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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原文的考证 
 

         不应再有所怀疑了 
 

 站在中华民族文化上，中国国防建设上，不容我们对于这一部经典——「民

族之魂，国防之宝」的孙子兵法有丝毫的怀疑了。  

 

 因为我们既用它来御侮图存，却又怀疑它，这是何等矛盾！其影响所及，徒

足损害吾民族的自遵心与国防的自信心而已。  

 

 任何一代的兵家，无人敢说孙子是一部伪书，我读过日人研究孙子的著作达

数十种，亦无人稍抱怀疑的态度，都是异口同声的推崇备至。独自宋代以来，有些

文士却持怀疑的见解，谓孙子非孙武所作，或为孙膑所著，如宋儒叶适因不见左传

有孙子的记载，便武断孙子之书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林处士所为。可是以孙子这

样一部古今无匹的伟着，难道山林处士可以写得出吗？至于说孙子不知果为何代人

的宋儒陈振孙，徒见其浅薄而已。到了近代，有些学者说是伍子胥所著，更为滑稽。

如果这一部杰作是伍子胥手着，伍子胥既做了大官，又能写出伟着，何不直书己名，

既可以炫耀于时，又可以扬名千古呢？我想这是绝对不会有的。又有「中国历史精

神」的作者钱先生亦赞同梁启超先生的意见，说是齐国孙膑所著，这也是不正确的。

考孙子十三篇始于历史家司马迁，如史记孙子传载；「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当然以这一个记载为最可靠的。司马迁为汉代太史公，继承父业（其父司马谈为汉

太史令，职掌天文国史），曾漫游大江南北，博访周咨，搜集了不少资料，又惙集

金匮石室之藏书，不知根据了多少竹书、木书、帛书等资料来作史记，每一记载，

当是根据原始资料，不会捕风捉形，随便下笔的。看他在史记上引用了不少孙子的

话，足见他亦为熟读孙子的一人。至于秦始皇焚书，系烧掉六经（因儒生根据六经

来非议秦皇），并非烧掉杂家的书，孙子为杂家之一，常时秦皇正需要运用它的原

理来建设国防，如万里长城等，及抵抗向北部入侵的匈奴，更不会把它烧掉，故它

必定完整无缺。又司马迁生距周敬王时四百年不到，传闻上亦不致误张冠为李戴。

而后人凭一时的一知半解或一些文句的推测（有些文句或为后人増入未定），乃武

断孙子为孙膑所著或他人所著，妄图推翻司马迁最早而最可靠的记载，以减低孙子

的价值，打击中国民族兵学，阴售其「重文轻武」之奸计，又博得「创见」之名，

这样，试问于学术上有何贡猷？对于民族国家又有何裨益？  

 

     孙子的篇数问题 
 

 同时，我也是赞同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在孙子

提要上的论证，谓孙子「确为武所自着，非后人嫁名于武也。」故唐张守节于着史

记正义乃引梁阮孝绪的七录之说: 「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卷。」

以解决此悬案。但依我的研究：除十三篇原文外，其余六十九篇及图九卷或为孙子

后来所作的遗文，或为其后世孙膑所作的専论，或为后人所作的注解附于其末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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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请参阅拙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的总论）。近见有擅把十三篇割裂分为八

十二篇，以符汉艺文志的记载，徒见其牵强造作而已。  

 

 被外国人誉为世界军事天才之一的曹操，他为注释孙子的第一人。他是一个

名将，也是一个名作家，根据他的考证，他是赞同司马迁的记载的。他序孙子说: 「吾

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

篇。」以曹操的天才与学问，左右又有无数兵家为助，他既读其书，又注解其书，

既称十三篇，当有所本，绝非盲目附和司马迁之言。不过他却说：「而后世人未知

深亮训说，况行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可见孙子自流传

于世后，后人写了许多注解（即训说及行文烦富，也许是指多出的六十九篇）附于

其中，多失其旨要，故他特加删削，另为注解，成为流传至今的曹着孙子。但陈振

孙因见杜牧说：「魏武帝削其繁剩（或即原有注解，或所多的六十九篇），笔其精

粹，凡十三篇，因注解之。」的话，便怀疑十三篇为曹操删削而成，实因他未读通

杜牧的文章，而杜牧亦未研究清楚曹操的序文，故行文稍有语病而已。  

 

    真的，孙武所著兵法是十三篇的。既有司马迁载称于前，又有曹操断证于后，

是无可怀疑的了。  

 

      孙子的字句问题 
 

 不过十三篇经过二千多年的流传，相信字句上难免不无一些不能存真之处，

这是我敢断言的。从历代字体的变迁来看，孙子当时所作的十三篇，其字体是用大

篆写的（亦称古籀，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后大篆改用小篆（秦李斯作），所有

古书又要由大篆改为小篆。汉代又改用隶书（秦程邈作），后又由隶书改为楷书（始

于后汉王次仲，备于魏钟繇），字体上像这样的改变，而十三篇在每一次的改变又

要重写一遍，在这重写之中，难免不无错误之处。又春秋时所用的写字工具是用竹

条或笔蘸漆或墨写于竹简或木板（不是用刀刻，是写错时用刀削去）或布帛上，汉

以后用纸（自蔡伦造纸始），因所用的工具不同，辗转誊写，亦难免不无错误处。

又当写在竹简上时，即一片竹写好之后，便用皮条或青丝编串起来，成为一篇或一

部，日子久了，皮条或青丝断了，或遭天灾人祸以致散乱，后人把竹简穿错了，弄

得上下文不相连贯，便成为所谓「错简」。又因竹简散乱了，有的遗失，后人无法

找全，权把它编串即来，便又成为所谓「脱简」，此外也有「断简」的，即断了的

竹简，无从找到的也有。我们今日细读十三篇，间有此感。明代孙子注释家刘寅、

张贲等就怀疑「军争第七」与「九地第十一」有错简之处。又孙子的原文，以流传

日久，难免不无好事者流，或自以为是之辈，间加增删的情事，因之在各版本的字

数上间有多少增减之处，现我所根据的系民国三十七年在苏州虎邱所修建的「孙子

十三篇全文碑」，该碑全文共六千一百零八字，这是我们当时根据最古的宋版孙子，

并参照明版孙子，清版孙子（清代考据家孙子五十七世孙孙星衍校订本）校订而成，

堪称定本。当时我发现孙星衍的校订本较之宋版本在字句上稍有增减之处，例如宋

版本为「始计第一」，孙校订本则为「计篇第一」，宋版本为「军形第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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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第五」，孙校订本则为「形篇第四」，「势篇第五」等等，又如宋版本为「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始计第一），孙校订本：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彼此对照，

孙版本则多了三个字。宋版本：「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仭之溪者，形也。」（军

形第四），孙校订本：「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仭之溪者，形也。」是孙校

订本又多了两个字。宋版本：「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第

十一），孙校订本则多了一句，且在造句上，亦有出入之处，为：「焚舟破釜，若

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等。不过倒不关重要，为数亦有限。中国古书

皆有此种情形。虽说十三篇以流传日久，不无多少与原文相出入之处，起码总有百

分之九十九的存真。  

 

      孙子作于何地问题 
 

    孙子生于周敬王之时，而十三篇究作于周敬王何年？费时若干？无史可考，不

能臆断。不过他不是作于北方的齐国，而是作于南奔之后的吴国，可断言的。考孙

子为齐国孙书之孙（孙书伐莒有功，封于乐安，请参阅拙著「孙子兵法新研究」的

总论。生长于武将之家，家学渊源，尤喜精研历代战史与兵法，在奔吴前，一定干

过武职，打过仗，且具有卓越的天才与实战的经验。但因不得志于时，又因田鲍四

族谋作乱，故愤而奔吴，奔吴之后，得知于伍子胥，子胥欲荐之吴王阖闾，乃先作

兵法十三篇以献。可见十三篇是作于南方的吴国，今日我们从十三篇的文章上看来，

亦可判断是作于南奔之后的吴国，即今之苏州。（附注：清孙星衍曾在苏州虎丘山

麓建祠以祀孙子。中国现代兵学界亦曾在该地建碑纪念孙子，见「苏州虎丘孙子纪

念亭追记」。）  

 

 最近偶一读孙子兵势第五：「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这句话，不禁有所

感。长江以南，地势多山，与长江以北、黄河流域一望千里的平原迥异，南方有些

河流在大雨中，其水势真如天上而来，「漂石」是很普遍的现象。又孙子当时在由

北到南的奔吴旅途中，通过千山万水，这位哲人不免到处考察地理，及观察自然现

象，故他在十三篇中甚多论及山地的形势。而十三篇之作，也许在这孤寂冷静的旅

途中，已打下腹稿。至于北方平原，地势平坦，河流缓慢，开封以东的黄河，就是

最好的例子，「漂石」是不可能的，其实亦无石可漂。孙子当时为得到吴王阖闾的

用已，故多用南方的地理名词去激发吴王，如虚实第六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

益于胜哉？」九地第十一说：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又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样

合乎情理，取喻切近动听。故梁启超先生等谓为「齐孙子」（孙膑）所作，即作于

北方的齐国则不对。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术家，但在这一点上殊欠高明。

正如曾国藩为清代一个大军事家，但他却不信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破龙沮以囊

沙壅水的事（见「曾氏日记」），使我不得不在拙著「兵学随笔」上予以辩正，这

也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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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今之日，我们应如何致力发扬孙子以供实践，再来动笔考证孙子，似无多

大意义。惟因有感于世人往往被那似是而非的见解所迷惑，故特作斯篇，并以就正

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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