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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自序

我的五卷本《战争史笔记》出版以来，受到军内外读者欢

迎，并得到了几位资深军事史、战争史专家学者的认可，令我欣

慰。初版平装本前三卷于去年十一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对陆

续出版的五卷平装本统一校改后印制的精装本也很快售完。

虽然销售情况尚可，但我对历史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自知

历史知识根底甚浅，惴惴之心始终没有放下。我重读精装本，

又发现了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个别史料引用有误，个别文字形

似而实非，个别章节安排年代次序不顺等。出于对读者的虔

诚，去年底我与出版社商量暂停加印。今年上半年，我又在精

装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请北京军区测绘信息中心绘制

了四十五幅插图，为普通读者提供一般性阅读参照。

我写作历史读物，绝不搞“演义”、“推理”，坚持事事有据。

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稍一不慎极易出错。因此，我对史料中

某些语焉不详之处格外小心，常常查找多种史料进行对比分

析，自己弄明白了再落笔成文。书中的七百多条注释，有相当

一部分是分析各种史料异同，在分析比较中确认一种。少数难

以确认的，也将不同史料录出备考。即便如此，仍然难以完全

避免差错。别的且不说，单说查证无数古地名这一项，就十分

麻烦。同一地点，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有的地点在同一朝代

也来回变更名称，把此时地名套用于彼时就不对；有些古地名

由于年代久远，歧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古地名或因自己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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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细或记忆有误等，均易出错。

略举几例：

“瓜步”。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史、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长江

渡口，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古称京口）对岸，属今江苏扬州邗江

区，又名瓜洲、瓜渡、瓜洲渡、瓜洲镇。南京（古称金陵、建业、

建康、白下、上元、集庆、江宁等）是六朝古都，镇江是南京东部

门户。西晋以降，北方势力南进必攻建康，从瓜步渡江后首攻

京口，再攻建康，这是首选路径（另外两个渡口是南京西南的

采石、正北的桃叶山）。我写隋军渡江灭陈之战时，查得隋军统

帅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将统帅部设在建康北岸的桃叶山。

因杨广称帝前封晋王，故桃叶山也称晋王山。杨广当年奉父皇

隋文帝杨坚之命，以晋王身份指挥了这次重要战役。他在桃叶

山指挥贺若弼率领东路军从瓜步渡江，韩擒虎率领西路军从采

石渡江，他亲率统帅部和中路军从桃叶山过江。而《中国历代

战争史》称“晋王山即瓜步”。我当时认为瓜步是一个熟得不能

再熟的地名，它和晋王山“风马牛不相及”。再说世上不会有这

么笨的军事统帅，把统帅部和中路军与东路军重叠部署在同一

个瓜步渡口过江。于是就不假思索地在页下加了一条注，称

《中国历代战争史》的这一说法“大谬”。后来觉得这一结论有

些武断，再查，发现桃叶山麓有个瓜埠镇，古人有时也将“瓜埠”

写成“瓜步”，因而桃叶山又称“瓜步山”。原来，我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印精装本时，我对这条注释作了纠正。

“会稽”。春秋时越国国都会稽，即今浙江绍兴。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会稽置山阴县，故秦称绍兴为山阴。

秦朝的会稽郡治所设在吴中（今江苏苏州），直至东汉后期（永

建四年，公元 129 年），会稽郡治才移往山阴。《史记·项羽本纪》

中写得很清楚，项羽季父（最小的叔父）项梁杀人，带着侄子

项羽从家乡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逃至吴中避祸。秦始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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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路过吴中，项羽见此宏大场面脱口而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

一把捂住他的嘴道：“毋妄言，族矣！”秦末，在陈胜、吴广农民起

义大潮的影响下，项梁叔侄杀掉会稽郡守殷通，“得精兵八千

人”，在吴中举兵起义。但人们一见“会稽”二字，往往会立即想

到浙江绍兴，犯下“习惯性错误”。有一次，我家孩子买回一套

台湾地区集中了许多所大学的教授们分工译写的《白话史记》，

我随手一翻，《项羽本纪》一文的译者将项羽起兵时的“会稽”误

译成“浙江绍兴”，年轻读者很难发现这一差错。为了避免我的

读者将两个“会稽”搞混，我在修订版中增加了一条注释。

“黑城”。又称黑水城、黑城子，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北宋时

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黑水镇燕军司治所，元朝时是亦集乃路

治所。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了一股前来

中国盗宝的狂潮，沙俄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黑城掘走了大批西夏

珍贵文物，以至现在我国西夏史研究者想看某些西夏文档，要

到俄罗斯去查阅。我第一次去看黑城废墟是1995年夏天，当时

去黑城还没有公路，我与陪同人员坐了一辆越野车，在荒漠戈

壁中颠簸了半天才到达黑城。那天是个阴天，不易辨别方向。

车子顺着一条早已干涸的河道，穿过一个个由枯死的红柳根系

固住的沙墩，我远远望见了黑城废墟边上的那两座白色佛塔。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黑城废墟位于一片洼地的北缘。当时居延

海已全部干涸，我后来每次写到黑城，都会顺手将它写成“位于

居延海北岸”。今年夏末，我重访黑城和居延海所在的内蒙古

额济纳旗，终于在现地弄清了居延海与黑城的地理关系，黑城

的准确位置是在居延海东南。历史上这一地区统称居延绿洲，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成为重要的戍边屯垦区之一。如果我今年

不去做第二次实地考察，对黑城的具体位置还将继续误写误传

下去。

“鹿台”。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鹿台有两处：第一处是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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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打败商纣王，商纣王自焚于鹿台，它在今河南淇县；第二处是

李白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一诗序中提到的“南瞻鹿台，极目

汝海”的鹿台，位于今河南汝州北二十里。我写明朝开国之战

时，统帅徐达命两位副帅常遇春、冯胜领兵“先驱入陕西”，“大

军次鹿台”，这个鹿台位于何处？如果不把它的具体位置弄明

白，明军的进军路线就说不清。我查遍了各种史书、辞书，苦索

多时，仍无结果。写信向西安的一位朋友求助，也无结果。最

后想到了古地图，终于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陕西一》中

找到了它，两个蚂蚁般的小字，位于今西安和临潼之间。我如

释重负，总算把明军攻克关中重镇奉元（西安）的进军路线说清

楚了。

“阏与”。这是战国时期赵国西部位于太行山中段的一处

险关，秦国与赵国发生长平之战前十一年，先发生了阏与之

战。《史记·赵世家》在“正义”注文中对阏与的具体位置有三说，

一说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二说在“仪州和顺县城”；三

说在“武安县西五十里，盖是也”。第一说与第三说位置相近，

注者倾向第三说。《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中，对赵国大将

赵奢在阏与之战中击败秦军有生动记载。说的是赵奢领兵西

去邯郸三十里筑垒固守，“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说明

阏与就在武安以西不远。那么，《史记·赵世家》“正义”中的第

三说应当是正确的。但《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中国军事通

史》等书，均认定阏与即“今山西和顺县”。究竟哪一说更接近

历史真实？当年，秦国发动阏与之战的目标是攻打赵国都城邯

郸。秦军首先攻占了韩国上党地区，这时秦军如果居高临下直

接向东经涉县、武安进攻邯郸距离更近，为何要迂回到邯郸西

北很远的阏与（和顺）去向南发起进攻？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

长时间。后来查看战国时期的古地图，图上标注得十分清楚，

“阏与”与“和顺”是同一地点。再从图上分析地形特点，使我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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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开朗。秦军若从上党直接向东经涉县、武安攻打邯郸，进军

路上有南北流向的潞水、漳水两道屏障，而阏与则在漳水上游

水边，从阏与向南发起进攻，既可避开邯郸以西赵军的主要防

御方向，又可顺着漳水河谷这条天然通道隐蔽接敌，因而阏与

即“今山西和顺”看来是可信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

赵奢抗击秦军的生动描述，极有可能是秦军已突破阏与关，向

南推进到武安以西，赵奢率领赵军先在这里筑垒固守，疲惫秦

军，然后抢占制高点，乘秦军再次发起攻击时一举击败了秦军。

我写作这套一百四十万字的《战争史笔记》，宏观层面的体

会是三句话：坐得住，钻得进，理得顺。尤其是对春秋战国、两

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等几团战

争史“乱麻”，根据我对相关史料的分析理解，下工夫理清了头

绪，打通了“史路”。微观层面的体会则是一字一句、一人一事、

一点一滴地去探微钩沉，这是一件需要耐住性子的细致活。这

两个层面的工夫结合得如何，只能留待读者去评论了。

我在《战争史笔记》中的一些评述性章节，以及散见于正文

中的一段段点评式文字，包括七百多条注释，积累了我几十年

阅读历史著作的心得和见解，也许是这套《战争史笔记》的主要

价值之一，敝帚自珍，均予保留。

历史是不能胡乱涂抹的。有人曾经说过，任何一部历史都

是当代史。这句话必须限定在“以史为鉴”的范围内，才有正确

的一面。正当我修订这部《战争史笔记》时，南海的黄岩岛问

题、东海的钓鱼岛问题，都闹得甚嚣尘上。我建议读者们认真

读一读《战争史笔记》四、五两卷中的元、明、清三朝战争史，与

南海、东海诸岛相关的战事均有涉及。黄岩岛、钓鱼岛主权自

古属于中国，史证如铁。阅读历史是可以开阔战略视野的。我

曾在1995年初写过一篇散文《关注海》，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

纪讲了一段预测性的话：“有人说它将是一个争夺宇宙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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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而我想说，二十一世纪首先是争夺和分割海洋的世

纪。不信，等着瞧好了。关注（国家）未来命运的人，是决不能

忘却大海的。”我的预测分析没有讲错。对于眼下这场海岛主

权争端，我国政府必须坚定、冷静、正确地应对，华夏子孙谁也

不愿看到,更不会答应晚清西方和东方列强侵犯我主权、抢夺我

领土的历史悲剧重演。

朱增泉

2012年 8月31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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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黎明期
①

的战争

1.炎黄之战

先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先发明文

字，还是先发明弓箭？很显然，人类在发明文字之前，首先发明

了弓箭。而且，将石块敲打成可以投掷的石器，将兽骨绑在树

棍上做成投掷的梭镖，比发明弓箭还早。这些石器、梭镖和弓

箭，开始都是捕猎工具，很快就演变成了作战的兵器。恩格斯

说过：“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

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战争，从人类历史的黎明期就已经开始了。

历

史

黎

明

期

的

战

争

① 历史黎明期：这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历史学家

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第一章《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具体内容涉及夏、

商、周。严格说来，这也未必科学。在我的观念中，中国的历史黎明期，泛

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史前史。具体说，指夏朝以前。虽然中国文字发明

于殷商，但对夏朝已有很多追忆性的记载，夏王朝的王位传承也有较为详

细的脉络可考。就世界史而言，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著的《古代社

会》，将文明社会之前的远古社会划分为蒙昧社会（分为低级、中级、高级

三个阶段）、野蛮社会（也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采用摩尔根的划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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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世界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被称之为“炎黄子孙”，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来自遥远祖先的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可是，中国历史黎明期的第一场重要战争偏偏发生在炎黄之

间，史称阪泉之战。这使我们一进入中国古代战争史，遇到的

第一个话题就十分严酷，却又无法回避：兄弟阋墙，起自炎黄。

远古岩画中的部落战争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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