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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时代的战争

很久很久以前，当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在黄

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散布着许多原始部落，它们共同劳

动，友好相处。但是，在相互交往中，有的为获取生存条

件，或为血亲复仇，部落间也常常发生武力冲突。随着生产

力的提高，出现了私有财产，进一步刺激了部落首领获取更

多物质利益的欲望，于是，以掠夺为目的的部落战争更加频

繁，规模更加扩大。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有血缘关系的部

落还结成了联盟。

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在中华大地已形成了若干部落联

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

有炎帝、黄帝等；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有太昊、少

昊、加黎等；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有三苗

等。由于人口的增长或因自然灾害，三大集团逐渐向外迁

徙。当华夏集团东进，东夷集团向西发展时，东夷九黎部落

首领蚩尤与炎帝首先相遇，蚩尤凭借武力大败炎帝。炎帝向

黄帝求援并结成同盟，与蚩尤大战于琢鹿之野 （今太行山与

泰山之间的广阔原野），经反复较量，黄帝终于打败蚩尤。

后来为争夺联盟首领地位，华夏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在阪泉

之战中，黄帝击败炎帝，继又征服了炎帝部落中的另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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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氏，这才巩固了以黄帝为首的联盟。传说黄帝共经

５２战才征服了天下。

大约在４０００年前，黄帝的后代在征服了许多氏族部落

的反抗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

大的北方部落联盟。这一时期，私有制已经形成，贫富分化

更加明显。为了争夺联盟领袖地位，掠夺更多财富，部落之

间征战不息，尧、舜、禹攻三苗之战即反映了北方部落联盟

的长期抗争。战争最终以三苗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部落联

盟首领的权力更大，并进一步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为步入

奴隶社会拉开了序幕。

夏商周三代战争

约公元前２１世纪 （一说前２２世纪），尧的儿子启改禅

让制度为世袭制度，建立夏朝，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最初几

十年充满着两种制度的斗争，原定为禹的继承人的伯益首先

起兵攻启，战败被杀。接着，有扈氏起兵与启争夺王权。在

甘之战中，夏启攻灭了有扈氏，才使夏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

领的认可。启死，传位给太康。太康迷恋打猎，不把国事放

在心上。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的武力，乘夏朝内乱

取而代之，史称 “太康失国”。后羿取得统治后，同样 “不

修民事”，自恃善射，忙于游猎，终被奸臣寒浞所杀。寒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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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灭夏后氏势力，杀死了太康的侄子相。相的儿子少康在

有虞氏的帮助下，暗中积聚力量，在少康复国之战中，杀了

寒浞，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史称 “少康中兴”。夏朝末期，

夏王桀为转移国内人民不满，对外兴师，统治出现危机。崛

起于黄河下游的商汤在鸣条之战中一举击败夏军，灭亡夏

朝，建立商朝。开始一段时间比较稳定，后因争夺王权而一

度衰弱。这一时期，战争有了许多变化，战争中的军队逐渐

专业化，不再由全体民众进行。指挥更加完善，取胜已不单

凭体力和勇敢，更注意谋略的运用。金属制造的兵器已开始

用于作战，但主要还是用木头和石器。这时还出现了战车。

指挥战争的人还相信 “天命”。总之，战争的规模还小，时

间也短。

商王武丁继位以后，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为进行更

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对西北少数民族如土

方、鬼方、羌方等部族进行了一系列战争，都取得了胜利。

此外，还征服了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方

国和部落。武丁时期武丁对四周部族征战达５０余次，获取

了大量奴隶和财富，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史称 “武丁中兴”，

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到了商王帝乙、帝辛时，因全力讨伐

东夷，虽获胜，却大大损耗了国力，给西边兴起的周族方国

以可乘之机。周武王乘商都内部空虚，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

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史称 “西周”。

西周建国之初，商朝残余势力还很强，时时想要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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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东征平息了叛乱，又经过了成王、康王的经营，国势蒸

蒸日上，威服四方。自共王、懿王开始，国力日下，四周的

方国、部落不断对其进行侵略、骚扰，使后期的诸王不得不

连年用兵，搞得精疲力尽，危机四伏。国人起义更动摇了周

王朝的根基。到了周幽王时，政治日益腐败，加上频繁的天

灾，造成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缯等诸侯及犬戎的联

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自杀，西周灭亡。

在商朝后期到西周的战争中，青铜器兵器和战车已大量

使用，车兵和步兵也有了协同，军队编制更加完善，指挥手

段更加多样化，战争中的通讯联络有了加强，作战指挥更加

注意用谋略胜敌，并开始有人著书立说，总结战争经验。

周朝灭亡商朝的牧野之战

商朝末年，纣王当政，残酷暴虐，内外交困，危机四

伏。崛起于西方的周族势力逐渐深入江汉流域。周文王时，

暗中积蓄力量，结好各诸侯国，击破与周为敌的商朝西部属

国黎 （今山西长治西南）、邗 （今河南沁阳西北）、崇 （今河

南崇县东北）等，打通了进攻商都朝歌 （今河南淇县）的道

路。纣王正计划兴兵攻周，东夷又叛离攻商，迫使纣王转移

兵力对东夷作战。周文王死，武王继位，乘纣王无暇西顾的

良机，加紧灭商的准备，并在盟津 （今河南孟津东北）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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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结盟，组成灭商联合阵线，并派人到朝歌侦察虚实。

武王四年 （公元前１０４５年，另有前１０５７年之说不等），武

王得知商纣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重臣比干被杀，莫子被

困，微子出走，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于是决定先

发制人，立即率兵车３００乘，近卫军３０００人，甲士４５０００
人，东出伐商。周军行至盟津，与津、庸、卢、彭、濮、蜀

（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 （均居今渭河流域）、髻 （今山

西平陆南）等八国军队及各反商诸侯军会合，利用人心归周

的有利形势，冒雨兼程前进。沿途宣传军队绝不与百姓为

敌，只为百姓除害，得到了商民支持。一月初四，联军到达

牧野 （今河南淇县南卫河以北地区）。纣王惊悉周军来攻，

慌忙调集守卫国都的军队，又临时武装了大批奴隶，组织了

数十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初五晨，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罪

行，激励将士斗志，并严申纪律，不准杀害俘虏，以瓦解商

军。两军对阵，武王先派吕望率一部精兵冲击商军前阵，作

试探性进攻。不想商军中的奴隶纷纷倒戈，反为周军开路。

武王立即投入主力猛烈冲杀，商阵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

去，逃回朝歌自焚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建立西周王朝。

春秋大国争霸战争

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代 （公元前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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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前４６７年）。这时，周王室力量一落千丈，已无力控制各

诸侯国。但各诸侯国发展很不平衡，大小强弱各不相同。大

国向外扩张企图控制小国，小国则纷纷寻求大国保护，结

果，争战不休。

春秋初年，郑庄公依靠经济实力，采取远交近攻策略，

征服宋、卫、陈、蔡，北破戎狄，称盛一时，并在襦葛之战

中大败周军，射伤周桓王，使周王室威信扫地。这时，北方

戎、狄，南方楚国正向中原推进，威胁各国安全。不久，郑

庄公去世，内乱不止，霸业衰落。东方齐国继起，任用管仲

改革，国力日盛。齐桓公先联合宋、陈、蔡，逼鲁与齐结

盟，继又征服郑、宋二国，至周僖王三年 （公元前６７９年）

终于结成以齐为霸主的宋、鲁、陈、卫、蔡、郑、邾等国联

盟。接着，齐桓公又集中力量，北破戎狄，南迫楚与齐订

盟。到了周襄王二年 （公元前６５１年），于蔡丘 （今河南民

权东北）再与周王室代表及诸侯订立盟约，使齐霸业达到顶

峰。在齐称霸中原的同时，西边的晋与秦两大诸侯国争战不

已。晋国在假途灭虢之战中，控制了崤函要道，阻止了秦国

东进。后来齐桓公去世，霸业衰落。宋襄公想乘机称霸，结

果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打败。楚国乘势进军中原，遇到了强

晋的对抗，城濮之战楚军被晋文公打败，确立了晋国在中原

的霸主地位。但秦国与楚国的称霸野心并未中止。不久，晋

文公去世，秦与晋多次交锋，互有胜负，但始终没有越过崤

函要地。后来秦向西发展，称霸西戎。晋在与秦交战中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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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了国力，已无力阻挡楚国北上。为争夺郑、宋、陈、蔡

等国，晋、楚两国进行了长期战争。在邶之战中楚国终于打

败晋国，称霸中原。晋国不甘心失去霸权，遂联合吴国对付

楚国，并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北灭赤狄，继败齐、秦，国

势日盛，终在鄢陵之战中打败楚军，使晋国重获中原霸权。

以后晋、楚两国争斗更加激烈。楚国因要对付吴国的挑战，

无暇与晋争霸，于周灵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５４６年），在宋

都召开了十三国弭兵盟会，晋、楚平分霸权。

吴国在晋国的支持下，国力日盛，又在鸡父之战中夺取

了楚国在淮水边的要地州来 （今安徽风台），占据了有利地

势。吴国阖闾重用懂得兵法和谋略的伍子胥和孙武，在柏举

之战中一举成功地攻入楚国国都郢 （今湖北江陵西北），从

而奠定了霸业。

当吴、楚交战的时候，因楚国采取联越制吴政策，越国

不断攻击吴国后方。越王勾践重用善于运用谋略的范蠡、文

种为大臣，国力日强，成为与吴争霸的劲敌。吴、越争霸之

初，越国国力尚弱，携李 （今浙江嘉兴、桐乡间）之战，越

军侥幸取胜。接着，在夫椒 （今太湖中西洞庭山，一说今浙

江绍兴北）遭到惨败。越王勾践假意臣服吴国，暗中积蓄力

量，并鼓动吴王夫差北上与齐、晋争霸，以削弱吴国的力

量。此后，越国乘机多次进攻吴国，经姑苏、笠泽、围吴之

战，终于灭亡了吴国，称霸于江淮。这时，已到了春秋时代

的尾声，步入了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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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争霸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从最初的结盟称霸，发

展到灭国夺地；车战逐渐为步战所代替，并出现了水战、海

战；战区扩大，从两国接壤地区推进到敌国腹地；战争时间

更长，已从一战决胜负，发展到长期反复较量；用兵更加灵

活，注意分析敌情、捕捉战机等；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更加深

入，著名的 《孙子兵法》问世，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

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的城濮之战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楚国为阻止晋国

南下，便与其邻国曹、卫结盟，作抗晋前哨。周襄王十九年

（公元前６３４年）冬，楚成王又以宋背楚从晋为名，联合郑、

陈、蔡、许等国出兵进攻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救，但晋、宋

两国之间隔着曹、卫两国，晋文公见楚联军势力强大，怕劳

师远征于晋不利，决定先攻弱小的曹、卫两国。楚国识破了

晋国的企图，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都。宋再次派人求

救。晋文公为难了，不救，宋晋必绝交，等于放弃求霸；救

吧，孤军深入，实无取胜把握；想请齐、秦相助，又怕两国

不答应。后来，晋文公采纳了元帅先轸之谋：让宋贿赂齐、

秦，托他们劝楚撤兵，并将曹、卫一部分土地送给宋国，楚

见盟国土地被宋占去，必定拒绝齐、秦的调解，这样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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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齐、秦与楚的矛盾，打消其观望态度，站在晋国一边，同

时也可断绝宋国降楚的念头。后来，如晋所料，果然出现了

晋、齐、秦、宋联合对楚的局面。

楚成王深知楚军战线过长，后方空虚，加之现在双方力

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决定撤兵，自率部分楚军退至申

（今河南南阳北），以防秦军袭其后方。但统帅子玉刚愎自

用，不听成王知难而退的告诫，坚决不撤宋围。成王亦存侥

幸取胜心理，又给子玉补充了少量兵力。子玉为寻找借口与

晋决战，提出晋要曹、卫复国才解宋围的要求。晋文公不好

公开拒绝，遂将计就计，私下答应曹、卫复国，但必须以与

楚断交为条件，同时扣留楚国使者，以激怒子玉北上决战。

果然，子玉忿而北上，弃宋直扑曹都陶丘 （今山东定陶东

北）的晋军驻地。晋文公下令全军 “退避三舍” （一舍３０

里），以答谢自己过去流亡楚国时受到的礼遇和当时许下的

诺言。这样既可以避开楚军锋芒，又可靠拢齐、秦军队，便

于声援。子玉以为晋军畏惧，率军追至城濮。两军对垒，晋

军分上、中、下三军部署：上军在右，下军在左，中军居

中，先轸及晋文公坐镇中军指挥。楚联军亦按左、中、右三

军配置：陈、蔡军编为右军，实力较弱；一部楚军编为左

军，战斗力较强；中军为楚军精锐，由子玉指挥。二十一年

四月初二，决战开始。晋下军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

楚右军发起猛攻，陈、蔡军一触即溃，全军瓦解。这时，晋

上军竖起两面大旗，并在阵后扬起尘土，佯装后退。子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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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虚实，下令左军追击。待其突出之时，晋元帅先轸指挥中

军向其暴露翼侧攻击，断其退路，晋上军亦回头夹击。楚左

军大部被歼。子玉见两翼均败，大势已去，急忙下令收兵，

退回楚地。城濮一战终以晋胜楚败而告终。战后，晋文公被

周襄王策命为侯伯，一跃成为中原霸主。

战国七雄兼并战争

由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进入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 （公元

前４７５至前２２１年）是战争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春秋

末年呈现晋、楚、齐、越对峙局面，各国正由奴隶制向封建

制转变，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兼并斗争空前激烈。晋在变革

中解体，最后形成 “三家分晋”，魏、赵、韩变成三个独立

的封建政权。齐国被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氏所代。处于边远

地区的楚、秦、燕最终也转化为封建政权。越国因发展缓

慢，被楚所灭。在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弱小的诸侯

国。魏、赵、韩、齐、楚、秦、燕所处条件较好，加之不断

改革，都具雄厚实力，史称 “战国七雄”。这七个强国为争

夺人口、土地，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

前、后两个时期，五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大国之间为控制、

兼并小国或攻取战略要地而发生的战争，大国之间的兼并战

争还未全面展开。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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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称雄阶段。魏、赵、韩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据山西

西南部富饶、险要地区，又经改革，迅速强大起来，文侯、

武侯两代联合韩、赵两国四面扩张：向西夺取了秦的河西地

（今陕西北洛河南段与黄河之间地区）；向北越过赵国边境灭

了中山国；向东攻齐，进入齐的长城；向南攻取楚地直至方

城以北。魏国一时声威显赫，称雄中原。

魏、齐争雄阶段。韩、赵助魏称雄后，没有得到好处，

遂自求发展，致使联盟关系破裂，打了起来。这时，魏国东

面的齐国，西边的秦国，逐渐崛起。齐桓公为摆脱魏的控

制，征服了泗水上游附近的诸侯国，与魏争雄。秦国为夺回

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两次大败魏军，震动中原。魏惠王

时，为了打破齐、秦东西夹攻的态势，又拉拢韩、赵，使三

国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不久，赵国又与齐、宋、燕联合抗

魏。齐威王利用赵、魏矛盾，图霸中原。周显王十五年 （公

元前３５４年），为争夺卫国，魏发兵攻赵。赵向齐求救。齐

军在田忌、孙膑率领下在桂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 “围

魏救赵”的战法。齐、秦也趁机抢占魏地。魏惠王因为韩国

抵制其会盟，又于周显王二十七年发兵攻韩。韩国向齐国求

救。齐军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之计诱敌，设伏全歼魏军１０

万之众。齐国从此称霸中原。在齐、魏相争的同时，秦国重

用商鞅改革，国势日盛，不断向东扩展，两次大败魏军，迫

使魏又想附齐抗秦。周显王三十五年以后，兼并战争更为复

杂、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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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的战争较之春秋时期，规模更加扩大，一次投

入的兵力多达一二十万。步兵为主的野战已成为作战的主要

方式。军队机动性增强，围魏救赵战法的出现说明了指挥艺

术的提高。战国后期战争，以大国兼并为特征，主要是针对

和围绕着齐、秦 “合纵”（弱国联合抵抗强国）“连横”（跟

随强国进攻弱国）进行的，最后秦国独强，终成一统。后期

战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齐、秦对峙阶段。秦国采纳商鞅的建议，攻占魏国的河

山以求巩固，再向东制服各诸侯国。连续派兵伐魏，攻城掠

地，控制了函谷及黄河天险，占据了东出中原的有利地势。

齐深怕秦、魏连横，遂支持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

秦，由于心不齐，只有魏、赵、韩三国出了兵，结果被秦军

打败。于是齐、秦各谋扩大地盘。秦派兵攻占了 “天府之

国”及义渠２５城，巩固了西北地区。齐乘燕内乱，一度灭

了燕国。至此，形成秦、韩、魏及齐、楚两大对立集团。秦

使诈离间了齐、楚关系，两次打败楚军，夺得汉中地，使秦

的关中地区与巴蜀连成了一片。随后秦国又背盟转兵攻占了

韩、魏许多城镇，逼使韩、魏投入了齐的怀抱。齐、韩、魏

三国联合攻楚，迫楚服齐。接着又联合攻秦，经三年苦战，

终破函谷关，迫秦求和，归还了以前攻占的韩、魏部分土

地。联军又乘胜攻燕，全歼燕军１０万之众。周赧王二十一

年 （公元前２９０年），秦将白起率军攻韩，在伊阙之战中全

歼韩魏联军２４万，迫魏献河东地４００里，韩献武遂地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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