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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约翰·基根尤其长于洞察塑造战争性质和面貌的社会文化要素，连同它们与政治、技术和军
人心理的复杂交互作用。在其享誉整个西方的经典名著《战争史》中，基根从“一切文明都（部分地
）植根于其战争缔造”这一前提出发，探究并辉煌地表述了在长达2000年以上时间里世界许多不同社
会和民族进行的战争的内在涵义、动机和方式。伴随着对于从石器时代到核时代的战争——人类有组
织的大规模暴力——的近乎全系列的具体战例讲述和历史演化论说，他生动、雄辩地展示了世界近乎
所有重大的“武士文化”（Warrior Cuhures）：从例如祖鲁人、日本封建武士和西亚高原游牧大军直
到现代西方军队及其著名的战争统帅们的尚武心理与战略文化。基根表明，为何不管其文化环境如何
，荣誉追求总是被归诸于军人美德，战争本身又怎样始终左右尚武人类的想象力，以至达到“人类心
灵最隐秘的深处，在那里自我毁伤理性目的，骄傲支配一切，激情至高无上，本能凌驾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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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作者简介

约翰·基根（John Keegan）是伦敦《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曾多年任英国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高
级讲师，并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和瓦萨尔学院历史学教授；与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
尔·霍华德并列为二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战争史》与《战斗的面貌》（The Face of Battle
）是其最重要、最著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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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书籍目录

致谢导言  第一篇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是何人？   作为文化的战争    复活节
岛    祖鲁人     马穆鲁克  日本武士    没有战争的文化 插论一　对战争的限制  第二篇 石  人们为何打仗？
 战争与人性  战争与人类学家  某些原始族裔和他们的战争    亚诺玛莫人    马林人    毛利人    阿兹特克人
 战争的开端  战争与文明  插论二　防御工事  第三篇 肉  战车武士  战车与亚述  战马  大草原的骑马民族
 匈奴人  骑马民族大观(453至1258年)    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    蒙古人  骑马民族的衰落  插论三　军队  
第四篇 铁  希腊人和铁器  方阵战  希腊人与两栖战略   马其顿与方阵战的极致   罗马：现代军队的孕育
地  罗马之后的欧洲：没有军队的大陆  插论四　后勤和供给  第五篇 火  火药与防御工事  实验时代里的
火药战  海上火药  火药战中的坚毅  政治革命与军事变迁  火力与普遍兵役文化  终极武器  法律与战争
终止  结论注释参考文献选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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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章节摘录

　　第一篇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什么是战争？　　战争不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假如克
劳塞维茨的格言正确，那么世界将是个理解起来较简单的场所。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一位
普鲁士老兵，用自己的退役岁月编纂了注定要成为就战争曾被写过的最著名书籍《战争论》，实际上
写道：战争是“政治交往”（des politischen Verkehrs）“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与它被那么频繁地援引的英语词汇相比，德语原文表达了一个更精细更复杂的观念。
然而，在这两种形态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都不完整。它意味着，存在着国家、国家利益和关于这些
利益可以如何得到实现的理性估算。可是战争先于国家、外交和战略，比它们早数千数万年。战争差
不多像人本身一样古老，深人人类心灵的最隐秘处，在那里自我毁伤理性目的，自尊支配一切，激情
至高无上，本能凌驾其余。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克劳塞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一名后裔，
充其量不过说，政治动物就是战争动物。他俩都不敢正视一个观念，即人是思维动物，在人那里理智
指导狩猎渴望和杀戮能力。　　这不是一个现代人比一位普鲁士军官更易于正视的观念，后者生为教
士之孙，在18世纪启蒙精神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尽管有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我们的观点造成了
的一切影响，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各大一神论宗教的道德价值观，它们谴责在一切情势下杀戮同
胞生灵，唯有在最受强制的情势下除外。人类学对我们明说，考古学则向我们暗示，我们未开化的祖
先可能是残酷无情，血淋淋的；心理分析家试图说服我们，我们大家体内的野性，就潜伏在不深的表
皮之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喜欢像我们在多数文明人在现代生活的日常行为中发觉它表现的那样去
认识人性——无疑不完美，但肯定是合作性的，而且经常仁慈。文化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决定人类如
何自我行事的伟大因素；在“天性与教养”之间的无休止的学术辩论中，“教养”派从旁观者那里得
到较大的支持。我们是文化动物，是我们文化的丰富允许我们承认自己无疑的行暴潜能，但尽管如此
仍相信它的表现是一种文化偏离。历史教训提醒我们，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国家、它们的机构甚而它们
的法律，是经过冲突、往往最嗜血的一类冲突才有的。我们日常消化的新闻给我们带来种种关于流血
丧命的报道，往往在离我们祖国颇近的地区，在全然否认我们的文化正常性观念的环境中。虽然如此
，我们仍然成功地将历史和新闻报道两者的教训纳入一个特殊和独立的范畴，即“他者”，那完全不
推翻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世界在明天和后天将会怎样的预料。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法律
已经在人的行暴潜能周围设置了如此的制约，以致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将被我们的法律当作犯罪而受到
惩罚，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机构对它的使用将采取“文明战争方式”这一特殊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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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精彩短评

1、杂乱无章的原著，乱七八糟的翻译
2、原著四星，架构五星，翻译二星。大佬要么承认自己不会说利索中文，要么承认自己发包摊派剥
削学生。
3、看了接近一半，翻译的确不令人满意，有些地方很突兀。特别在第一章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行为
学和心理学解释上，很明显译者的知识积累距离作者有相当的距离，在抽象的分析上译者无法理解作
者和引用资料作者的理念。但是依然推荐此书，毕竟有总比没有好，直译总比跳过不译、误译好。在
第二章—《石》关于战争与文明一节中，对苏美尔、埃及文明的地理、农业的分析尤其精彩。对于阿
兹特克、马林、毛利人行为的介绍极大拓展视野，让我们能跳出克劳塞维茨的藩篱
4、对克劳塞维茨的挑战——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继续，从过去的原始部落看不是，在未来的核时代
更不是。
5、翻译查到极点，商务印书馆居然出了这种书
6、最好的就是对克劳塞维茨的语境分析
7、翻译不行，封面设计糟糕
8、翻译超烂，看不下去
9、一样的，翻译问题。商务太让我失望了
10、作者显然是对本书很花心思的，旁征博引，分门别类，挑战了布尔塞维次，分析了军事思想对文
化的折磨，我看得很尽兴。可是翻译让我无语，这算是所托非人？
11、翻译把一本经典变成了灾难，非常低级的错误，完全不同顺的文法。此书是商务印书馆和时殷弘
老师永远的耻辱。
12、怂翻译，看不完
13、高大全的希望，最终确实每件事都没有弄透彻。
14、原著内容相当精彩，译者水平有些差劲
15、时大师的翻译败笔啊，还是看原版为好
16、翻译敢再烂一点吗
17、又是一本想剁翻译的书
18、略读，不过据说翻译很差！
19、没读明白，作者抛出的每一个命题都没有提破。连第一章的什么是战争也是没有有一点原创思想
。
20、初一的时候觉得晦涩难懂，现在觉得简单得一塌糊涂
21、把翻译拖出去阿鲁巴到死！
22、翻译让人兴趣全无
23、时殷弘这个译本就是垃圾，毁书
24、有些很强的欲望去读结果读了两夜就发现这特么翻译的什么鬼文不通字不顺的简直就是灾难啊
25、毁人不倦的一本书。白瞎了我一下午时间
26、約翰基根什麼都懂一點，所以真是沒必要去讀
27、非常经典的重量级军事学术著作，并不通俗易懂，信息量极丰富，也比较晦涩艰深，并不属于普
及型畅销书，而是非常深刻的哲理性学术文集，作者彻底反驳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并不是
政治的必要延伸，战争必须予以制止。翻译得一般般
28、正在看，糟糕的翻译。我相信原著没这么糟。唯一可以值得赞赏的是，有些不知该怎么翻译的地
方，译者写出了原文⋯⋯封面设计也令人发指的可以⋯⋯
29、不算简单⋯⋯文笔不错，但观点不算新颖，也不系统。
30、时大神的中文实在不好读
31、翻译太糟糕，读不下去，弃。
32、翻译极差！
33、要是能换个翻译，大概就能五星了吧。

Page 6



《战争史》

精彩书评

1、老师极力推荐关于战争的经典著作，给了英文原版的，但本着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一不小心找
到了中文版，误入歧途，看得都要哭了啊，而且看过之后大脑混乱，对汉字的辨识能力都下降了，已
经失去逻辑组织汉语句子的能力了。。。。得缓缓。。。我想说，时殷弘怎么说也是名声在外的大学
者啊，怎么能做这种毁人心智的缺德事来赚钱？！
2、在挑选《战争论》和《战略论：间接路线》时碰到了这本书，正想找一本战争史方面的书，于是
到当当上看了导言部分，感觉很垃圾，实在不值得购买。时殷弘也算是个大腕了吧，名誉等身后就开
始毁名誉，教授们都这样么？再就是实在没想到商务印书馆也不珍惜自己的牌子呀！
3、这本书的翻译很烂，许多句子语法不通。这本书内容非常好。第一章质疑了克氏在《战争论》中
对战争的定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作者分析了克的时代背景和视野的局限性，列举了复活节岛，
祖鲁，马穆鲁克，日本武士四个例子后，作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战争是一种文化的体现。第二章是
最精彩的一章，旁征博引，从生物学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战争是否是人类的天性，以一些原始部落来说
明早期战争的状况，在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战争一般是仪式性的，伤亡不大。后面区分了西方的战
争传统与东方的战争传统，梳理得很有意思。
4、评翻译书籍自然要分翻译和原书。先说翻译。无可否认非常糟糕，典型的分包翻译，大约简直一
定是给廉价劣质劳动力——研究生的任务，证据如插论一的译者至少知道按德语发音把jaeger译成“雅
戈尔（虽然也够雷的）”，第四篇的译者就按英文发音管贝亚尔Bayard叫巴亚德了。军事常识谬误就
不作更多要求了，比如把musket翻译成“毛瑟枪”等千年老毛病，倒也可以原谅，校对不仔细，最多
不去管它：414页：“工匠中唯有他们懂得如何将溶化的金属”，即使是文科生，也不至于搞不清楚溶
化和熔化之间的区别吧？最致命的毛病是译者缺乏翻译的基本素养，不知道怎么把英文翻译成通顺符
合中文语法习惯的句子，说严重点，这些生硬拗口的东西简直就是一种对读者的不尊重，建议译者自
己把自己翻译出来的东西大声朗读一遍，不说害不害臊，至少是不是给自个添堵难受了。随便摘一段
：“于是，18世纪军队的这三类成分即毛瑟枪兵、炮兵和骑兵的截然不同的性能带来了一种局面，即
对阵战场上奇怪的平衡，导致拉塞尔·韦格力教授辨识出的一种特性——经久不息的胜负不决，在西
欧各王朝君主国通常就王位继承权打的前后相继的战争中，从17世纪末的最后的荷兰战争直至法国大
革命爆发”（455页）简直不知所云！时殷弘同时出版的另一本译作《菲利普二世的大战略》，明显比
本书质量要高出不少，大概是因为大战略是时教授的研究本行，因此自己上阵操刀了至少一部分之故
。难得找出该译本的一条优点，就是有边码和索引，但是说实话，以译名汉语拼音编排的索引，又没
有译名对照表，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价值。译本归译本，再说原作。要读懂这本书，就得理解基根写
这书是干什么的，要说此书庞杂浅薄，倒实在有失公允，基根以the Face of The Battle（战争真面目，尚
无中文译本）一书出名，并非研究某一时代军事历史或兵法演化史的专家，他写书习惯挖掘更广层面
，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细节和大多数通史类著作一样是值得商榷的，但它并非仅仅帮
助读者理清一些历史事实，而是要探讨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战争形态的发展，跳出“战争是政治的延
续”这一广为人知但在作者看来太过偏狭的框架，更深刻地探讨战争到底在人类文明史上占何地位，
以及战争形态与社会、经济特别是文化和思想等主观变化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不认同作者
的看法，至少可以通过本书了解把握西方主流军史学者的研究动态和这门历史分支学科的发展方向。
当然，是在有好的译本的基础上。尽管如此，按照本人一贯的风格，仍旧推荐大家购买此书，不仅因
为原书确实值得一读，此外还因为本书是学英语的好帮手，看着译文差不多可以把原文想象出来了，
令人恼火的行文，大有催促读者动手给其挑错订正的动力作用（笑）。
5、目錄挺吸引人的，買來一看發覺上當，這個中文翻譯翻得也太讓人失望了，語句讀不下去，還是
要找英文版來讀
6、大一时候看的，还做了六页笔记，主要是被翻译给害惨了。到最后给出结论的论证还是弱了些，
整本书看下来主要是在做战争的社会学介绍加上武器的发展史，尽管结论回应了开头提出的克劳塞维
茨的理论，但基本和前面的论述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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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章节试读

1、《战争史》的笔记-第50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无线电的试用，但早先的电台需要体积过大的电源，只是在海上才能奏
效。小型化减低了用电要求，使可靠的电台能被安装在坦克或指挥车辆内，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在信息
的机编译码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进攻革命的基础就在于此。它的性质被概括在德国空军将领埃尔
哈德.米尔希的一番话里，那是在关 于“闪电战”战术的 一次战前会议上说的：“俯冲轰炸机将构成
一种飞行火炮，经良好的无线电通讯，被指引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坦克和飞机将由司令官掌控调
遣。真正的秘密在于速度—经通讯速度而来的攻击速度”

1945年以后的40年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西式军事化是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如同19世纪里欧洲各个非
武士国家的军事化那样。可以预料，它有许多同样可悲的效应：“军备开支过大，平民信奉军事价值
观，自命的军事精英凌驾于上，甚而诉诸战争。”同样可以预料，在非殖民化以后被创建出来的百来
支军队中间，大多数极少具有实在的军事功用，西方技术转让并不包含文化输出，而正是西方文化使
先进武器在西方手里如此致命，只有越南人，在与之敌对的美国被拖进一场1965-1972年意识形态战争
的越南人，才成就了日本人在1866年明治维新以后那么惊人的实现了的那种转化，其他地方，军事化
的作用只是造就了尚武虚饰，而无严守军纪这救赎性的军事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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