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子兵法》的作者到底是谁？
□林屋公子

前一段时间，电视剧《狂飙》的热播让《孙子兵法》上了热搜。《孙子兵法》是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而且享誉世界
的兵学名著。而《狂飙》的主演张颂文，说起来也真和《孙子兵法》有缘，早在2008年时，张颂文就出演过电视剧《兵
圣》，并在里面扮演吴王夫差。那么，“兵圣”是谁呢？他其实就是《史记》所载的《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因为创
作《孙子兵法》流芳百世，从而有了“兵圣”的称号。

不过，关于孙武，或者说《孙子兵法》作者的真实身份，至今却是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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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吴起列传》的“孙子”
其实包括孙武和孙膑两人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这个说

法最早记录在《史记》中。

《史记》有一篇《孙子吴起列传》，是

介绍孙武生平最早的著作。太史公说，

孙武本是春秋晚期的齐国人，凭借《孙

子兵法》被吴王阖闾接见。吴王读了他

的兵法，想看看他是否能练兵，孙武同

意了。吴王就找了宫女一百八十人，孙

武将她们分为两队，任命吴王的两位宠

妃为队长。之后，孙武就向她们三令五

申，让她们随着号令行动。但等到孙武

正式发号施令时，宫女们却都以为在做

游戏，一个个笑得花枝乱颤，却没人听

从孙武的命令。

孙武认为，既然纪律清楚了，号令

也熟悉了，却不按照号令行事，那就是

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于是，孙武下令处

死两位队长。吴王正在高台上远远观

看，见状不妙，就让使者去阻止孙武杀

人。但这下孙武不干了，坚持下令斩了

两位队长。

孙武随后又任命两位新队长，继续

训练。这下宫女们都害怕了，终于认真

了。孙武让她们往东，她们不敢往西。

孙武派使者回报吴王，说军队已经训练

好，大王可以亲自检阅。可吴王因为心

爱的宠姬被杀，非常郁闷，说自己不愿

意看了，让孙武也回去休息。孙武感

慨，原来吴王只是欣赏理论，却不让自

己付诸实践啊！当然，最后吴王还是任

命孙武为将军，之后吴国攻破楚国都城

郢，威震齐国和晋国，扬名诸侯，都有孙

武的功劳。

孙武去世100多年后，他的后人孙

膑出生在齐国，后来也成为一位军事

家。《孙子吴起列传》的“孙子”，实际上

就包括孙武和孙膑两人。

此外，《史记》的《吴太伯世家》《伍

子胥列传》也涉及孙武一些事迹。阖闾

三年时，吴王想进攻楚国郢都，孙武认

为民众困乏，还不到时机；等到九年时，

孙武和另一吴国大臣伍子胥都认为最

佳时机终于到了。另外，还有《律书》也

提到了孙武，说吴国任用孙武，申明军

令，赏罚必信，从而称霸诸侯。

以上就是《史记》对孙武的全部记

录，不难看出他的事迹其实非常简单。

他本是齐国人，撰有《兵法》十三篇，去到

吴国帮助吴王练兵。之后吴国称霸诸

侯，都有孙武的功劳。但其中存在诸多

的史料空白：孙武为何要从齐国前往吴

国？孙武在吴国除了练兵外，还展现了

什么具体的军事才能？孙武的结局又是

怎么样的？这些在原始史料中并没有叙

述，也就给了后人遐想和填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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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到山东
有不少与孙武有关的遗迹

东汉时期出现两部记录春秋吴越

两国史事的野史，分别是《越绝书》和

《吴越春秋》，对孙武的史实有一些补

充。《越绝书》指出，在当时吴县（今江苏

苏州）巫门外，距离县城十里之处有孙

武的坟墓。《吴越春秋》则说，孙武本是

吴地山林的一位隐士，被伍子胥推荐给

吴王阖闾，练兵之后又因为伍子胥的劝

谏，吴王才任用孙武为将军。

而在北宋编写的《新唐书·宰相世

系表》中，说孙氏的来源有三支，分别是

春秋卫国大夫孙林夫、楚国大夫孙叔敖

和齐国大夫田书。田书因为攻打莒国

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封于乐安，田

书由此也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叫孙

凭，担任齐国卿相。孙凭之子就是孙

武，因为齐国田、鲍四族内乱，投奔吴国

担任将军。孙武生三子孙驰、孙明、孙

敌，其中孙明的封地在富春，后来的吴

太帝孙权，也就是孙明的后人。这样一

来，孙武的世系也得到细化。

在江苏苏州，有据说是孙武撰写

《孙子兵法》的穹窿山孙武文化园，还有

据说是孙武练兵的教场山、二妃墓、拜

将台，又有据说是孙武葬处的孙武纪念

园孙武墓。而山东一带则有不少地方

号称“孙武故里”，如东营广饶就有孙子

文化园和孙武祠，滨州惠民又有孙子兵

法城等等。这些后世晚出的资料，一方

面使得孙武的事迹更加丰富，人物与著

作都更加知名；但另一方面，也更引发

了一些学者对孙武其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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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学者主张
《孙子兵法》成书非一时一人

首先对孙武提出质疑的，是北宋学

者梅尧臣。

梅尧臣为《孙子兵法》作过注，通过

对《孙子兵法》文本的考察，他认为《孙

子兵法》并非春秋孙武的著作，而是战

国时期的作品，质疑《孙子兵法》成书的

年代。南宋人叶适进而质疑孙武本

人。他认为，春秋时期，各国领兵打仗

都是卿相，孙武作为将军，没有被任命

卿相，记录春秋史实最翔实的《左传》，

竟然没有记载其人只言片语，这很不符

合常理。孙武应该是战国纵横家虚构

的人物，而《孙子兵法》则是春秋末年至

战国初年时山林隐士的著作。

日本学者斋藤拙堂（1797年-1865

年）在《孙子辨》一文指出，《孙子兵法》

实际上是孙膑的著作，孙武就是孙膑，

武是名而膑是号。我国学者钱穆也赞

同斋藤拙堂的意见，指出《孙子兵法》实

际上是孙膑的作品。他认为，《战国

策》中孙膑的一些言论，与《孙子兵法》

相对一致。他的事迹在吴地流传，从

而产生了见吴王、胜楚国的传说；而在

东汉时期的《吕氏春秋》高诱注、《潜夫

论》等著作里，都说孙膑是楚人，可能

也有所依据。

还有一种说法出自清代学者牟庭，

他认为孙武就是伍子胥，《孙子兵法》是

伍子胥的著作。他指出，孙武的事迹和

伍子胥非常相似。伍子胥把儿子托付

给齐国鲍氏，改称王孙氏，所以伍子胥

后代在齐国有孙氏；伍子胥著有兵书

《伍子胥》，而孙武的事迹和经历又和伍

子胥极其相似：据《左传》，吴国称霸的

主要功臣是伍子胥；据《国语》，为吴王

练兵的有伍子胥和宋人华登，均未提到

孙武。

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

子》出土，又有不少学者重新主张《孙子

兵法》就是孙武本人著作。银雀山汉

简《孙子》有13篇与今本《孙子兵法》内

容基本一致，它们与其他5篇一起被命

名为《孙子兵法》；另外一些篇目主角

明显是孙膑，与剩下的篇目一起被命

名为《孙膑兵法》。学者杨宽曾主张

《孙子兵法》是战国初期的作品，但之

后却改变观点，认为《孙子兵法》是春

秋末年孙武所著，但有战国人增附的

内容。

随着古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

学者主张战国著作往往成书非一时一

人。早在明代，吴兴松筠馆主人就指

出，《孙子兵法》的创作大约始于孙武，

而完成于孙膑。现代学者李零指出，虽

然在银雀山汉简中，《孙子兵法》与《孙

膑兵法》为两部书，孙武与孙膑为两个

人，但这只能证实《史记》所处汉代的看

法，不能作为推翻《孙子兵法》成书于战

国时期的依据。他认为，《孙子兵法》大

约是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中

期的齐国最终完成。

孙武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他和

《孙子兵法》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仍然

是一个未解之谜，启迪我们继续不断

探索。

据北京青年报

兵
圣
孙
武
雕
像

孙子影视形象。

孙
武
画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