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编辑：丁守富    特约编辑：张  林    责任印制： 陈  涛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 6号  邮政编码：100027

邮购电话：010—64168110  传真：010—6416823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faxing@c-textilep.com

三河市华丰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6 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259 千字  定价：32.8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内 容 提 要

黄石公相传为汉初隐士，对张良经圯桥纳履考验后授其一

部兵书，并说：读此书，可为帝王师，不出十年必能成就一番

功业。张良认真研习，凭借此书中的奇谋密计成为“汉初三杰”

之一，汉高祖刘邦自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

黄石公授张良之书共有二说，即《素书》和《三略》。《素

书》的出现和流传最具传奇色彩，直到张良故后五百多年的晋

乱中，有盗墓者发掘张良之墓，在玉枕中发现了此书，书中有

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从那时起，

此书才始得再次流传于世。东汉初年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

内容，后来在《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北宋神宗元丰年间，

《三略》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三

略》无论从内容还是思想体系上看，都与《素书》密切相关，

可以将它看做是《素书》的基本原理在军事学上的运用。

编者搜集多种珍贵原版古籍，择其善者而从，编校认真，

原典可靠；积极吸纳了后人对《素书》和《三略》的研究成果，

注释简洁，译文严谨，解读精到，内容宏博；还精选了多幅贴

切的图片作为插图，使阅读更加轻松有趣，能帮助读者更好地

掌握全书的思想精华。

主      编：郑京辉

副  主  编：汤红娜  李维东 

编委会成员：冯春萍  李静体  宋渠江  徐美丽  白现锋  武学峰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黄石公素书 三略图说精解 ／ 郑京辉主编.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64-8705-4 

Ⅰ．①黄… Ⅱ．①郑… Ⅲ．①个人—修养—中国—古
代②兵法—中国—秦代  Ⅳ．①B825②E89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1922号



>
>

序言

黄石公相传为汉初隐士。《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与结交的一位

大力士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没能成功。张良逃亡后遭全国大

肆追捕，于是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一日他信步闲游

经过圯桥，遇到一位身着粗麻短衣的老者。老者三番五次提出近似无礼的要求

考验张良，张良圯上敬履，始终恭顺。终于半月后，老者授张良一部兵书，并

说：读此书，可为帝王师，不出十年必能成就一番功业，三十年后济北 ( 今山

东泰安县东南 ) 见我，谷城山下黄石即我。说完老者离去，再不见于史载。张

良得书，潜心研究，辅佐刘邦取得天下。恰十三年后汉高祖率军路经谷城山

下，张良果见山脚下有一黄石，便将这块黄石带回家供奉祭祀，临终前嘱咐家

人将他连同黄石一起下葬。从《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来看，下邳老者就是

黄石公，他送给张良的兵书为《太公兵法》，即后世所传的《黄石公三略》。不

过据宋代张商英《素书序》中所言，黄石公所赠兵书并非《太公兵法》，乃是

《黄石公素书》。总之两部书相传皆黄石公所赠张良。

《素书》的出现和流传更具传奇色彩。《素书》一卷，旧本题汉代黄石公

撰，宋代张商英注。据张商英在《素书序》中所讲，由于张良在世时一直没有

找到合适的传人，所以就将此书连同自己一起埋葬掉了，该书也随之湮没。直

到五百多年后的晋乱中，有盗墓者发掘张良之墓，在玉枕中发现了此书，书中

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从那时起，此书才得以再

次流传于世。

《素书》的“素”是朴素、简单之意，全书共有六篇，仅 1336 字，语言

高度精练，内涵却极其丰富、深邃，字字珠玑，句句哲言。书中作者对人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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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精准独到，对事物变化观察细致入微，对谋略指点恰到好处，对如何提高自

身的修养、为人处世、理家经国、趋吉避凶、成就大业总结了一整套法则和经

验，可谓是一座教人智慧的宝库。张良凭借此书成就了功名：书曰：“阴计外

泄者败”，张良用之劝刘邦答应封韩信为齐王，刘邦才得以灭项羽取天下；书

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张良用之劝刘邦封雍齿为侯，刘邦才得以平息众

将争功之乱；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张良用之自弃“择齐三万户”而为留

侯；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用之弃荣华富贵明哲保身而得以善

终。虽然张良凭借此书成为“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的一代英杰，但也并未完

全精通这本书的奥妙，不过仅仅运用了书中十分之一二的谋略罢了。故张商英

感慨地说，张良仅用此书中这些旁枝末节的谋略尚能取得如此成就，而若是领

会书中的精华奥义并灵活运用发挥那又将是怎样大贤、大智之人！

最早著录《黄石公三略》的是《隋书·经籍志》，《隋志》曰：“《黄石公三

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所谓下邳神人，就是授给张良兵书的圯上老者。相

传《黄石公书》本于《太公兵法》，它是下邳老父对《太公兵法》的阐发。《三

略》无论从内容还是思想体系上看，与《素书》密切相关，可以将它看做是

《素书》的基本原理在军事学上的运用。与其他古代兵书不同，《三略》侧重于

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既是一部兵书，亦是一部政治谋略之作。

此外，它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尤其以吸收儒、道学说为多，而专论战

略的兵书。书中主张重仁、重义、重礼反映了其儒家思想；推崇三皇无言之

教、主张柔弱胜刚强则是道家的观点。全书分上略、中略、下略 3个部分，共

3800 余字。作者在《中略》曾概述全书内容：“‘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

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正是由于《三略》揭示出了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的一些普遍规律，所以

自此书问世后便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东汉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内容，

说明《三略》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陈琳在《武军赋》中已经将

《三略》与《孙子》、《吴子》、《六韬》相提并论。唐朝初年魏征将此书内容收

入《群书治要》，以供帝王治国安邦借鉴。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三略》被列为

“武经”之一，取得了兵学经典地位。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称此书“论用兵机

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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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亦高度评价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几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

人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由此可知《三略》其巨大的谋略实用

价值。正如书中所言：“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

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

则能全功保身。”

编者搜集多种珍贵原版古籍，择其善者而从，编校认真，原典可靠；积

极吸纳了后人对《素书》和《三略》的研究成果，注释简洁，译文严谨，解读

精到，内容宏博；还精选了多幅贴切的图片作为插图，便阅读更加轻松有趣，

能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全书的思想精华。

                                                 郑京辉

　　                                         2012 年 4 月 8 日 

　　                                        于河北保定朗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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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章①第一

1  五德一体，为人之本，不可无一

原典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②一体也。（张注：离而用之则有五，

合而浑之则为一。一所以贯五，五所以衍③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张注：道之衣被万物，广

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大而八纮④之表，小

而芒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不

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曰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张注：有求之谓欲。欲而

不得，非德之至也。求于规矩⑤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衡⑥者得轻重

而已矣。求于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

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⑦以成大，小得以成小。迩

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张注：仁之

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惠

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亲于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

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鳖咸若。”《诗》曰：“敦彼

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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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张注：理之所在，谓

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

断也。）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⑧之序。（张注：礼，履也。

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⑨必于

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张注：老子⑩曰：“夫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

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

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

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注释】

①原始章：原始，考察本始，即探求天地万物的起始。原，推究、考察；

始，萌芽、开端。王氏曰：“此章之内，先说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

为人之根本，立身成名的道理。”

②五者：即道、德、仁、义、礼。道，宇宙的本体及其规律；德，从“道”

所得具体事物运行、发展、变化的法则，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

治人民，即德治，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或政绩就是德政；仁，一种含义广

泛的道德观念，此处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孔子言仁，包括恭、宽、信、

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实行方法；义：指符合一定标准的观念和

行为规则，泛指古代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

③衍：生出，演变而产生。

④八纮：八方极远之地。

⑤规矩：规和矩，两种校正圆形和方形的工具。

⑥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秤锤；衡，秤杆。

⑦大得：指“德”之最高境界，与下句中“小得”义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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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人伦：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等

级关系。

⑨造次：须臾，片刻。

⑩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 ( 今河南鹿邑东 ) 人，春秋时思想

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 管藏书的史官 )，后隐退

著《老子》一书。他把宇宙万物的本体看作“道”，认为它是超越时空静止不

动的实体，是产生整个物质世界的总根源。政治上他主张“无为”，企图缓和

尖锐的社会矛盾，回到“小国寡民”的幻境之中。老子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译释】

道、德、仁、义、礼，这五种思想体系实为一体。（张商英注：把它们分

离开而加以使用就是五个不同部分，把它们合拢并混同起来则成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这个整体贯穿于五个不同的部分，而这五个不同部分又衍化归合为一个

整体。）

所谓道，就是人们所应当遵循的自然法则，它支配着世间天地万物的生成

变化，而天地万物却不知这种运动变化的由来。( 张商英注：“道”对天地万物

施与的恩泽，如此广阔而浩大！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行一止，一饮一食，

大至八方极远之地，小至芒芥之类细小东西之内，无处不含有“道”。用仁不

足以指明它，所以仁爱的人看见仁的方面就称之为仁；用智不足以探究它，所

以智者看见它就称之为智；而普通百姓不足以察觉它，所以时时与道打交道却

毫无所知。)

所谓德，就是人们顺应自然法则的安排而各有所得，它支配天地万物，使

之各得其所而尽其所能。( 张商英注：有所需求则称之为欲，有欲望却不能得

到满足，那就达不到“德”的最高境界。借助圆规和曲尺可以求得方和圆，借

助秤砣和秤杆可以求得事物的轻和重。而遵循具体事物的自然规律则没有什么

需求不能实现的。君臣、父子遵循了它们之间的法则才称之为君臣、父子，昆

虫、草木遵循了它们之间的法则才称之为昆虫、草木。天地万物有“大得”则

成就其为大，有“小得”则成就其为小。近到生命个体，远到天地万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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