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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古老的华夏文明为现代人提供了无

法估量的精神财富。其中“三十六计”就

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

就。“三十六计”汇千百年中华民族之智

慧，集历代韬略诡道之大成，它精练地概

括了我国历代智慧谋略的全部精华。“三

十六计”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谋略，

也是我国人民无形的“智慧长城”。它用

形象、简练的语言分类阐述了战争中的

谋略。

今天，“三十六计”已远远超出军事斗

争的范畴，被广泛用于各种领域，成为人

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然而，这三十六

条计策晦涩深奥，广大读者一般很难理解
·１·



得透彻，当然也就很难把这些计谋用在实

际人生中。《新编三十六计》正是在介绍

了三十六计原文的基础上，教你如何把它

们运用于复杂多变的人生之中。

《新编三十六计》共分六套，胜战计、

敌战计、攻战计———这三套计是处于优势

时用的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这

三套计是处于劣势用的计。在编写过程

中，除原文、译文、计名探源外，还收录了

古今中外运用三十六计的经典故事，其中

包括战争奇谋、政治运筹、商场纵横，处世

艺术等四个方面，便于读者更灵活地掌

握、运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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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典解读

【原文】

兵强者，攻其将①；将智者，伐其情②。将弱兵颓，其势自

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③。

【注释】

①兵强者，攻其将：意为对兵力强大的敌人，就攻击他的

将帅。

②将智者，伐其情：对明智的敌人，就打击他的情绪。

③利用御寇（ｋòｕ），顺相保也：见《易经·渐》卦。御：侍

奉，进献，驾驭。寇：仇敌。意为利用敌人自身的严重缺点，己

方顺势以对，可使其自颓自损，己方一举得之。

【译文】

对方士气旺盛，攻击其将领；对方将领聪明，夺取其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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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其将领、颓其士气，对方自然萎靡不振。利用敌人的弱点，

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按语】

兵强将智，不可以敌，势必事①之。事之以土地，以增其

势，如六国之事秦②，策之最下者也。事之以币帛，以增其富，

如宋之事辽金③，策之下者也。惟事以美人，以佚④其志，以弱

其体，以增其下怨。如勾践以西施重宝取悦夫差，乃可转败

为胜。

【注释】

①事：侍奉。

②六国之事秦：公元前２３０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的１０年

间，秦国采用了张仪连横策略，分化并瓦解了齐、楚、燕、赵、

韩、魏六国的联盟，六国纷纷割让土地向秦表示顺服，秦国得

寸进尺，最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

③宋之事辽金：北宋向辽、南宋向金屈服。公元１００４年，

北宋与辽议和，每年向辽纳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公元１０４２
年，又每年增纳银１０万两，绢１０万匹。公元１１４１年，南宋与

金议和，每年向金纳银２５万两，绢２０万匹，公元１２０８年，又

每年增为银３０万两，绢３０万匹。

④佚：消磨，散失。

【译文】

兵力强大与将帅明智的，不可以跟他作战，而要暂时屈服

侍奉他。割让土地向他屈服，以增强他的势力，就像六国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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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这是最下等的计策。用金钱布帛向他屈服，像北宋、南

宋侍奉辽、金，那也是下等的计策。只有用美女侍奉他，用以

消磨他的志向，让他的身体衰弱，部下增加对他的怨恨。如勾

践用美女西施和珍宝侍奉吴王夫差，这样才能转败为胜。

【探源】

美人计，语出《六韬·文伐》：“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

声以惑之。”意思是，对于用军事行动难以征服的敌方，要使用

“糖衣炮弹”，先从思想意志上打败敌方的将帅，使其内部丧失

战斗力，然后再行攻取。就象本计正文所说，对兵力强大的敌

人，要制服它的将帅；对于足智多谋的将帅，要设法去腐蚀他。

将帅斗志衰退，部队肯定士气消沉，就失去了作战能力。利用

多种手段，攻其弱点，己方就能顺势保存实力，由弱变强。

前面曾讲到春秋时吴越之战，勾践先败于夫差。吴王夫

差罚勾践夫妇在吴王宫里服劳役，借以羞辱他。越王勾践在

吴王夫差面前卑躬屈膝，百般逢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终于

放他回到越国。后来越国趁火打劫，终于消灭了吴国，逼得夫

差拔剑自刎。

那所趁之“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呢？原来勾践成功地使用

了“美人计”。勾践被释回越国之后，卧薪尝胆，不忘雪耻。吴

国强大，靠武力，越国不能取胜。越大夫文种向他献上一计：

“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要想复国雪耻，应

投其所好，衰其斗志，这样，可置夫差于死地。”于是勾践挑选

了两名绝代佳人：西施、郑旦，送给夫差，并年年向吴王进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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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珠宝。夫差认为勾践已被他臣服，所以一点也不加怀疑。

夫差整日与美人饮酒作乐，连大臣伍子胥的劝谏也完全听不

进去。后来，吴国进攻齐国，勾践还出兵帮助吴王伐齐，借以

表示忠心，麻痹夫差。吴国打胜之后，勾践还亲自到吴国

祝贺。

夫差贪恋女色，一天比一天厉害，根本不想过问政事。伍

子胥力谏无效，反被逼自尽。勾践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公元

前４８２年，吴国大旱，勾践乘夫差北上会盟之时，突出奇兵伐

吴，吴国终于被越所灭，夫差也只能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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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妙用

战场奇谋

貂蝉作戏　计杀董卓

东汉末年，董卓与吕布联袂，专断朝政，司徒王允终日仰

天叹息。府中一名歌妓貂婵，她从小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

纪刚满１６岁，色艺俱佳，王允以亲女儿看待。貂婵见义父心

事重重，也对月嗟叹。王允以为少女怀春，喝道：“小贱人，是

不是有私情？为何深夜长叹？”

貂婵即跪下答：“贱妾怎敢有私情，不过近来见大人终日

愁眉不展，想必是为国家担忧，又不敢动。刚才又见大人为了

国事仰天长叹，故妾亦为大人嗟叹罢了，想妾蒙大人提携，以

亲女相待，此恩虽粉身碎骨亦难报于万一，若有用妾之处，万

死不辞！”

王允心头一惊，便把貂婵请入内室，说：“现董卓、吕布父

子二人狼狈为奸，干尽坏事，这两人又都是好色之徒，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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