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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扫黑除恶电视剧《狂飙》
的热播，带火了一部两千年前

的兵书——《孙子兵法》。“读《孙子兵
法》，品启强人生”一时成为网络热梗。
但在我们迫切想要像高启强那样通过

《孙子兵法》寻找人生逆风翻盘的途径
时，必须先要了解《狂飙》之外真实的

《孙子兵法》，以便在网络热潮中保持清
醒，深入领略这部兵家必读经典的哲理
与智慧，为当下的现实生活提供启示。

近日，中华书局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黄
朴民做客直播间，分享他多年来的阅读
和研究心得，带领大家“正读”《孙子兵
法》。两个小时的分享充满了信手拈来
的隽言妙语。黄朴民教授将条分缕析
的讲解与生动鲜活的实例相结合，为人
们阅读体悟《孙子兵法》提供了方法论
上的指导。同时，他也以辩证的态度进
一步明确了《孙子兵法》对于现实生活
的借鉴意义，发人深思。

历代名家隔空“弹幕”
对阅读理解很有帮助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经典浩如烟

海，但在黄朴民看来，最核心的四本书

分别是《论语》《道德经》《周易》和《孙子

兵法》，它们就像是支撑起中华文化殿

堂的四根柱子。

讲座开端，黄朴民教授首先介绍了

《孙子兵法》这部传世名作的基本情况，

梳理其来龙去脉，比较了不同来源的三

种版本体系之间的差别。作为一部声

名显赫、流传千年的著作，历代《孙子兵

法》的注者甚多，从曹操到唐朝的杜牧，

再到宋朝的梅尧臣，都曾为其作注。这

些名家“隔空”弹幕式的注解，对我们阅

读理解《孙子兵法》很有帮助。

对于《孙子兵法》的重要地位，黄朴

民用四个“最”来概括：这是一部现存最

早、最好、最广、最活的兵书。在创作时

间和内容质量上，《孙子兵法》最早形成

了完整的兵学体系，而其语言文字之优

美，也可与《论语》《老子》等经典著作相

提并论。它是卷帙浩繁的中国历代兵

书中登峰造极的代表作，代表了中国兵

家文化的最高成就。后来的兵书只能

在其框架之内修修补补，难以超越。

《孙子兵法》早已成为中国与世界

军事文化对话交流的资源和平台，是外

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早在唐玄宗

时，这部经典已经走出国门，如今被翻

译成六七十种文字，享誉国际。此外，

这本书中蕴含的智慧已经超越军事领

域，具有哲学层面的方法论意义，渗透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具体手段可能过时
战略道理超越时空

黄朴民用十六个字提纲挈领总结

了《孙子兵法》的四条基本原则：料事能

准；遇事能忍；出手能狠，即能做到一招

制敌，坚定战略魄力；善后能稳，即善于

保留胜利成果，积累战略智慧。

当今时代，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

军事体系的演变，《孙子兵法》中的一些

具体战术，比如观察地形、使用火攻等

手段已经过时，但其中涉及的战略道理

却超越时空给当代人启示，其中的宏观

战略也是当下学习的重点。

黄朴民教授详细分析了《孙子兵

法》中的四种战略运作模式。其中包括

系统整体，各要素之间需要配合协作，

发挥最大功效；前瞻主动，要讲求时效

性，不做事后诸葛亮；多重选择，要想到

各种可能性，准备多样预案，列出最坏

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可行效率，不

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而是要突出重

点、把握关键。

想要读透《孙子兵法》，还需要正确

领悟其思维上的特征，才能了解其魅力

永存之处：首先是利弊相杂的辩证思

维，其次是剑走偏锋的超常思维，再次

是守恒创新的平衡思维。

思维误区需要避免：
宏观战略不是阴谋诡计

黄朴民教授点出了阅读《孙子兵

法》容易陷入的几种思维误区。比如片

面强调谋略，将讲述宏观战略的《孙子

兵法》与阴谋诡计等同起来。如果以这

样的价值取向看待《孙子兵法》，就会像

高启强一样走上邪路。他强调实力为

本，谋略为用。巧用谋略，可以打破僵

局，四两拨千斤，但只有实力强大，才能

牢牢立于不败之地。

还有人将《孙子兵法》用到商场竞

争上，将其与商业策略等同起来。黄朴

民教授指出，“兵以诈立”，但“商不可诈

立”。因为现代商业竞争中的矛盾跟

《孙子兵法》讲述的对付敌人的手段不

是一回事。如果全盘照搬，滥用诡道，

会导致道德底线丧失、社会秩序混乱。

国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孤立地

阅读《孙子兵法》，而是要与其他经典互

动，兼容儒家的伦理规范和道家的开阔眼

界，再加上兵家的实战能力，才能培养君

子智慧，而非增长小人伎俩。《孙子兵法》

不是抱残守缺的国学，而是面向世界的国

学。学习《孙子兵法》，也要借鉴世界军事

思想的有益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人大教授黄朴民分享研究心得
当代人如何“正读”《孙子兵法》？

沈从文的人间态度让我受益
周立波的方言处理可宗其法

记者：湖南是滋养乡土题材文学作
品的沃土。从沈从文的《边城》到周立
波的《山乡巨变》，湖南的山水进入文学
作品里，虽然具体时代状况不同，但还
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传承下来了。在
我的理解和印象中，这个传承下来的东
西就是灵动的日常、自然的诗意。您在
阅读沈从文和周立波这些前辈作家的
作品时，在写作上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和营养？

王跃文：我先要质疑“乡土文学”这

个概念。人类最早的文学写作不是乡

土，就是草原或海洋。那么，《诗经》和

楚辞是乡土文学？《江格尔》是草原文

学？《荷马史诗》是海洋文学？当然，我

们也可以说自人类生活日益复杂之后，

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之后，“乡

土”在空间上得以凸显，在文化面貌上

有其特殊性，才有乡土文学的概念。我

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太赞同

类型化的文学定义。沈从文、周立波是

我十分尊敬的两位湘籍前辈作家，我通

读过沈从文的全部文字，周立波的《暴

风骤雨》《山乡巨变》我都很喜欢。沈从

文的人间态度让我受益，周立波的方言

处理可宗其法。

记者：看了《家山》这个小说，特别
想问问您如何看《白鹿原》这部作品？

虽然陈忠实写的是北方，您写的是南
方，而且他早于您30多年前写作。但
是《白鹿原》里的时代跟《家山》里的时
代有大面积重叠，甚至在文本气质上也
有相通之处。这两本书都让我读到了
乡村社会的丰富，生活细节的美好和残
酷并存。现在有人说，中国作家写农村
题材的太多，对城市题材关注不够。您
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王跃文：我很敬重陈忠实先生，他

的《白鹿原》已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

经典。《家山》更倾向于乡村自然、真实、

日常状态的描写，不刻意构造大冲突、

大矛盾、大场面，尤其不对生活作二元

对立理解。读《家山》读到的是真实的

曾经有过的人间景象，而不是作家苦心

孤诣的所谓“艺术场景”。很多历史真

相的处理，我像写博士论文一样地做功

课，可谓“史笔为文”。

影视是不同于小说的艺术语言
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通达

记者：《家山》这个小说如果影视
化，应该效果很好。您希望它被影视化
吗？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您如何看待
影视化和原著之间的关系？

王跃文：我很欢迎文学作品的影视

转化。我不太在乎影视处理后同原著
保持怎样的关系，影视转化是从影视编
导到演员对作品的理解、处理和表达，
而影视是同小说完全不同的艺术语言，
转化过程中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正常
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通达。

记者：文学写作是关乎精神、灵魂、
情感状态的事业。您觉得自己的性格
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

王跃文：我本质上是个悲观的人，

内心有太多的不满意。但是，我是把精

神世界同世俗生活区分得很清晰的

人。我绝不因内心的悲观影响自己日
常生活。有时哪怕某个具体的事情让
我拍案而起，也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

生活。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时常感到压力
山大，产生抑郁、低落的情绪。作为一
个小说家，您观察到这种现象，有话想
说吗？文学阅读在当下精神生活中的
重要性是怎样的？

王跃文：我也是做父亲的人，对年

轻人的境遇深怀同情。在我们这一代

的青年时代，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没

有前途茫然的感觉。我们不知道自己

前途到底会如何，但都有奋斗的精神和

勇气。我参加工作之后还穿过修补的

皮鞋，我甚至有个怪癖，对修补过的皮

鞋特别有感情，觉得它特别合脚、漂

亮。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回想起曾经

有一个青年，脚穿刚补好的三节头皮

鞋，上身是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下

身也是洗得发白的蓝裤子，意气风发地

走在小县城的街上。这个年轻人并不

知道自己几十年之后会成为一个作家。

记者：您平时读书倾向于多读哪一
类？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请您分享一
下阅读方面的心得。

王跃文：我年轻时读书很发奋，一

个文科生应该读的书基本上都有涉

猎。自己喜欢的作家尽量做到通读其

作品。中年之后，每隔几年会有选择地

重读经典。作家读文学书籍之外，一定

要注重读杂书。任何人的经历和眼界

都是有限的，而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

创作可能需要涉及自己完全陌生的生

活或细节。这些只有多读杂书才能获

得。我主张读书不赶时髦，不追风跑。

记者：如果一个写作刚起步的青年
作家向您讨教写作方面的经验，您觉得
值得分享和提醒的事儿是什么？

王跃文：我会告诉年轻作家，慢慢

写，不着急，特别不要刻意向某位作家

学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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