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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川时代的孙子研究 
                                               
 
     孙子兵法学理研究勃兴，在日本，可以说是自德川时代开始的。  
 
 即是，以山鹿素行的「孙子谚义」为首，新井白石的「孙武兵法释」，荻生

徂徕的「孙子国字解」，松宫观山的「士鉴用法直旨钞」，平山兵原的「孙子折衷」，

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等，相继出现。  
 
 在汉文读本的「古文典型」中，山阳特将孙子军形篇编入其中，并加以评注，

不啻在孙子注释书的万绿丛中添上一点红。  
 
     却说，德川时代的孙子研究之第一个特色，是对字句的解释而寻求古义与原

义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自称「古文辞学」的徂徕，在这里的解释，确非他人所能望

其项背。  
 
     第二个特色，是中日的比较研究，以徂徕晚年的大着「钤录」为最显著，但

徂徕一派的比较研究的缺点，是忘掉了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的存在及其光辉的精神，

仅作比较的研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个特色，是在孙子的复古的研究勃兴中，向日本古代兵学的自觉，进而

阐明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的精神，以山鹿素行于赤穗谪居中所完成的「七书谚义」的

自序为其先驱。松宫观山的「天地圆德卷详解」及「神乐舞面白草」等亦相继展开。  
 
     尚有观山以长寿九十五岁而殁，但其著作实成于晚年九十至九十一岁之时，

这一点令人钦佩靡已。  
 
         在「兵者诡道也」的解释中素行与徂徕的比较 
 
 孙子中所谓「兵者诡道也」，素行把这个句子开始解为「诡亦道也，行诈亦

大道也。」但后来又将其改为「诡诈亦同在其道中」，将诡字和诈字同一看法，始

终没有寻求诡字古义的含意。反之，徂徕则将诡诈二字加以区别，努力阐明诡字原

来的含义。把他解释为所谓至极无形的兵理。徂徕说：「谈起诡道来，世人往往认

为就是欺诈之谓，若谈合战，总以表里不一致，定为军之本旨，乃为常事。所谓欺

诈，即我比敌人更为离奇莫测，所谓合战，即不守常规。故所谓兵者诡道也，即以

使眼前的敌人不得而知，不得而见，变幻莫测，毫无定规，为军之道也。然因敌人

认为谋术，所以亦可谓为欺诈。」  
 
      在「兵者诡道也」的解释中白石与徂徕的此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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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与徂徕，在许多点上，尽管有其显著不同之倾向，但依据古义和原义的

方法论来说，则若合符节，互相一致。但白石往往于解释先秦古典的时候，似乎不

一定专拘泥于古义和原义的。白石的「孙武兵法释」，暴露着他的粗漏。假如读者

把它和徂徕的「孙子国字解」对照一读时，便可推知过半了。  
 
 孙子屡屡被人曲解和非难的，是「兵者诡道也」一语。这个诡字，白石与素

行均以通俗的意义解释为「伪」和「欺」。白石与素行的不同，只是前者以此而非

难孙子兵法为诈术，反之素行则认为诈术，亦为运用权谋奇变之妙的一种。  
 
     然而，徂徕的「孙子国字解」，是寻求诡字的古义和原义，解释为「怪奇」。

所谓怪奇，就是事物本身种种的变化，使人离奇莫测的。即所谓无形之兵，「深间

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这便是诡道。一言以蔽之，就是无形至极的兵理。所谓専

以伪和欺为手段，而易击败对手，却非兵法，这是徂徕所力加说明的一点。这样才

是孙子的真意。至于任何人想拿「兵者诡道也」一语来非难孙子，那早已没有存在

的余地了。  
 
     同时在徂徕晚年的大着「钤录」中，亦反复地展开这个解释。  
 
     所谓「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这是孙子的原文。但后世所谓的「王

者之师」，决不是表里不一致的事，这是由于不知兵的本旨……阴谋原为仁道。不

损害敌方的生命，坐收功效，此乃阴谋的本意。那具有超人智识的阴谋，其阴谋之

迹不为人所见，亦不知其为阴谋，这是兵家的理想，也是一个例子。  
 
      徂徕的中日兵法比较研究的检讨 
 
 古文辞学家的徂徕，于中年着「孙子国字解」，晚年犹専心致力于兵法，完

成「钤录」二十卷的巨著，有组织的展开他自己的兵法论，并且随处试作中日兵法

的比较研究。  
 
 关于日本战法与外国的异同，第二十卷水法篇有如次的叙述：  
 
 外国与日本舟军之形式虽大异，但吾人由此便知建造大船及驶船之道，甚有 
 裨益。今且在此卷中将和汉之船军分别记载之，然亦有不同之处。  
 
     故水法篇前半二十页是日本的水法，后半二十页为中国戚南塘的水军法及附

录七页（即中国水军法，虽非戚氏之法，但为供参考，而作为附录），它就是这样

编成的。但徂徕的缺陷，对日本古代史没有研究，所以缺乏对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的

精神的自觉和阐明，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研究。钤录自序之年纪，是享保十二年正月，

即完成于徂徕逝世的前年，全集二十卷中，前后一卷题名为水法，即海军战法论。  
 
      日本无阵法是徂徕之错觉 

多贺义宪著/高一萍译 2/5 世界兵学社发行 



《孙子兵法总检讨》电子版   附录五        日本德川时代的孙子研究 
 

 
 徂徕的立场，是复古的儒学，并非日本古学的立场，自以为「道」皆儒教之

道，而缺乏向日本固有的古道的自觉的徂徕，在兵法研究上，同时缺乏对日本古代

兵理的认识，这是当然的事。  
 
 追溯其根源,日本无阵法，战法乃日本战国时代将士在战场上勇武用命之 
 战法，而由于自然体验得到者也。云云。  
 
 这是「钤录」的「战略篇」中错觉的一例。  
 
      素行与日本古代兵道的自觉 
 
 素行于十八九岁时着「孙子谚解」 ，二十一岁着「兵法神武雄备集」，三十

五岁着「孙子句读」、「武教要录」、「武教小学」、 「武教本论」、「武教全书」

以及「兵法或问」等，五十二岁着「流谪中」、「武家事纪」、「七书谚义」，五

十三岁着「古今战略」、「孙子谚义」与「吴子谚义」等，即为七书谚义的一部。

素行于宽文元年，四十七岁时，便由朱子学转向复古的儒学，由其儒学复古的立场

着有「圣教要录」，那是宽文五年十月，素行四十四岁的时候。因此，开罪于幕府，

翌年宽文六年十月，被放逐于赤穗，贬谪十年，于五十四岁时，延宝三年六月赦免，

返江户，于贞享二年六十四岁卒。  
 
     于贬谪期中，宽文八年著作「谪居童问」，则称「支那」为中国乃至中华，

称孔教为圣教，仍未见其脱离复古儒学的立场。但至宽文九年著作的「中朝事实」，

则将日本与中国乃至中朝并列，改称日本的古道与神道为圣教，这与其说是复古的

儒学，毋宁说是已站在日本古学的立场了。  
 
     在这个义意上，追溯素行的发展之迹，这个时期，较诸宽文元年乃至宽文五

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宽文九年，他著作「中朝事实」，是站在日本古学的立场，

这一年是不能忽视的，我想宽文九年，那是素行四十九岁的一年，这是徂徕等的复

古儒学者与素行大异其趣的所在。 「七书谚义」是素行已站在日本古学的立场四年

后的著作，在这「七书谚义」的自序中，他说：  
 
 本朝古今，善用兵者，洗暗合武经七书的兵法。此乃天之授与，或神之庇佑，

 自有盖天盖地之神兵圣武之存在也。何须待外邦之七经乎？  
 
 其所以大声疾呼向日本古代兵学的自觉，实有其来由。 「何待外邦之七经乎？」

然则七经之类，在我已不足为学，不不，素行说：  
 
 然而传闻多识，乃学习之通义。若熟习吾邦之兵法，而后及此书，化而取之，

 推而行之，变而通之，可用以大成。不然，则多杂混真，岂不终至轻视如鸡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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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之读孙子者，素行这种研究时度，值得学习。  
 
      阐扬日本古代兵法固有精神的观山 
 
 继承素行转向日本古代兵学的自觉，更努力阐扬日本古代兵法固有光辉的精

神的，就是北条派的兵学家松宫观山。观山之名虽不显著，今日殆已被人忘怀。但

他是以北条氏的「士鉴用法」为蓝本，写了「士鉴用法直旨钞」，并自着有「天地

圆德卷详解」、「武学为初入门说」、「神乐武面白草」等著作，努力树立日本的

兵学体系的伟大先贤。  
 
 观山生于下野之地，为侩侣之子，后为江户处士松宫某的养子。就其出身而

言，在当时兵学家中，观山已经可以说是具有异彩，并且他是在山鹿素行死后翌年

出生的。  
 
 日本古代虽没有写出像七书这样的兵书，但观山却清楚地指出和七书兵理暗

合的优秀兵法的实践之事实，他论述如次：  
 
 仔细查究神代的战法，虽无传授及有力的明证，幸而有日本纪的记载，可为 
 考证。以理推之，是可以得其阵制战法的。  
 
于举例说明之后，他说:  
 
 堂哉巍哉，四边之固，槃境神篱，严重镇护，宝祚万岁，与天同寿，洪基无 
 穷，神代皆备，无一或阙，何需假异国之教，又何谓后世精密，而上代疏略 
 耶？所谓神代之战法不可知者，岂非读书之眼未开乎？  
 
 他把徂徕的「追溯其根源，日本无有阵法」的错觉和妄论已揭破无遗。  
 
 却说，观山欲树立观山的体系的日本派兵学，其主旨置于何处？ 「在天地圆

德卷详解」中，他这样说：  
 
 本派兵法，统以随影学习为主，此乃不背奉日神之事。神武纪曰：皇师进兵 
 不能战，天皇忧之，乃运神策于胸中曰：「今我为日神之子孙，而对日仇视，

 乃违背天道也。否则，退步示弱，体察神祗，肩荷侍奉日神之风，随影追袭。

 倘若如此，则可不血刃，仇必自败。」此乃随影学习之所由起。  
 
 总之，凡事违背天道，则事无成，顺天行道，事理専一，必胜必成。我（日

本）开国之始祖，依此而奠下与天地无穷之基，诚可为后人服膺之法则也。这是古

今一贯的日本派兵学最高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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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可以说，对于孙子兵法学术的研究之勃兴，终于向着日本固有的古代

兵理兵法的自觉而复兴了。盖我日本国体的精华使然。今日欲读孙子者，首先应面

对此一历史事实，加以深深的考虑。  
 
 就中国兵法在字句的解释而论，北条派不及山鹿派，山鹿又不及荻生，字句

的解释，荻生断然首屈一指。但就日本派兵学的树立和体系化而言，可惜荻生到底

不能与北条派及山鹿派比拟。因为徂徕的复古，乃是向先秦文化乃至所谓中国先王

之道的复古，并非向日本固有的古道和古学的复古。就汉学而言，虽无人可望其项

背，甚至成为凌驾中国学者的豪杰，但他的根底里却缺乏了向我国（日本）古道的

自觉和国学的教养，这是他无可补偿的弱点。  
 
 附注：徂徕就其体系的雄大而论，稍稍可以和后代的佐藤信渊比拟，纵观其

博大的思想体系，信渊则以「皇国神世之古纪，乃万国道学之大元」的古道精神而

为之。然而，遗憾得很，这一点，徂徕是没有的。  
 
 德川时代之孙子研究家年表 
 
 •  山鹿素行一七二四—一七八五（公元)：五十三岁着「七书谚义」。内有

  孙子谚义。  
 
 •  新井白石一七五九—一八二七：晚年着「孙子兵法释」  
 
 • 荻生徂徕一七六八—一八三○：中年着「孙子国字解」。最晚年即死前 
  一年着「钤录」。  
 
 • 松宫观山一七八八—一八八二：生于素行殁后之翌年。享年九十五岁， 
  着有「士鉴用法直旨钞」。  
 
 • 赖山阳一八八二—一九三四：生于观山逝世之年。二十八岁编著「古文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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