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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战争史6:南北朝》内容简介：《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
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
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
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
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
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
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
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
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
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
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
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
，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
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
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中国历代战争史》为第4册，内容涵盖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年间的
主要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蜀吴猇亭之战(亦称夷陵之战)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尽在其中
。
《中国历代战争史》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
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
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
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
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
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
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
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
待言，亦使《中国历代战争史》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
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
学识当然有限，故《中国历代战争史》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
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
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中国历代战争史》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
和政治上扬名立万，《中国历代战争史》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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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
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
，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
分外的光芒。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
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中国历代战争
史》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
，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
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中国历代战争史》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
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
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
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
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者，将
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
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中国历代战争史》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
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
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
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中国历代战争史》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
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中国历代战争史》
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
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
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
，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
，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
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
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
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
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
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
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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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
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
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
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
角度用以观察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
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
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中国历代战争史》不
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
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
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
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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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后
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
”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
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
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
严谨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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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册）目录：
第十卷　南北朝时代
第一章　南北朝时代全般形势
第二章　刘裕灭后秦之战及篡晋
第三章　拓跋魏统一北方之战
第四章　南北朝之战争一——宋北伐之战
第五章
　南北朝之战争二——魏宋相互攻伐战
第六章　宋内乱之诸战役及其灭亡
第七章　南北朝之战争三——魏伐齐之战
第八章　南北朝之战争四——魏梁之战
第九章　魏末内乱诸战役
第十章　东西魏之战
第十一章　侯景乱梁之诸战役
第十二章　周统一中原——灭北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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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 刘裕灭后秦之战及篡晋 一、灭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伐秦，十月
克洛阳，翌年九月破长安秦灭。 二、篡晋：义熙十四年正月，刘裕自长安还至彭城，翌年八月裕至寿
阳，元熙二年（418年）六月还建康，十一月篡晋。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参看附图6
—2156—216） 东晋方面　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刘裕既诛刘毅，即就江陵计划伐蜀。十二月，
遂命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裕妻之弟），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
统兵西上。又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并授龄石以方略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事已
见前），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内水即今涪江，外水即今泯江）
。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今绵阳县），以备内道。若向黄虎（今射洪县界），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
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仍虑计划泄漏，为谯纵所知，乃别为函书封付龄石，而
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上引《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 初裕谋伐蜀择帅而难其人，裕
以朱龄石有武略，又练吏职，欲用之。众皆以龄石资名尚轻，难当重任，裕不从，竟以龄石为益州刺
史，率兵二万余入蜀。既而毛修之固请随从伐蜀，裕恐修之至蜀，多所诛杀（毛璩兄弟家人皆为蜀人
所杀）；且土人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实与军事不利，不许其请。裕之选将可谓有明鉴矣。 义
熙九年三月，刘裕以伐蜀之部署既定，还抵建康，而诸葛长民又既诛戮（均已见前卷），内难尽除，
乃上表用桓温土断之法。刘裕此举，乃在军事政治并进也。 六月，朱龄石军至白帝（今奉节县东南）
，启刘裕函书视之，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从中水（今沱江）取广汉（今广汉县治），老
弱乘高舰十余从内水向黄虎。”于是，龄石令诸军倍道兼行而进。谯纵闻晋兵进袭，果遣谯道福将重
兵守涪城（今绵阳县），以备内水。龄石军至平模（今彭山县南），距成都二百里，谯纵方知之，急
遣其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谯说，率万余人，驰至平模夹岸筑城以拒之。龄石乃谋于刘钟曰：“今
天时盛热，而贼严兵固险，攻之未必可拔，只增疲困；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钟曰：“不
然！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猝至，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贼阻兵
守险者，是其惧不敢战也。因其凶惧，尽锐攻之其势必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进，成都必不能
守矣。若缓兵相守，彼将知人虚实；涪军忽来，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将又集；此求战不获，军食
无资，二万余人，悉为蜀子虏矣。”龄石从之。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
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城，则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龄石率诸军急攻北城，克之，
斩侯晖，谯说引兵走南城，南城自溃。龄石遂率诸军舍船步进。谯纵又遣大将谯抚之屯兵牛鞞（今简
阳县西），谯小苟塞打鼻（彭山县南十余里之打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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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十八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
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
，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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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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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
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
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
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
类和平永处之药石。——《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本书系综合
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
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中国
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
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
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
刻，颇能“言人所不言”。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
、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
《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
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
有很强的说服力。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
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
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
文

Page 11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册）》

精彩短评

1、南朝之衰败，虽有地域等外在因素，但是更多是人的因素⋯⋯呜呼哀哉⋯⋯
2、书是不错，包装垃圾，直接给我摔烂了
3、南朝其实一直都有统一的机会....野蛮民族---汉化---被更野蛮的打爆
4、南北朝有地图
5、和其它基本书比,可能是历史记录的原因,对战役的分析不够详尽.但是总体仍尚可
6、开始还以为是一本轻松读物，后来发现还挺专业的，读的时候就有点费脑子了，但是是本好书！
7、陈庆之！！
8、《乱》
9、非常喜欢，这套书全买了
10、服务好，很好
11、在贞观实现华夏复兴之前，汉唐之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屡败屡战，每一战，都饱含了经验教训，四
百年后，终于黄天不负。今后亦复如是。
12、好书，很耐看
13、内容很详实，有对阵多方攻势图，各方战前力量对比，战略分析，阶段态势，战后结果总结等。
可惜地图不准确。
14、这一册的图太毛糙。“睢”竟打成“（佳目）”。ORZ
15、中国历代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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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南北朝卷在两晋之后，天下政局与两晋时期相仿，同样是群雄纷争，攻伐不止。少有哪个国家能
长久持国。虽然这是军事史而非经济史，但是侧面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结构到底怎样影响军事的。
首先权力核心完全在于军事贵族阶层，能打能抢就是大王，首先抢下来以后才有如何分配和管理的问
题。应该说直到近代化量产的廉价火枪兵部队崛起之前，游牧军事部族一直是最有效的军事体制——
实际上这种体制是一种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集中的精练体系，部族酋长同时是政治决策中心、最
高军事领袖、以及（掠夺）经济的战利品分配人。三权合一，令行禁止，效率极高——但与其说是因
为集权，不如说是根本上这种部落文明的经济和组织结构都非常简单精练，虽说是三权合一，实际上
也只需要给酋长配很少的助手，就可以完成有效管理，只要酋长一个人有水平，几乎就能无往不利，
再加上二三能干幕僚猛将，大有飞龙在天之势。北魏早期政权如此，魏国将亡之际，取而代之的尔朱
荣、高欢等势力的核心力量，本质上也都是这种结构。但是这种结构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征服者既
然征服战胜，获得了大批领土、良田和人口，政权自然转向依靠农耕文明增加财富（毕竟农业生产力
高于游牧）的道路，而军事贵族也就自然转型成依靠习惯、政治、帝都阴谋的政治贵族——可惜在沃
土平原之上，这种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文明模式却注定走向不归路。首先对于统治阶层而言，本质上
他们的“管理权力”和“征税资格”完全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暴力消灭一切反抗者的能力是帝
国政府存在的唯一保障。可是积累的财富经常会让帝王后裔忘记这一点，只知享受而不知维护。如果
是天下一统，海内并无竞争者，则散沙民众的反抗乏力，此等骄奢淫逸也许尚能持续数代。可卧榻之
旁皆是强邻、朝堂之内各怀异志的时代，二三代即迅速忘本的结果就是二三代即亡国然后被人杀光全
族，为邻国所攻灭还好，有时尚能当当傀儡维稳用，被手下大将所篡夺的话基本必然是族灭结局。但
这种金字塔顶端的纷争其实是由底层的农业经济生态结构导致的，为什么可以战乱不断？根本上来说
还是有兵力，兵力哪来的？华夏农业经济中产生的大量贫困的剩余人口，这种农业剩余人口是没有财
富、没有文化、也没有（游牧民族的天然）军事训练的彻底的底层贫民，在和平时期会成为极其廉价
的劳动力阻碍一切技术改进动力，而在战争时期就会像牛羊一样任由军阀驱使作战，与其说他们是害
怕军阀的鞭子，倒不如说打仗抢夺战利品是他们唯一的致富机会。正是因为有这种底层农业经济生态
做背书，中国的割据军阀，才动辄可以挥动七八万大军进行作战，这是无数欧洲的名将和伟大国王一
辈子都没机会指挥的大军（至于像威尼斯共和国这种城邦国家一共才十万人口）——问题是同时这种
军队的训练、装备、作战水准也往往是极其低劣的，纵观南北朝卷，此等军队一触即溃全军大败的记
录比比皆是，例外反而是极少数，而各位军事投机的军阀们对这种军队亦毫无爱护之心，动辄将数万
大军恣意挥霍至死亡殆尽——反正都是不值钱的贱民，回头再招募就是了。反过来说，建立在这种人
命太多不值钱的农耕贱民社会之上的上层贵族，除了争权夺利确实也没啥其他可追求的了，不像现代
社会有这么多花样可以让大家作为人生使命去消耗精力——或者说，不像现代社会这样，追求各种花
样还能平安无事。传统军事帝国统治阶级的奢侈花样始终是建立在对农业贱民经济的暴力征收之上，
这使得他们对于提出经济结构改善方针动力很低，实际上，作为经济结构改良的唯一力量的商人阶层
，经常被视作权力竞争者以及肥羊而遭到反复迫害，而既然没有真正的经济和制度革新，帝国统治者
其实就随时处于一个可以被遵循“原教旨军事体制”的简练贫寒军事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境地，只要
皇帝沉迷于享乐，邻国之敌与篡位者的机会立刻就来了。而事实上整个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几乎
都是如此结局，家族继承人既然无能，那无非死在谁手上的问题。在这种大的经济环境之下的战争史
，看着简直让人气闷，到处都是穷兵烂仗，无论作战目标还是作战水准都技术含量极低，输的一方血
本无归，赢的一方也往往两三代亡国，实在太过空虚。一个全局的烂规则已经定下，玩家水平实际上
并无回天之力。总体来说值得称道的只有少量战术成就：比如，魏梁战争时期，萧宝寅叛乱，围攻一
城池长期不下，平叛军的援军因叛军势大，不易强攻，遂使出一策，让附近村民前来送降书的，各自
回村，传下去，等官军点燃三堆烽火的时候，自己也点三堆烽火相应，如果有哪个村子不点烽火，就
是贼党，官军就会进攻屠灭，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互相传告。到了官军举火的时候，就算并没有真
实降心的村庄，也诈举火——但这恰恰就是官军要的效果，一晚上，火光遍数百里。围城的叛军诸军
看到，不知真相，直接吓得散伙退军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战的典型，不过叛军连个斥候打问都
不派就散伙，也弱智得可以了。但战术上虽了不起，背后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却令人扼腕——普
通村庄随时可以作为官军征讨对象被灭绝瓜分，世道败坏可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魏国末年，皇帝与
太后相争，招尔朱荣勤王，结果尔朱荣来了不光杀了太后，还一口气屠杀帝都朝臣两千余人，这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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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固然太过妄为，然而帝都的腐败政治游戏在军事力量面前何等不值一提，却也由此可见。帝国繁杂
政治结构对于国家上下的百害无利实在例子太多，光帝都内部就有上千大小官吏勾心斗角，哪里还能
有效率。魏孝武帝为高欢讨伐尔朱氏后所立，但虽有王家正统之名，并无相应之才干，先是在宦官斛
斯椿鼓动下和高欢决裂，等临到和高欢决战的时候，却又听信另一个宦官杨宽而不用斛斯椿的谋略，
主谋弃而不用，皇帝自己又没有判断和指挥能力，结果数万大军很快大溃，只好逃窜到宇文泰的地盘
寻求庇护。最后被宇文泰杀掉另立皇帝。同样梁武帝想出以魏制魏的昏招，先后弄了两个不好使的魏
王当远程傀儡都和梁国利益貌合神离，反而给梁国的绝世骁将陈庆之拖了严重的后腿，将陈庆之无数
盖世奇功最后功亏一篑。这本书虽然不以战术为主，实际上书中值得称道的也就只有战术闪光点了，
数千甚至数百精锐，以夜袭、佯动、夸大声势、前后夹击种种手法，击溃十倍百倍乌合之众的战例经
常出现。实际上就是各军阀临时拼凑的贫民大军，根本缺乏足够训练，内部隐患数不胜数，只要能善
于利用敌方弱点促使自溃，规模小得多的精锐部队只要能运用自如，就不仅能击溃而且能歼灭十倍的
敌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精锐军事集团是无法一直保持下去的，因为一旦他们成为了胜利者，他们自
己或者继承人就会被“征服者的财富”所淹没。华夏文明历代的所谓“农耕文明同化游牧征服者”的
故事，其实就是海量农耕贫民经济吞没小撮军事贵族骑士经济的故事。数万大军可以挥鞭而起，有几
个将军还会明智地使用灵活机动的小型精英军队？财富享乐唾手可得，有几个贵族还能安守清贫警惕
？连自己的生命都主宰不了的命如牛马的贫民阶层，却用这种方式主宰了整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实在
是巨大的荒诞滑稽。
2、不知道是否因为言辞过于激烈，书评写到一半电脑竟然挂了。但是，我决定发布以下的脑残广告
。力荐！力荐！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子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三国演义算什么？哪抵得过上下五千年战争
弹指间！楚汉相争算什么？哪比得过八千里路云和月！是男人，你就来吧！放下游戏，尽情战斗吧！
好吧，收！我一拿到这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我就止不住的惊喜，首先是每一本书都配备了一本地图
册。地图册既有形势图，也有进军图，然后翻到地图册的封底，还写着宋人的教导，把地图册放左边
，书放右边，相得益彰。当然，没多久我老婆就拆穿了我的伪军事迷的底。她问我那地名后面的括号
里面是什么？我一看，呃，像是现在的名字，又不像是现在的地名，被老婆将了一军。后来一想，哎
呀，那应该是成书之时的名字呀，现在沧海桑田，尤其是一些没脑子的人乱改名字，导致越改越乱，
谁还记得普洱以前叫思茅？按这个逻辑，北京就该叫烤鸭了。好吧，放下爱不释手的地图册说说书本
身吧。书不易读。为什么？有点像古书。我是自忖对历史有点兴趣，但又想另辟蹊径——三国太熟了
，明清被百家讲坛毁了——于是选了这本南北朝，但一开始就傻眼了。我们以前的历史书直接叫名字
，比如拓跋珪就拓跋珪，这本书倒好，拓跋魏道武帝珪，而行文也颇不似我们现在。我花了一个晚上
才读完第一章南北朝简介，从此再也不敢说自己了解历史了。根据书籍的自身介绍，这套丛书是台湾
三军大学受老爷子委托弄的，估计是本着总结经验的目的去研究的。因此你会发现，谈的不仅是怎么
打战，还谈到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比如南北朝时期，为什么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呢？首先
是南方兵明显弱于北方兵，为什么呢？南方喜欢谈玄，说白了就是书生误国。但是北方为什么没有统
一南方呢？天险自然是一方面，但是北方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募兵制度，比如外患等等。反正，这
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书，而且我还特别给几个喜欢玩《三国志》游戏的好友力荐此书。我有时候在
想，如果每本书都能拍成一部电影，或许一个游戏，那有多精彩呀。尤其是游戏，战争中所有的考量
似乎都可以转换成游戏参数。真的是力荐！不要说我是在写软文，我是真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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