在所看到的《孙子兵法》便是丛书之一。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
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又称《孙武兵法》、《吴孙手兵法》、《孙子兵书
》、《孙武兵书》，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其思想精邃富赡
，逻辑缜续密严谨，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战役中，我们都会看到
《孙子兵法》中所提及的战争要叉。这部军事宝典后又被译成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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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最新彩图版《孙子兵法》，编者在忠于原著
的基础上，加以组织、整理，并运用准确、流畅的白话文进行翻译。更为巧妙的是，编者在每一篇兵
法之后，配合古人的注解，加入了大量的经典战例来加以佐证，使本书的知识含量最大化。同时，大
量切合正文内容的彩色文物、艺术图片，使本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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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成书虽早，但其阐述的谋略奇韬，对敌我胜败等诸般战争要素——作出详尽的论述。书
中纵横捭阖十三篇高论，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孙子兵法》。但每当人们及兵法时，或许孙武在人们
心中的位置远不如诸葛亮高。在今日也是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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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篇　　本篇是开篇之作，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它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军事原则
，贯穿于全书始末。孙子在该篇中主要论述战争指导者在战前正确筹划战争全局以及实施高明作战指
挥的问题。首先着重强调通过对敌我双方现有客观条件，即五事七计的考察比较，从而对战争的胜负
趋势作出正确的估算，并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其次，孙子主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
主观能动性，用兵时要“因利而制权”。只有善于根据战争情势的变化，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
特别是善于运用种种计谋制造假象，欺骗敌人，才能克敌制胜。再次，提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军事基
本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一原则受到历来军事家的推崇和赞赏。最后，再一次强调用
兵之前在庙堂之上进行周密筹算的重要性，并得出“多算胜，少算不胜”的结论。　　孙子日：兵
者[1]，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旺[2]
：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3] 3，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
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
仁、勇、严也[4]。法者，曲制[5]、官道[6]、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日：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
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7]，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
以听[8]，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9]。故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
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
胜者[10]，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
之，胜负见矣。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
探讨研究的。　　因此，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敌我双方基本条件的具体比较，来了解战争
胜负的情势：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政治，就是要使民众与国君的
意愿相一致，可以叫他们为国君而死，为国君而生，不存二心。天时，是指昼夜、晴雨、寒暑等四时
节候的变化。地利，是指高陵洼地、远途近路、险阻平坦、广阔狭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将领，
是指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毅果断、军纪严明。法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管
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只有
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些情况的，才能够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从以下七种情况来分
析比较，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哪一方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哪一方拥有更好的
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得到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
？哪一方的赏罚比较严明？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
兵作战一定能胜利，我就留在这里效命；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定失败，我就离去。有
利的计策被采纳后，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取胜的辅助条件。所谓“态势”，就是凭借有利
于己方的条件，灵活应变，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因此，能打装作不能
打；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
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况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注意防备它；对于
兵力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设法激怒它，对于鄙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它更
加骄傲；对于休整得好的敌人，要设法使它疲劳，对于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要在敌人没
有准备的状态下发动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不能预
先规定的。　　凡是在没有打仗以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取胜的条件充分；没有打
仗以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取胜的条件不充分。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
筹划不周、条件不充分，就会失败；更何况不作任何筹划、没有任何胜利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
察，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　　【注释】　　[1]兵：本叉为兵械，后引中为兵士、军队，这里指战
争。　　[2]校：通“较”，比较。　　[3]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
护君主的意愿。　　[4]智、信、仁、勇、严：指将帅的智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
严明等。　　[5]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方面的制度。　　[6]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制
度。　　[7]将：作为“听”的助词，意为如果听从我的计谋。　　（8]以：通“已”。听：听从，采
纳。　　[9]诡道：诡诈的行为。诡，诡诈、奇诡。遘，行为或方式。　　[10]庙算：古时兴师前，在
庙堂里举行军事会议，谋划作战方略，叫“庙算”。　　古今实例　　司马懿筹划周密打胜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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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魏国的辽东（郡名，辖今辽宁省东南部辽河以东地区）太守公孙渊，曾经一度向东吴孙权称
臣。后来，公孙渊杀了孙权的使臣张弥、许晏，又归属魏国。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他因对曹
魏不满，便自立为燕王，建号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
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同曹魏政权分庭抗礼。　　景初二年春，魏明帝曹睿为了巩固自己的后
方，从长安召回司马懿，命他领兵四万，前往辽东讨伐公孙渊。　　当司马懿整装待发时，明帝将司
马懿召进宫中，问道：“贤卿此次出征，预料公孙渊将会用何种计策来迎战你呢？”早在受任之时，
久经沙场的司马懿就估计了情势，并确定了自己准备采取的对策。现在听到明帝问话后，司马懿胸有
成竹地答道：“公孙渊得知我征讨的消息，弃城避战，这是上策；据守辽河抵抗，这是中策；如果坐
守襄平（汉时辽东郡治所，今辽宁辽阳市北），那是下策。也就是等着当我们的俘虏了。”　　明帝
觉得司马懿判断的“三策”只是一般的分析，没有具体说明，便接着问道：“公孙渊到底会采用哪一
策呢？你又有什么理由呢？”司马懿以肯定的口气回答说：“如果他善知敌我，明智地下定决心，就
会断然割合眼前的利益，弃城出走，以此拖延时间，并趁机疲惫我军，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同我军决战
。可是公孙渊这个人智谋不多，行动优柔寡断，采用上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必然会认为我军孤军
远征，难以持久。我判断，公孙渊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依托辽河据守，一旦与我军接战不利，就退
守襄平，即由中策转入下策。他一旦据守襄平，便肯定会被我军擒住，这就是他的必由之路。”明帝
听了司马懿的具体分析后，又问道：“这次行动往返需要多少时间？”司马懿想了想，答道：“京都
到辽东四千里，前往那里需要一百天，进攻需要一百天，返回需要一百天，另外用六十天作为休息时
间，算来一年时间够用了。”明帝不由得点了点头，对司马懿深思熟虑的回答感到非常满意。不久，
司马懿便率领大军渡过黄河，穿越华北平原，于当年六月进军到辽东。公孙渊得知魏国前来进攻的消
息后，立即令大将卑衍、杨祚领步骑兵数万屯于辽隧（今辽宁海域北），并构筑了二十多里的长壕，
准备坚守抗敌。魏军将领见敌军严密防守，毫无迎战的迹象，便请求司马懿下令立即发起攻击。司马
懿摇了摇头，冷静地向大家解释说“敌人之所以这样坚壁不战，是想疲惫我军，等我军精疲力竭之时
，再来同我决战。如果我们马上发起进攻，正好中了他的诡计。我看公孙渊已将主力部队屯集于此，
他的老巢襄平必然空虚。假如我军乘虚直接攻打襄平，敌人必然回师救援，我就可以趁机在他回军襄
平的途中设下埋伏。这样一来，战胜公孙渊也就指日可待了。”　　大家听了司马懿的分析和判断，
一致表示赞同。于是，大家便马上按照司马懿的部署，在南面张设大量旗帜，故意显示要从南面进攻
的态势，把卑衍等人所率精锐部队统统吸引到南面坚守。与此同时，司马懿却带领大军悄悄地渡过辽
河，从辽隧川直扑襄平。当卑衍发现魏军已经迂回到自己的侧后时，慌忙连夜率领部队撤退。等到卑
衍刚刚到达首山，公孙渊便立即命令卑衍出战，结果卑衍被魏将夏侯霸斩于马下，辽兵大乱。魏军趁
机向前进攻，公孙渊慌忙率军败入襄平。魏军趁机包围了襄平城，由此促使公孙渊由中策转入下策，
陷入束手待毙的境地。　　七月，正当魏军准备攻打襄平城的时候，突然连降大雨，辽河猛涨，洪水
泛滥，平地水深数尺，竟能使辽河口的船只通行到襄平城下。魏军陷入洪水包围之中，心情非常紧张
。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无法攻城，而且连吃饭、睡觉也都成了问题。有些将领看到这一情形，便提出
移营防洪的建议。司马懿为稳定军心和避免移营造成的被动局面，立即下达命令说：“襄平被攻破只
是早晚的事情，如果再有人提移营这一件事，一律斩首示众！”都督令使张静违抗命令，被斩，军心
才安定。公孙渊倚仗滔滔洪水为屏障，又看见自己的船只出城打柴、运米行动自由，便得意洋洋起来
。他在部下面前称颂天公作美，以为神灵在保佑自己，并且认为这一次作战必定能够取胜。魏军将领
见辽军船只出出进进，一个个都忍耐不住了，纷纷建议要冒雨攻城，但都被司马懿一一拒绝了。　　
司马陈硅见司马懿既不移营，又不攻城，心中焦急不安，就问司马懿道：“过去孟达叛魏归蜀，大将
军指挥三军进攻上庸时，指挥部队八路进兵，昼夜不停，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攻下坚城，斩杀孟达
，大获全胜。现在我军远道而来，反而迟迟按兵不动，不知道大将军你是什么用意？我实在是百思不
得其解啊！”司马懿笑了笑，管道：“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年孟达兵少，又在上庸存有可用一年的粮
食，而我军人数是盂达的四倍，却只有不足一个月的粮食，我军兵多粮步，所以只能不惜伤亡来同粮
食竞争啊！不求速战速决，怎么能够取胜？现在的情况与那时完全不同，公孙渊是兵多粮少．而我军
却是粮食运输畅通。所以说，拖延时间对我们是利多弊少！再说，眼下洪水都可队没膝了。即使我现
在严令部队进攻．叉能有什么用处呢？自从我们进军肚来，我所顾虑的并不是敌人的进攻，而是怕他
们不战而逃。现在敌人困守襄平．我军也没有对他们形成台围的态势。其实，我是有意不许抢掠他们
的牛马和断绝他们打柴运粮的通道，以免把敌人逼跑。兵法说‘兵行诡道’，‘因敌制胜’。现在，
公孙渊凭借人多和下雨给我，苹造成的困难，还可以勉强支撑下去。所以，他的处境虽然不妙，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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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束手就擒，我是有意在他面前显示出无能为力的样子，为的是让他安心呆在襄平。等到雨过天晴
，我再动手。到了那个时候，公孙渊可就想跑也跑不掉了。”司马懿的一席话，不仅使陈珪感到佩服
，也使全体将领安下心来。朝中听到大军遇雨，一致想要退兵。明帝说道：“司马懿临危处变不惊，
擒获公孙渊指日可待。”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指挥魏军从四面八方合围了襄平，采用多种手段发
起攻城战斗。他命令部队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筑土山，用强弩硬弓向城中俯射；在地面，指挥部队用盾
牌、楼车作掩护，用钩梯、冲车攻城，在地下，让士卒采用挖地道的办法进攻襄平城。魏军日夜不停
地攻打，使襄平守城部队伤亡惨重。加上城内的粮食慢慢用尽了，公孙渊的部队为争夺粮食，互相残
杀起来，再也没有人专心守城。在这危难的时候，公孙渊的大将杨祚又率部出城投降，襄平城内更是
人心惶惶。　　八月，公孙渊见大势已去，无计可施，便派相国王建和御史大夫柳甫到魏营求和，提
出让魏军向后撤退，解除对城池的包围，然后公孙渊率领部下出来投降。司马懿一听要自己解围后撤
，立即下令将前来求和的两人斩首，并发檄文告诉公孙渊没有资格同自己提出条件再投降，这显然是
没有诚意！于是，公孙渊又派卫演到魏营，要求当天就送儿子前来当人质，请求魏军解围。司马懿明
知公孙渊已成瓮中之鳖，哪里肯接受解围的条件？于是，他当面就对卫演说道：“军事行动大体上有
五个步骤：如果能打仗就应该打仗，不能打时就应当防守，不能守时就应当逃走。若是连这三点做不
到，就剩投降和送死这两条路了。公孙渊至今还不愿意自己绑起来前来投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
回去告诉他，没有必要送儿子来了！”这样，司马懿便拒绝了公孙渊的谈判。不久，魏军攻陷襄平，
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率领数百骑兵突围向东南逃走。魏军追至梁水上游，斩杀了公孙渊父子。随后，
司马懿率军乘胜平定了辽东、乐浪、玄菟、带方四郡，取得了北征辽东的胜利。　　越国灭吴国之战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在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国家．在此之前，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同依附
予楚冒，是楚莺的盟国。春秋中期，吴国通过兼并战争取得了大量土地，疆域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
强，在大国争霸的局势中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叛楚攻楚，以求争霸中原。这时弱小的越国在吴楚战事
频繁时常常策应楚国、牵制吴国成为吴国心腹之患。吴国为了在中原争霸中除掉后患，在柏举之战击
败了楚国之后，开始发动吴越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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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
索其情：一曰遒，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
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
、仁、勇、仁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
之以计而索其情，日：主孰、道？将孰有？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吾以此知胜负矣。　　或许孙武在人们心中的位置远不如诸葛亮高，　　但每当人们提及兵法时，　
　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孙子兵法》。　　书中纵横捭阖十兰篇高论，　　对敌我胜败等诸般战争要
素一一作出详尽的论述。　　本书成书虽早，但其阐述的谋略奇韬，　　在今日也是无往不利，无坚
不摧的。　　国学者何？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
，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
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　　　　　　　　　　　　　　　　　—
—邓实
　　与其说这是一部兵法，倒不如说是一部人类智慧的结晶。能精研其中十三篇兵法者，必然在各个
领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不败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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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是光盘。。。
2、书还不错，但光盘是电子图书，觉得没啥用处。

Page 9



《孙子兵法》

精彩书评

1、晚上兴致勃勃地拿起《孙子兵法》，早就对其垂涎若渴的我细细地品读了这本著名的古代兵书。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英文名为“The Art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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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三大
兵书之一。第一篇奇谋，概括地讲述了用兵作战的方法和主要谋略。“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
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
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第二篇作
战，主要讲实际情况下战斗的准备工作，“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第三篇谋攻，如
何运用谋略获得“全胜”，“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
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第四篇形，讲述如何利用敌我双方条件采用作战形式
来消灭敌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
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
胜。”第五篇势，讲述如何出奇制胜，“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
，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第六篇虚实，讲述作战指挥中争取
主动权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
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第七篇军争，讲述在一般条件下夺取制胜条件的基本
规律，“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
，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
之陈，此治变者也。”第八篇九变，讲述作战要根据地形变化决定谋略，“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
以业，趋诸侯者以利。”第九篇行军，讲述军队在不同地理条件下如何行军等，“敌近而静者，恃其
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
敌取人而已。”，“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
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第十篇地形，讲述将帅如何利用地形克敌制胜，“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第十一篇九地，讲述九种地理环境以及其对士兵产生的心理影响，“兵之
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
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者也。”第十二篇火攻，讲述火攻的方法，“非利不动，非
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第十三
篇用间，讲述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方法，“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知之必在于反间
，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孙子兵法包含了我国古代
行军打仗的智慧以及军事战斗秘术，其不仅可以应用于古代军事地形间谍等，更可应用于现代商业斗
争，或是军事战争。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精华，孙子全面地讲述了行军战斗中的多种因素
，并逐个剖析，分析其利与不利之处，为贤明君主或将领留下了一笔宝藏。而现代商业中争斗甚多，
尤其是股市，电影《华尔街》中更提及孙子兵法，以及妙用其在商业股市竞争中得到的出奇制胜的效
果。是不可不读的奇书！
2、不敢说读懂但每读一篇文章都要思索良久然后再次细读不得不由衷的对古时将士产生敬佩现努力
将其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尤其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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