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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去齐人吴动因探析

陆 允 昌

苏州
,

是我国春秋晚期吴 国之都城所在 ;也是《孙子兵法》著者
、

齐人孙武展示其旷世军事才能

之地
。

然则孙武何以去齐入吴
,

仍是一个谜
。

总览正史
、

方志
、

今人著论以及传世家谱
,

有关这位兵家何以去齐入吴
,

有两种不同说法
。

一是
“

奔吴
”

说
。 “

奔
” ,

《辞海》中的一种解释为
“

急走 ;跑 ;逃亡
” ,

多指因某种突发事件而危及身

家性命时被迫采取的一种避祸趋安措施
。

古代诸侯之间
、

大夫之间因争霸或争权失利而出奔之事
,

可谓屡见不鲜
,

仅《左传》一书就可找出四
、

五十处
。

相传
,

孙武先祖陈完
,

就因
“

惧祸及己
,

乃奔齐
” 。

然而
,

孙武出于何种动因要奔吴 ? 对此
,

史界持论不一
,

大体有以下 4 种
:

1
.

“

避乱奔吴
” 。

此言出自宋代名家欧阳修
、

宋祁主修
,

宋嘉枯五年 ( 10 60 年 )编就之《新唐书》
。

《书》中所载《 (孙氏 )世系表》称
: “

(凭 )生武
,

字长卿
,

以田
、

鲍四族谋为乱
,

奔吴
,

为将军
。 ”

此言一出
,

遂成公论
。

然本人斗胆认为
,

此言不可信
。

齐国贵族之乱
,

《左传》记有多次
,

其中涉及田
、

鲍四族之

乱两次
。

首次发生于齐景公十六年 (公元前 5 32 年 )
。

《传》云 : “

齐惠栗
、

高氏皆着酒
,

信多内怨
,

强

于陈
、

鲍氏而恶之
。

夏
,

有告陈桓子 曰 :
子旗

、

子良将攻陈
、

鲍
,

亦告鲍氏
。

桓子授甲而如鲍氏
,

遭子

良醉而骋
。

遂见文子
,

则见授甲矣
。 ·

一陈
、

鲍方睦
。

遂伐栗
、

高氏
。 ”

此次四族之乱
,

陈 (田 )
、

鲍两

族大获全胜
,

栗
、

高两族首领染施
、

高疆被迫出奔
,

流亡鲁国
。

此事
,

《晏子春秋》也作了相同记载
。

第二次发生于齐晏孺子元年 (前 4 89 年 )
。

《传》云
: “

夏六月戊辰
,

陈乞 (注
:
陈桓子之子 )

、

鲍牧及诸

大夫
,

以甲人于公室
。

昭子闻之
,

与惠子乘如公
,

战于庄
,

败
。

国人追之
,

国夏奔宫
,

遂及高张
、

晏困
、

弦施来奔
。 ”

此次四族之乱
。

陈 (田 )
、

鲍两族又是胜者
。

《新唐书》所言
“

田
、

鲍四族谋为乱
” ,

显然是

指首次
。

如此说来
,

孙武因
“

避乱
”

而
“

奔吴
” ,

时间当在此前后
,

换句话说
,

孙武早在见吴王阖庐之前

2 0 年就已离开齐国
,

来到吴地
,

这一点
,

很少为学者苟同
。

齐国内部贵族之乱
,

说穿了是为权
、

利而争
。

这类事
,

在其他诸侯国中并不少见
。

从作乱的年

代分析
,

这场争斗由来已久
,

从隐蔽到公开
,

从倾轧发展成生死决战
。

当时
,

陈 (田 )族在齐国已成为

一股政治势力
。

孙武是陈 (田 )氏家族中的一名成员
,

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家庭氛围
,

在涉及宗族

利益和前途的决战中
,

如果把自己置身圈外
,

乃至悄然离家去国
,

岂不要被宗族唾弃
,

被世人耻笑
。

再说
,

四族之乱对孙武并未构成杀身之祸
,

他有出奔的需要吗 ? 说孙武因
“

避乱
”

而
“

奔吴
” ,

这与古

代
“

尚武
” 、 “

崇义
”

的精神相悖 ;把背离宗族
、 ’

濡弱怕死的行为加在孙武头上
,

显然不符合军事家孙武

的性格取向
。

2
.

“

革命失败流亡
” 。

此言出自 19 3 6 年由胜利出版公司发行之《孙武子》一书
,

由曾任国民党陆

军大学校长
、

学者杨杰编著
。

书称
: “

当时齐国姓田的贵族和姓鲍的贵族
,

都有一部分力量
,

他们想

联合一股不满现状的贵族们起来革命
,

结果被齐王发觉 了
,

便下令捉拿乱党
。

孙子和 田家是同族
,

曾经参加过革命的
。

失败以后
,

只好带着一笔旅费和细软行李逃到吴国去了
。 ”

此说值得推敲
。

齐

国原是东方大国
,

到齐桓公执政时
,

由于任用管仲为相
,

整顿国政
,

推行改革
,

国力大增
。

齐桓公七

年 (前 6 79 年 )
,

桓公大会各路诸侯
,

欲血为盟
,

做了
“

九合诸侯
,

一匡天下
”

的春秋首霸
。

过 40 余年
,

霸主地位为晋国取代
。

到齐景公执政时
,

连国君的权威也受到挑战
。

有史为证
:
首次田

、

鲍四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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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
,

陈 (田 )桓子向齐景公告老退休
。

为讨好桓子
,

景公要把
“

营之旁邑
”

给他作终老之地
,

可桓子

不买情
,

当面辞受
。

后来景公之母出面圆场
,

改给高唐 (今山东高唐县 )
。

故《左传》有
“

陈氏始大
”

之

评说
。

又过 10 余年
,

景公的权力进一步削弱
。

一次
,

与相国晏婴两人交谈于宫中
,

景公指着华丽的

宫殿
,

发出
“

美哉室 ! 有谁有此乎 ?
”

的感叹
,

晏婴答道
: “

如君之言
,

其陈
厂

氏乎 ! 陈氏虽无大德
,

而有

施于民
。

豆区釜钟之数
,

其取之公也薄
,

其施之民也厚
。

公厚敛焉
,

陈氏厚施焉
,

民归之焉 !
”

这段话

悲悲切切
,

道出了此时的齐景公面对陈 (田 )氏势力的扩张
,

既悲愤
,

又无奈
。

这样的一国之君
,

即使

臣民造反
,

又何能
“

下令捉拿乱党
”

? 因此
,

说孙武因
“

革命失败
”

而
“

奔吴
” ,

靠不住
。

3
.

“

当权者昏暴
,

引发另谋生路
” 。

此言出自 1 9 92 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之《<孙子>新论集粹》中收

录之《孙武生平事迹考》一文
。

文称
: “

当权者的昏暴
,

阶级矛盾 的尖锐
,

卿大夫内部斗争的激烈
,

使

孙武对齐国的局势感到失望
,

于是萌生了远奔他乡
,

另谋生路
,

去施展 自己才能的念头
。

… …大约

在齐景公三十一年 (前 51 7 年 )左右
,

正值 18 岁的孙武毅然投奔到吴国
。 ”

诚然
,

见解有一定道理
,

但

以对前途失望而
“

奔昊
” ;又说

“

奔吴
”

是为了
“

另谋生路 ,’;
“

奔吴
”

时在 18 岁
,

则有待商榷
。

4
.

“

让位奔吴
” 。

此言出自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刊之 19 92 年第 3 期《孙子学刊》中的《孙

子里籍辨误》一文
。

文称
: “

武子开 (注
:
此文作者认为武子开即为孙武 )呢 ? 他当然会理解其父 (注

:

指陈桓子 )的心意
,

同时也会考虑到自己的年龄
。

所以干脆象吴太伯那样让位了
。

这也是他奔吴而

不去他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 ”

说武子开就是孙武
,

孙武就是武子开
,

确是发蒙振馈
,

对研究孙武其人
,

有发韧之始的启迪作用
。

至于说孙武为
“

让位
”

给其弟陈乞而
“

奔吴
” ,

也有商榷之处
。

二是
“

适吴
”

说
。 “

适
” ,

《辞海》中的一种解释为
“

往 ;去到
” ,

古代多指因怀有某种期待和 目的而

去到某国
,

如
:
周朝敬王二年 (前 5 18 年 )

, “

孔子适周
” ,

观周朝文物制度 ;二十三年 (前 4 97 年 )
,

因君

臣怠于政事
,

孔子失望
, “

遂去鲁适卫
” ,

开始周游列国… …
。 “

适
” ,

有时用作
“

出走
” ,

如周敬王三年

(前 5 17 年 )
,

孔子因鲁国内乱而适齐
。

但
“

适
”

与
“

奔
”

毕竟词义不同
。 “

适吴
”

说出自现今存世的少

量孙氏家谱
,

如收藏子苏州博物馆的 《甲山北湾孙氏宗谱》
,

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竹园孙氏宗谱》

等
。

这些少量孙氏家谱认定武子开即是孙武
,

也是孙氏受姓始祖
。

其小传为
: “

开
,

字子僵
,

溢武子
。

齐大夫
,

食采乐安
。

适吴
,

更姓孙
,

为吴将
,

著武经八十三篇
。 ”

这种表述
,

不仅为前面提到的《孙子里

籍辨误》一文的作者
,

原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

知名学者田昌五先生所作的
“

武子开 即为孙武
”

的判断提供了佐证
,

而且
,

也对孙武去齐人吴提出了有别于《新唐书》及近人著论的一种新的说法
。

尽管
“

适吴
”

没说出何种原因
,

然而对于探讨孙武去齐入吴动因仍有参考价值
。

我个人认为
:
与

“

奔吴
”

说相比
, “

适吴
”

说符合情理 ;说孙武适吴是
“

受聘
”

所致
,

则似乎更合乎以

下史实
:

第一
,

孙武去齐入吴
,

跟吴
、

楚两国交恶
、

吴王急于求将有关
。

春秋末期
,

我国社会出现剧烈的动荡
、

分化
、

改组
、

变革
,

几百年来周天子位尊华夏
、

号令天下的

局面已被诸侯争霸
、

大国纷争所取代
。

齐
、

晋两国先后作为霸主国的地位
,

开始受到南方楚
、

吴两国

的挑战
。

楚国
,

地处华夏西部
,

自前 7 04 年熊通偕位称王后
,

穷兵默武
,

专力攻打中原
,

势力范围已

从今长江中游的汉水流域扩展到今淮水流域以北地区
,

对齐
、

鲁
、

晋
、

燕等国构成威胁 ;吴国
,

地处东

南沿海
,

自前 5 89 年寿梦偕位称王后
,

逐步摆脱作为楚国附庸的地位
,

进而和楚国抗衡
。

前 5 83 年
,

为遏制楚国势力北上
,

与之争霸
,

晋侯把流亡于晋国的楚国亡臣申公巫咸派往吴国
, “

教吴射御
” ,

并
“

导之伐楚
” 。

楚共王得此消息
,

大为恼火
,

于是兴兵攻打吴国属地 ;吴王寿梦也不示弱
,

举兵攻打楚

国战略要地州来 (今安徽凤台 )
,

两国从斯结仇
。

从寿梦到阖庐执政的 70 余年间
,

有史记载的吴
、

楚

交战就达 8 次
,

不仅相互攻伐频仍
,

且争战的规模逐步升级
。

期间
,

第四任吴王徐祭还命丧楚手
。

阖庐上台前
,

也曾多次受命率军伐楚
,

一次争战中
,

丢失
“

般艇
”

(吴王使用的战船 )
,

险些无脸返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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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巧年阖庐就吴王僚自立后
,

唯恐国人不服
,

实行一系列新政
,

并采纳伍胃
“

立城廓
,

设守备
,

实仓

凛
,

治兵库
”

的备战伐楚主张
。

直到前 5 12 年大城筑就
、

国力大增之后
,

阖庐心中重新涌动伐楚之

事
,

然终因缺少主将而踌躇
。

于是
,

伍青乃力荐孙武
,

孙武即以兵法进献
。

通过交谈并小试兵法
,

阖

庐心悦诚服
,

遂拜孙武为将
,

让他参与谋楚
。

孙武以其智慧和才能
,

为吴国治军
,

并于前 5 06 年
,

与

伍青等人一起辅佐阖庐
“

五战人郧
”

(注
:
邹

,

楚都
。

今湖北江陵 )
。

可 以说
,

如果不是昊
、

楚交恶
,

昊

王急于觅将
,

齐人孙武也就不会出现在吴地
。

第二
,

伍哥荐引孙武
,

时在前 5 12 年
,

而不在此之前
,

说明伍
、

孙相交的时间还不 长
。

伍青
,

名员
,

楚国人
,

因楚平王听信谗言
,

谋杀其父
、

兄而出奔 ;前 521 年辗转到达吴 国
。

前 51 5

年
,

帮助阖庐发动宫廷流血政变
。

成功后自立的阖庐
,

即委他为
“

行人
” ,

并负责设计督造大城 (今苏

州古城 )
。

伍青 自人吴到大城筑成的 10 年间
,

尽管时刻不忘复仇
,

也知道阖庐伐楚之心不泯
,

然而

未见荐引孙武
,

直到前 51 2 年
。

才力荐孙武
。

不禁要问
,

如果伍青和孙武相交很久
,

相知甚深
,

那为

什么早不荐
、

晚不荐
,

一直到阖庐决定伐楚但又因缺少主将而忧愁之际
,

才荐孙武
。

伍骨的职位是
“

行人
” ,

是一位专掌朝觑
、

聘问的昊国重臣
,

相当于现今的外交部长
,

为吴王出访并招贤纳士
,

正是

他的职责
。

由此看来
,

说孙武人吴是伍晋赴齐游说齐国联合制楚
,

并接受聘请
,

人昊帮助吴国治军
,

似乎更合情理
。

第三
,

兵法十三篇是齐文化的产物
,

是孙武为取得吴王信任和重用 而作
。

孙武生于齐国
。

这是一个崇尚兵学的国家
。

自吕尚 (姜太公 )被周王朝封为齐侯以来
,

齐国就

享有代周天子征伐有罪诸侯的特权
。

这种特殊地位
,

促使齐国把发展军事实力作为立国之本
,

进而

推动了兵学文化和兵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

相比之下
,

吴国由于地处南方蛮夷之地
,

又是一个偏隅

一方的诸侯小国
,

并不具备形成成熟的兵学文化的条件
。

齐国早期的兵学文化和家庭环境的熏陶

以及亲身参与战争的实践
,

加上个人的才智
,

为孙武创立新的兵家学说提供了条件
。

说《孙子兵法》
孕育于齐

,

草创于齐
,

是客观事实 ;说《孙子兵法》问世于吴
,

诞生于吴
,

也是事实
,

两者并不矛盾
,

就

如孕妇
“

十月怀胎
”

在甲地
,

而
“

一朝分娩
”

在乙地
,

道理相通
。

19 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

殡兵法》竹简
,

孙武后裔孙殡就有
“

明之吴越
,

言之于齐
”

之句
,

可为之佐证
。

那么孙武草创的兵法十三篇
,

又是为谁而作? 三国魏曹操在《孙子序》中曰
: “

孙子者
,

齐人也
,

名武
,

为吴王阖庐作《兵法》一十三篇
,

试之妇人
,

卒以为将… …
”

道出了《孙子兵法》产生的大体时间和背景
。

同

时
,

孙武带着草创的兵法去齐人吴
,

也不能排除孙武以吴
、

楚之地作为检验和丰富自己学说的主观愿望
。

当然
,

能否达到此一目的
,

取决于能否得到吴王阖庐的信任和重用
。

伍青虽智勇双全
,

并为阖庐立有大

功
,

但在伐楚一事上
,

阖庐对他一直存在戒心
,

孙武对此会知道内情
,

故而在进献的兵法中有
“

将听吾计
,

用之必胜
,

留之 ;将不听吾计
,

用之必败
,

去之
”

之语
。 “

留
”

与
“

去
” ,

既说明孙武对自己学说的自信
,

也是对

阖庐能否用他的一种期待
,

如果不是
“

受聘
”

而来
,

孙武有此必要袒露自己的心迹吗?

第四
,

孙武在吴国是 以
“
吴王客

”

的身份参与治军伐楚的
。

成书于东汉年间
、

专载吴越两国史事的《越绝书》载
: “

巫门外大家
,

吴王客
、

齐孙武家也
,

去县十

里
,

善为兵法
” 。

苏州最早的一部方志 《吴地记》也载 : “

(平门北面 )… …东北三里有殷贤臣申公巫咸

坟
,

西北三里有吴偏将军孙武坟
。 ”

尽管两书记载的孙武墓址有距离之差
,

然表述孙武的身份是一致

的
。

这说明孙武人吴并受将后
,

始终是一位帮助吴国的客卿
,

而非为人吴做官
,

与伍青的身份不一

样
。

说孙武是
“

吴将
” ,

可以认同 ;说孙武是
“

吴人
” ,

乃故事家所言
,

与史实不合
。

综上所述
,

本人认为
,

孙武乃是由吴国
“

行人
”

伍青聘问而去齐人吴
。

观点是否符合情理
,

祈望

方家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