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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前言

在数以千计的传世兵书中，《三十六计》一书是极具特殊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此书从被发
现到现在，既无明确的做成时间可考，也没有具体的作者可供研究，更不见于公私藏书目录，从而给
普通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悬念和巨大的想象的空间。第二，此书抄本1941年被发现于陕西邠县书
摊上，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厂用土纸排印至今，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其影响虽然无法与《孙子》
比肩，但其流布传播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此书自问世以来毁誉参半：誉之者认为这是一部少见
的有创造性的好书，甚至超过了《孙子》；毁之者则认为其品位不高，纯属三家村秀才粗制滥造之作
，精华不多，糟粕不少，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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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内容概要

《三十六计》学术性虽然不是很强但颇具实用价值，品位虽然不是很高但传播甚广、影响不小，其完
全称得上是一部反映民间智慧的谋略读本和传奇兵书；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它虽然无法与《孙子》
等其他兵书比肩，但也有着其他兵书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所以，笔者20世纪90年代末在组织编写
《中国经典兵书》(上、中、下三册，2002年10月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时，将其收入书中。
《三十六计新解(插图本)》分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这六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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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作者简介

李兴斌，山东招远人。1970年参军，1983年转业，先后在济南空军司令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山
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工作，历任战士、卫生员、技术员、军医、机要秘书、社科联学会部副部长、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现为齐鲁书社编审、第二编辑室主任。长期从事古代军事历史研究(侧重
《孙子兵法》与军事谋略)，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或合作出版《门外谈兵》(论文集)、《孙子兵法新
译》、《中国经典兵书》、《二十五史智谋通鉴》等著作十余种。1991年创办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古
代兵学的学术刊物《孙子学刊》，并任副主编。1995年以来，编辑出版各种图书一百余种，其中近二
十种先后获各种奖励，2006年编辑出版的《陶文图录》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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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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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章节摘录

插图：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在阅读明人冯梦龙《智囊》一书时，对孙膑所用“围魏救赵”的
谋略非常赞赏，称孙膑为“攻魏救赵，因败魏兵”的“千古高手”。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总结我抗日军民反围攻作战经验时，还曾说：“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
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
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位非
常善于运用“围魏救赵”之计的“千古高手”。在他的指挥下，我军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还是
在抗日战争期间，抑或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经常成功地运用这一谋略克敌制胜。这其中，1947年8月，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战例。1947年上半年，在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之下
，我军虽然屡屡获胜，但由于基本上是内线作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时，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
只有组织兵力迅速插入大别山地区，直逼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才能彻底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变被动为主动。于是，他于7月23日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
，直出大别山”。29日，他又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给刘邓。当时，晋冀
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在鲁西南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亟须休整和补充，但刘伯承
和邓小平看完这封电报后，当即复电党中央，表示完全服从中央决定。他们在收到电报后的第九天，
即1947年8月7日黄昏，便指挥十二万人马，在一百多里宽的战线上，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挺进
大别山的行动。千里挺进大别山虽然是一步妙棋，但其实也是一步险棋。因为，从鲁西南到大别山，
不仅远隔千里，而且前有陇海路、黄泛区以及沙、涡、汝、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十几旅的国民党部
队穷追不舍，再加时值酷暑和雨季，河水陡涨，道路泥泞，暑气逼人，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军
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跨过陇海路，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和涡河，直奔
汝河。起初，蒋介石并没有察觉我军这一行动的战略意图，反而错误地认为刘邓所部是“北渡不成而
南窜”。等到这时，他才如大梦初醒，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立即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
亲自兼任参谋总长，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阻在汝河北岸，并亲自飞到前线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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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后记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之后，《三十六计新解》终于可以付梓了。此书作为选题立项后，本想请一位
在这方面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稿，但考虑到近年来要为自己策划的选题找到一位合适的作者实在太难
，所以最后经社里同意，决定还是干脆自己操刀算了。好在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利用业余时间从
事古代兵法研究，并且主要侧重于对《孙子》和古代军事谋略的探讨，而《三十六计》又恰是一部关
于奇谋秘计的兵书，笔者对其并不陌生，所以撰写起来也就相对容易些。不过，由于自己毕竟学识有
限，造诣不高，从事编辑业务以来又因工作压力大而长期疏于治学，故而书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在此特祈请读者诸君和学界同道不吝赐教。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刘庆先生和邱
建敏先生、新疆克拉玛依安泰公司许钦彬先生、齐鲁书社宫晓卫先生、济南大学苗孝元先生、济南社
会科学院张华松先生、山东中医药大学臧守虎先生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刘晓焕先生等老朋友的热情帮助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并吸收了无谷、李炳彦、于汝波、黄朴民、孙建民等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山东画报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王芳女士为本书设计了封面，我的同
事李生女士为本书设计了版式、王玉香女士帮助处理了大量插图，责任编辑李军宏为本书的编校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用图片，有几帧因作者姓名或
通信地址不详，无法事先征得同意，在此谨致歉意。请作者主动与笔者联系（方式见封面勒口），笔
者将奉寄薄酬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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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编辑推荐

《三十六计新解(插图本)》：在数以千计的传世兵书中，《三十六计》一书是极具特殊性的。其一，
此书从被发现到现在，既无明确的做成时间可考，也没有具体的作者可供研究，更不见于公私藏书目
录，从而给普通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悬念和巨大的想象的空间。其二，此书抄本1941年被发现于
陕西邻县书摊上，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厂用土纸排印至今，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其影响虽然无法
与《孙子》比肩，但其流布传播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十六计新解(插图本)》就为您进行解读这本
智谋读本，传奇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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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新解》

精彩短评

1、几乎一半是欺敌之术。骗到人实在是件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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