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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8_AF_95_E8_c67_254987.htm 5.4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著作、

军队名称等 1.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

《孙武兵法》。中国古代的军事名著，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

。春秋末孙武作。《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武以兵法见吴

王阖闾，阖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但《汉书艺

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据唐杜牧

称:“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成

此书。”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

残简，并有《吴问》等佚文。今存本十三篇，有:计、作战、

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

攻、用间等。该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揭

示了战争的一些重要规律，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历来被称为“兵经”，受到国内外的推崇。2.孙膑兵法。亦

称《齐孙子》。中国古代的军事名著。战国时齐国孙膑作。

《汉书艺文志》记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

隋书经籍志》中不见此书目，可能在隋以前失传。1972年在

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该书总结了战

国中期以前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

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3.吴子。中国古代著

名兵书。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的辑录。《汉书艺文志

》记载《吴起》四十八篇。今存《吴子》仅有图国、料敌、

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系后人所托）。有英、日、

法、俄等译本。4.六韬。中国古代兵书。传为周代吕望（姜



太公）作。后人研究，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作品。现存六卷，

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5.尉缭子。中国

古代兵书。传为战国时尉缭作。《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

《尉缭》三十一篇。今本共五卷，计分二十四篇:天官、兵谈

、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

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

勤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

。6.司马法。中国古代兵书。隋唐诸志误为司马穰苴作。据

《史记》载，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而把穰

苴兵法附其中，定名《司马穰苴兵法》。据《汉书艺文志》

载，《司马法》共一百五十篇。今本仅存五篇:仁本、天子之

义、定爵、严位、用众。7.三略。一名《黄石公三略》。中

国古代兵书。传为汉初黄石公作。全书分为上略、中略、下

略三卷。8.李卫公问对。一名《唐李问对》。中国古代兵书

。李靖和唐太宗用兵的问答，记录成书。全书三卷。主要谈

奇正、攻守、主客等问题。9.武经七书。又名《武学七书》

或《七书》。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颁布以《孙子》

、《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

》、《李卫公问对》为武学必读之书，称《武经七书》。10.

太白阴经。中国古代兵书，唐李筌撰。共十卷，分人谋、杂

仪、战攻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杂占、杂式

等类。《四库全书》收录的八卷本，是后人合并的。11.虎钤

经。中国古代兵书。宋朝许洞撰。全书二十卷，共一百二十

篇，内容主要发挥《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观点，大

部分是汇集旧文，加上他的看法。其中仅前十卷论述实际用

兵的问题，其余多近于迷信。12.纪效新书。中国古代兵书。



明戚继光撰。凡十八卷。正文分:束伍、操令、阵令、谕兵、

法禁、比较、行营、操练、出征、长兵、牌筅、短兵、射法

、拳经、诸器、旌旗、守哨、水兵十八篇，每篇各附图说，

卷首有《或问篇》作为总序。此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

寇时练兵和作战经验的总结，故称为“纪效”。13.练兵实纪

。中国古代兵书。明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正集九卷，分

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将六篇。附

杂集六卷，分储练通论、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军器解

、车步骑营阵解五篇。其法均切于北方边防实用，故称实纪

。此书和《纪效新书》都是戚氏阐述练兵和作战实际经验的

著作。14.八阵图。三国时，诸葛亮的一种阵法。《三国志蜀

志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人考其遗

迹而绘成图形。相传诸葛亮曾聚石布成八阵图形。据记载，

八阵图遗迹有三处:（1）《水经沔水注》及《汉中府志》说

在陕西沔县（今勉县）东南诸葛亮墓东.（2）《寰宇记》说

在四川奉节县南江边.（3）《明一统志》说在四川新都县北

三十里牟弥镇。15.三军。①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如晋设

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楚设中军、左

军、右军。②《商君书兵守》言守城之法:“三军:壮男为一军

，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

男作战，壮女治守备，老弱收集供应食物，以悉力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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