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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联袂出土！
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的这一惊人

发现，证明了孙武和孙膑是两个人，从而
打翻了一连串学者的研究成果。

从南宋的叶适，到清代的全祖望、姚
鼐，再到现代的钱穆，都怀疑没有孙武这
个人。有人考证《孙子兵法》应是孙膑所
作。出土实物让孙武和《孙子兵法》牢不
可破地联在一起。

不过，钱穆们的疑问并没有完全获得
解答，比如记录了 492 起战争的 《左传》，
一次也没提过大军事家孙武，有些不可思
议。的确，对于孙武本人，由于史料太
少，翻来覆去就是 《史记》 里那几句话，
只从操练宫女的故事，看不出他实际用兵
有何奇妙之处，面目模糊不清。

但这并不妨碍 《孙子兵法》清清楚楚
地展示出中国军事学著作所达到的高度。
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在西
方，只有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 可以和 《孙子兵法》 相提并
论，而《孙子兵法》更深刻。此外，虽然
比《战争论》早问世2000多年，但《孙子
兵法》更理性，不像《战争论》那样强调
暴力的无限作用。

这般推崇，并非溢美之词。
《孙 子 兵 法》 被 称 为“ 百 代 谈 兵 之

祖”，共 13篇，6000多字，是一个完整有

机的体系，章与章的划分，篇与篇的排
列，井井有条；逻辑严谨，层层递进，
从战争的准备、战略的制定、战术的选
择，到行军的门道、保障的重要、战法
的运用，均有层次分明、贯通一致的阐
述。正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所
说，“其言甚有次序”。

以第一篇 《计》 篇为例，全篇可分
为 四 段 ， 第 一 段 讲 军 事 是 国 之 大 事 ，
第 二 段 讲 定 计 的 依 据 ， 第 三 段 讲 用 计
于 实 战 ， 第 四 段 讲 通 过 计 算 可 预 知 胜
负 。 这 四 段 ， 一 头 一 尾 短 ， 中 间 详
细 ， 典 型 的 橄 榄 型 结 构 。 开 头 点 题 ，
中 间 论 证 ， 收 尾 总 结 ， 前 后 呼 应 ， 结
构 严 谨 。 先 讲 定 计 ， 再 讲 用 计 ， 相 映
成 趣 ， 逻 辑 自 洽 。 整 篇 写 法 ， 简 洁 明
了，榫卯相接。

全部 13 篇都是如此，就好像“增之
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
太白，施朱则太赤”，恰到好处。军事理

论家蒋百里也说：“十三篇结构缜密，次
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
一篇者。”

行军打仗颇有一套的曹操很推崇 《孙
子兵法》，他说他看过很多兵书，要说道
理深刻，还得属此书。不光读，曹操还给

《孙子兵法》 做注解，写了一本书叫 《孙
子略解》，对难懂的地方进行解释说明。
今天我们看到的 《孙子兵法》，最早的来
源就是曹操的注解本。

按内容来看，全书可分为四组，前两
组侧重军事理论，后两组侧重应用技术。

第一组，权谋组，包括 《计》《作
战》《谋攻》 3 篇，讲庙算、野战、攻
城。庙算是开战前君臣谋划阶段，野战
是打败敌人有生力量，攻城是拿下对方
关键据点。这是完整的战争三部曲，是
对战争的全景扫描。

第二组，形势组，包括 《形》《势》
《虚实》 3 篇，讲如何分配兵力，强调快

速 机 动 ， 灵 活 反 应 。 形 和 势 是 一 对 矛
盾，虚和实是一对矛盾，这两对矛盾如
何调整，如何运用，如何转化，讲得精
彩纷呈。

第三组，战斗组，包括 《军争》《九
变》《行军》《地形》《九地》5篇，是承接
上一组文章思路，展开具体讨论，围绕

“打”和“走”做文章。“走”是为了“打”，
“打”要依靠“走”，主要讲“走”，“走好”才
能“打好”。

第四组，技术组，包括 《火攻》《用
间》 2 篇，是更加具体的作战指导。一篇
讲武器的使用，一篇讲间谍的使用，都具有
很强的工具性、实用性、技术性。在古代，火
是最厉害的武器，火攻是“高科技战法”；用
人上，如何使用间谍，学问最大。

相比先秦时期的很多书都是由只言片
语、零章碎句组成，像《论语》那样，东
一言西一语，不成体系，《孙子兵法》 厕
身其中，鹤立鸡群，简直不像同一时代的

产物。这就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超越性，
不为时代所限，不为国界所囿。

今天，先秦古书中，《孙子兵法》的读者
群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从商业竞争、企业管
理、金融投资，到政治统御、外交艺术、科技
创新，再到医疗卫生、体育竞技、心灵鸡汤
……各个领域都有人以《孙子兵法》来作为
指导。最近的热播剧《狂飙》里，也有角色苦
读《孙子兵法》以求成功。

如此读法，这样应用，实质是把 《孙
子兵法》 读小了，读轻了，读窄了。《孙
子兵法》是哲学书。要把哲学理论应用到
实际，得从哲学的高楼，一层一层往下
走，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千万别一头扎下
去，不然就变成 《三十六计》 了。所以，
对于 《孙子兵法》，得老老实实读，先把
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扩展应用，这才有
可能读懂孙子。

学中文带来希望

孔院学生的家庭多数都不富裕，
父母能给予的经济资助有限。我们发
现有的学生一天只吃一顿饭，有的学
生因没钱坐公交，只能走几公里到孔
院上课。虽有很多困难，但同学们仍
坚持学习中文，因为中文给他们带来
希望，点亮了他们前进的路。

梦想是最好的方向，孔院的学生
都非常勤奋，教室里总是坐满了学
生，有的甚至到走廊听课，就连老师
们的办公室也总挤满求知若渴的学
生。因当地的电力供应不够充足，有
时会停电。有的学生就买一盏可以充
电的应急灯，遇到晚上没电，便用应
急灯学习。看着他们充满求知的眼
神，我们十分感动并充满动力。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生们的努
力都有了回报。不少学生学习一两

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中文
水平显著提升。学习中文也改变了不
少学生的命运，助力他们实现梦想，
他们也因此成为孔院的骄傲和学弟学
妹的榜样。

学中文的尼日利亚学生都喜欢起
个中文名字。家境贫寒的吴文仲从
2010 年开始在孔院下设孔子课堂学
习中文，2013 年 9 月获得孔子学院奖
学金到河北师范大学进修中文，后来
在该校攻读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和硕士
学位。他一到河北，就爱上了说相声，
勤学苦练，甚至开了个人相声专场。

夏小丽 5 岁时因车祸致右手受
伤，从此变得自卑。2015 年，她开
始在孔院下设孔子课堂学中文，随
着中文水平的不断提升，渐渐变得
自信。受益于中文学习，夏小丽受
聘于一家当地的中资公司，并资助
弟弟、妹妹到孔院学习中文。2017
年，她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到厦门
大学学习中文，隔年再次获得奖学
金到河北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本
科学位。“汉语给我自信、让我自
强。我也感谢孔子学院，和孔子学
院相遇的那一天，是我最重要的日
子。”夏小丽说。

因中文改变命运的尼日利亚学
生还有很多，包括目前在南开大学
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的韩懋
宇，获得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非洲组冠军的丁家明
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他
们当时刻苦学习中文的场景是我最
难忘的回忆。

饱含情谊的画像

来自中国的老师们在纳姆迪·阿
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开展中文教学，
若论生活、教学条件，确实艰苦。但
大家不畏困难，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激
情，看着学生们一天天成长，也从中
收获了感动与成就感。

几位老师常说，我们是一群最幸
福的人，因为我们把爱给了学生，用
中文点亮了他们的人生，而学生们也
把爱传递给了我们。孔院的师生更像
家人，学生就常称呼我和唐巧华老师

“中国爸爸”“中国妈妈”。
相声达人吴文仲曾跟我说：“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吴群彬老师，我亲
爱的老师，我永远忘不了您和唐老师
的教诲。您和唐老师让我实现了理
想，我保证到中国会更加努力读书，
会让你们以我为傲。”

2013 年 10 月，我和唐老师即将

结束在孔院下设某孔子课堂的教学
工作，学生们非常不舍，为我们举
行了欢送会。在欢送会即将进入尾
声 时 ， 学 生 们 送 上 精 心 准 备 的 画
像，唐老师当场落泪。后来知道这
幅画像是学生们拿着我们俩的合影
请画师画的，折算下来，需要好几
百元人民币，都是他们省吃俭用凑
出来的钱。

我和唐老师是同学，虽然恋情并
不是从任教尼日利亚开始，但我们的
感情却因为在尼日利亚共同开展中文
教学变得更加牢固。回国后，我们举
办了婚礼，但并未拍婚纱照，而是将
学生赠送的画像挂在婚房中间，因为
这幅饱含着学生情谊的画像就是最好
的婚纱照。

欢送会结束，学生们仍恋恋不
舍，就跟着我们一同回到教师宿舍。
大家回忆相处的日子，说到动情之
处，皆落了泪，直到晚上 10 点才
散。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从次日早晨
五六点开始，就有学生陆续敲门，来
和我们告别。有一个女生赶到宿舍发
现我们已出发后，立即乘公交车到孔
院本部，把一串手链送给唐老师，简
单交谈几句便转身离开，一直未回
头。后来才知道，是“担心老师看到
她的眼泪”。这些沉甸甸的情谊，对
我们来说，不只是难忘的回忆，更是
一生的财富。

2018年2月，我、唐老师和纳姆
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王波老师结束任期回国，到达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在北京、河北、天津学
习的尼日利亚学生到机场迎接我们。
记得当时的天气很冷，但我们的心里
却无比温暖。

在孔院任教时，我和学生有个
约定，就是等他们到中国学习后，在
厦门相聚。2019 年 2 月，学生们从北
京、吉林、河北、山东、湖北赶到厦门
相聚，我们一起聊着近况，仿佛回到

大家一起学习中文的日子。

学生就业很抢手

对我来说，没有比看到学生学有
所成、凭自己的专业能力走上满意的
工作岗位更欣慰的事。

在孔院学习中文的学生也确实成
了尼日利亚就业市场的“香饽饽”，许
多学生凭借中文背景找到了工作，薪
资可观。正如他们所说，是中文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阳光帅气、天资聪颖的孔院学子
齐笑天，因父亲患有眼疾，家里的经
济条件不好。2012 年，他陪着同学
到孔院报名学习中文，由此打开了中
文之门并彻底爱上了这门语言。2013
年9月，他获得奖学金到厦门大学学
习1年中文。2014年回国后，很快找
到待遇颇丰的工作，家中的生活条件
也得到改善。

孔院学子、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

的刘颖，回到尼日利亚后先后参与多
家中企在尼日利亚的注册及运营工
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赢得了
同事的肯定并被一家中资企业聘为尼
日利亚项目总经理助理。她凭借良好
的沟通能力，不仅为项目落地尼日利
亚提供了翻译支持，而且妥善处理了
项目在尼日利亚的外联事务。刘颖认
为，越是了解中国就越是认识到中国
的发展经验对尼日利亚发展的借鉴意
义。她坦言，就职中企是她一直以来
的梦想。

和刘颖一样，陈思思也是毕业于
河北师范大学的孔院学子，2018年回
到尼日利亚加入了一家中资企业的尼
日利亚事业部，成为尼方项目经理，专
门负责中尼双方大型企业间的合作联
络。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陈思思从孔
院延揽了5名学子加入团队。

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比如孔
院 学 子 叶 文 婷 、 林 思 懿 、 沈 月 岚
等，从孔院毕业后便到中资企业从
事翻译工作。而培养优秀专业的综
合型中文人才，正是纳姆迪·阿齐克
韦大学孔子学院的目标并积极付诸
实践，比如孔院跟中资公司、尼日
利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为百余家
企 业 推 荐 了 数 千 名 中 文 翻 译 工 作
者，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
还促进了中资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本
土化发展，为中尼两国的经济合作
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尼友好交流、
民心相通添砖加瓦。

回望在尼日利亚的中文教学之
路，我何其有幸，有机会通过教授中
文而助力尼日利亚学生实现他们的梦
想；我又何其幸福，能成为这群可爱
的学生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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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百代谈兵之祖
熊 建

2 月 17 日，本报刊发云南师范大学尼日利亚
留学生张弘毅的文章《中文老师为我打开了新世界
的大门》。该文作者张弘毅的中文老师、曾在尼日
利亚任教的吴群彬致信本报说：“张弘毅是我的学
生，我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文章也

勾起了我和学生们相处的很多回忆，那是一段难
忘、充实、幸福的日子，希望能和大家分享我们
的故事。”

时光流过，情谊未变。让我们随着吴群彬的
讲述回到那段美好的岁月。 ——编者

“用中文点亮学生梦想”
——我在尼日利亚教学记

吴群彬

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是厦门大学和尼日利
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共建的一所孔子学院，位于尼日利
亚东南部阿南布拉州奥卡市，2008年3月挂牌成立，2009
年正式运营。

从2009年至今，中国老师辛勤耕耘，见证了纳姆迪·
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教学规模的扩大和师资力量不断加
强。孔院由原来的一个中文教学点发展到7个，学习中文
的学生数量在 10 多年间增长了 20 多倍。更直观的数据
是，10多年来，孔院为尼日利亚培养了1 万多名中文人
才。201 4年，孔院中文本科项目获批并开始招生。每逢报
名季，孔院门口总能看到长长的学生队伍，新生录取竞争
激烈。

中文老师们在推动孔院中文教学的过程中，也和学生
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于2009年到达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开
启了在这里的中文教学生涯。《学中文》版刊出的文章《中
文老师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作者张弘毅正是我的学
生，他的文章也勾起了我和学生们相处的很多回忆。

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2017年，吴群彬老师课后在办公室指导学生。

2013年10月，学生为吴群彬老师和唐巧华老师举行欢送会，送上精
心准备的油画。

吴文仲于 2013 年 9
月到河北师范大学进修
中文。他一到河北，就
爱上了说相声。

图 为 吴 文 仲 （左
一） 在说相声。

本文配图均由吴群
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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