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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勇》

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
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
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该书在深入
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
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
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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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于元编著的《古代兵勇》为丛书之一，介绍古代兵勇的有关内容。
    《古代兵勇》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
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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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先秦兵勇二、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兵勇三、隋唐五代兵勇四、宋元兵勇五、明清兵勇六、古代著
名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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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西周　　周武王姬发是周文王姬昌的次子，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率领大军消
灭商王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周王朝。在战争中，他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但是中国历
史上的一代名君，而且也是兵勇的最高统帅。　　周代的兵勇仍以战车为核心，一辆战车及其配属的
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一乘战车上有三名甲士，由贵族组成。在左侧的称“车左”，
持弓射箭，是主要的攻击力量，为一车之长，号为甲首；在右侧的称“车右”，手持戈矛，勾刺敌人
，又称“骖乘”；在中间的甲士为驭手，负责驾驶战车。　　每乘配徒役20名，由平民或者奴隶充当
，是战车兵的侍从。其中5名提供后勤服务，负责养马和准备伙食；另外15名参加战斗，在车后护卫战
车，在战车冲破敌人队形时进行格斗厮杀。　　周代兵勇每5乘编为l队，由仆射指挥；每10队编为1“
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编为1“师”，由“师氏”指挥。　　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
但师的数量增加了，兵力更强了。周王朝兵力最多时多达14个师。　　（四）春秋战国时期　　周幽
王十一年（前771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申后之父申侯勃然大怒，联合犬
戎进攻周王朝，杀了周幽王。　　次年，一些诸侯把周幽王的太子宜臼立为天子，是为周平王。平王
即位后，戎狄势力在王畿内继续发展，严重地威胁着王室的安全。平王不得不远避其锋，将都城从陕
西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历史将平王以前的周朝称“西周”，东迁洛邑以后的周朝称“东周
”。　　东周历经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急速发展，推动了生
产关系由奴隶主所有制向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变革，导致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新兴地主阶级开
始夺取政权，并实行变法，从而促进了地主政权的巩固，推动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由于地主
经济的发展，较强大的诸侯国开始掠夺其他国家的土地和人口，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日益频繁残酷。
　　这时，周天子丧失了昔日的权威，成为名义上的共主，而齐、晋、楚、吴、越等诸侯大国迭起争
霸，开始代天子发号施令了。　　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兵勇成了争霸的工具，军事制度也伴随着时代
的前进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春秋时期，军队中步兵的比重逐渐增大了。每乘步兵从25名逐渐增
加到50名、75名，而楚国军队每乘战车竟配有步兵100名。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水军作为一种独
立的兵种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楚康王十一年（前549年），楚国出动了一支水军进攻长江下游的吴国
。这次战役被称为“舟师之役”，这是史籍上首次关于水军的记载。　　楚国是最早组建水军的国家
，而且经常以水军发动战争的也是楚国。楚平王六年（前523年），楚国组建水军北上进攻濮城；楚平
王十二年（前517年），楚国与越国约定夹击吴国，也是出动水军进攻吴国的边境地区。　　楚昭王元
年（前515年），吴国进攻楚国潜城，楚军以水军包抄吴军后路，使吴军难以退兵。楚昭王八年（
前508年），楚国再次进攻吴国，双方在豫章一带对峙。这时，吴国组建了一支水军，用作疑兵之计，
主力暗中袭击楚国巢城，拔掉了这个军事重镇。　　楚昭王十二年（前504年），吴国水军一举打败了
楚军的水军。楚国担心亡国，曾一度迁都。　　吴王夫差十一年（前485年），吴国派徐承率领的一支
水军从海路北上，远袭齐国。这次为远程渡海作战而编成的水军，标志着中国海军编制的正式形成。
　　当时，水军战船上配备手持弓、戈一、戟、剑、盾等不同武器的战士和专门的划船手。　　在这
一历史时期，步兵作为独立兵种正式出现了。　　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晋国统帅荀吴率领晋军
与北方少数民族狄人在太原北面的山区作战时，因地势险要，战车难以行驶，部将魏舒建议说：“狄
人都是步兵，我们的战车在山区里无法发挥作用，步兵困在战车旁边也一筹莫展。为了获胜，不如让
自我以下的所有甲士全都下车徒步作战。”荀吴同意这个建议，让魏舒担任前敌指挥。魏舒下令道：
“从速拆毁战车，所有甲士和跟随战车的步兵混编列阵。”这时，自认为出身高贵的车兵不愿下车和
步兵混在一起，魏舒当机立断，把荀吴的一个亲信车兵当场斩首示众。车兵见状，无不震恐，纷纷下
车排阵。魏舒用—支小部队在前面诱敌，将主力排列在阵后两侧。狄人没见过晋军徒步作战，顿时哄
堂大笑，也不列阵就蜂拥而上，正中了魏舒的诱敌之计。晋军主力两侧合击，狄人大败。这是历史上
首次在战场上随机应变、临时组编步兵的战例。　　步兵作为华夏军队的一个独立兵种，从此诞生了
。　　在战国时期，步兵已经是军队作战的主力了。此后，历代步兵一直占军队的绝大部分编制。　
　在这一历史时期，骑兵也已经初具规模。　　马是人类很早就驯服并用于战争的动物。但是，早期
的骑兵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全靠自己双腿用力紧夹马腹奔驰作战，因而在马背上限难使用身体
力量来进行劈砍、刺杀等格斗动作，主要靠射箭来杀伤敌人。　　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善于
高难度的骑射、格斗，而中原地区的各国军队到较晚时才开始组建骑兵队。　　当时，华夏民族服装
是宽袖长袍，骑在马上连射箭都很困难。地处北方的赵国在长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痛感骑兵的重要

Page 5



《古代兵勇》

性，因此赵武灵王毅然下令推行“胡服骑射”，将骑兵的服装改为与游牧民族相同的窄袖短衣，建立
起—支可以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骑兵队。　　由于那时还没有马镫，骑兵难以进行马上格斗。在野战中
，骑兵一般不在正面进击敌人，主要用于包抄、迂回、追击等。　　战国时期，骑兵的编制规模不大
，不能独立执行战役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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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兵勇》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
茂的形式，介绍古代兵勇的有关内容。具体内容包括：先秦兵勇、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兵勇、隋唐五
代兵勇、宋元兵勇、明清兵勇、古代著名兵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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