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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

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的强大，

而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综合国力强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军事力

量一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要维护国家战略通道的安全 ,

如领海、领空的安全、通畅，保证国家战略物资的需求通道不被外部势力阻断。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战争来达到政治目的。从历史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

往往伴随着战争，如 19世纪时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都是通过战争打败竞争对

手，然后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还是通过军事武器装备来衡量。武器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刚刚学会使用石块和木棒的时期。在那个时候，人类为了自

身的生存，手中的猎食工具很可能在某些场合变成了同类相残的武器。但是，武

器及武器技术迅猛发展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那些原本为研究武器而获得的

大量科技成果，正在一天天为我们的文明社会服务。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巨人们，

却极力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如今，核能的和平利用为人类带来了莫大的福音。

每一件军事武器都是人类凭借智慧，运用科技所创造出来的，它是科技之美

的化身，体现着现代前沿科技的魅力；它是力量之美的化身，人们凭借自己之力

创造出了具有无比强大威力的器具；它是韬略之美的化身，凝聚着人类博大精深

的智慧与知识。

为了让青少年朋友更透彻地了解武器的秘密和各国尖端武器知识，我们特编

写了这套图书。本套图书从兵器爱好者入门知识、各种枪支、火炮、导弹、军用飞机、

舰艇以及军用雷达等各方面入手，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世界精典武器知识。

书中配有精美的图片，讲述武器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对于青少年朋友和武器爱

好者来说，这是一套值得收藏的图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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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了解世界兵器的窗口，一个圆你军事梦想的地方。本套图书旁征博引，

分门别类地展示了世界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兵器风貌，是一套提供给青少年兵器知

识爱好者的军事科普图书，旨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全面了解世界军事武器发

展情况的平台。希望本套图书能伴随广大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树立大志，报效

祖国。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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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 Zhan Li  Cheng

第一章  重装集结——装甲车
    的发展历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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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节

历史回眸——战车
的发展

从古代战车到现代坦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岁月悠悠，车轮滚滚，历史的巨轮不断前进……从

古代战车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当代坦克装甲车的风貌。

一、古代战车

车子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的

祖先早在 5000 年前就发明了车子，车子的出现，使人类第一

次克服了人力和距离上的障碍。有了车子，人类可以运送用肩

背人扛不能运送的物品；有了车子，人类可以将物品运送到远方；

有了马拉车子，人类第一次获得了超过人体力的机动性。

● 古代战车（摄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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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 3500 年，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今伊拉克境内）的古巴比

伦人就使用了由牛拉的车子。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已经在战争中使用了由驴拉

的 4 轮车或 2 轮车。这种车子的车

轮很小，又是实心车轮，行驶速度

很慢。

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在古埃

及出现了马拉战车。这种马拉战车

的车轮为辐条式，比实心车轮轻便

得多，再加上是用马拉，使得它的

机动性大大提高，迎来了古代战车

称雄战场的黄金时代。这可以从

现存的古埃及壁画和浮雕中得到 

印证。

古代战车已具有现代战车的雏形。手持弓箭、身着铠甲的武士乘坐在马拉战

车上，取得了比对手更强大的打击力、更灵活的机动性和一定的防护力。

在中国，华夏的始祖黄帝最先使用了车子，距今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黄帝，

又名轩辕氏，和车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夏代之初，黄帝的后代奚仲成为夏代的“车

正”（管理车辆的官员）。他对原始的车子进行了改造，使车子的性能显著提高，

更加轻便，跑得更快。后人认为他是车的鼻祖。

夏代的战车还没有出土文物和文献可资佐证。而商代战车则有出土文物可作

证实。1972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河南安阳发掘出一处完整的车马坑，

战马的遗骸和车子的轮廓清晰可见，为

我们研究古代战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见证。

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创造的象形字

中，许多有关战争的字都和“车”有关。

如“军”字，在《说文·车部》中解释

为“军，兵车也”。在《玉篇》和《广韵》中，

则有“阵，旅也”，“阵，列也”之称。
● 商代战车结构图

● 古埃及的马拉战车



重
装
集
结—

—

装
甲
车
的
发
展
历
程

步
兵
之
翅—

—

装
甲
车

步兵之翅——装甲车

4

把战车按一定意图排列起来，叫军阵，足见古代战车和古代战

争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就有许多关于

车战的论述。“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形象地描述了车轮滚滚、

战马嘶鸣、尘土飞扬的壮观的战争场面。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车战，即牧野之战。当

时正值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杀老臣比干，宠爱妃妲己，制炮

烙施酷刑，建鹿台以淫乐，朝歌（商朝国都）内外怨声载道，

商朝统治岌岌可危。周武王姬发在吕望（姜子牙）的辅佐下，

趁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之际，亲率战车 300 乘，虎贲

3000 人，甲士 4.5 万人，直向朝歌进发。周军和商军交战于牧

野（今河南省境内）。周军的战车机动性强，势不可挡，再加

上商军中的奴隶纷纷倒戈，商军迅速溃败。

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商朝灭亡。

到了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拥有战车 4000 乘

以上。柏举之战中，吴军和楚、秦军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在

2000 辆以上，足见车战规模之大。

将车辆用于战争，是战争史上的一大进步，是社会发展进

● 春秋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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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必然结果，在战争史上竖起一座高大的里程碑。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有由兴到衰的发展历程一样，随着弓箭射程的增

大，机动作战速度的提高，“人高马大”的古代战车显得极不适应，作战时

成为主要的袭击对象。曾经驰骋疆场、如排山倒海之势的战车，遭到了越来

越大的威胁；而适应性强、在各种地形上都能机动的步兵和骑兵则取而代之，

它们主宰冷兵器时代的战场达

几千年之久。成吉思汗的骑兵，

剽悍的沙俄哥萨克骑兵，在广

袤的欧亚大陆留下了他们的足

迹……直到近代，步枪、机枪、

火炮、坦克的出现，才使骑兵

逐步退出了战争舞台。

从公元5世纪到19世纪初，

是西方的中世纪和产业革命时

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到清代

中叶。在这 1400 多年的漫长岁

月里，古代战车已经退出历史舞

台，而近代战车还没有问世。战

车和车战，处于一个“休眠时期”。

其间，仍不乏将各种战车用于战

场的实例，也不乏构思奇特的战

车方案。除中国古代使用的楼车、

攻城车外，欧洲的一些发明家所

设想的战车也很有特色。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达·芬奇于 1484 年构思的战车像个大草帽。而 1588 年意

大利人拉·梅里所画的水陆两用战车，可算是两栖车辆的最初设想。1855 年，

英国人 J. 科恩所设计的战车，则像一个大头盔，具有全面的装甲防护，以蒸汽

机为动力。

这些设想的战车，最终均未能用于实战。但它们对近代战车的出现，起到推

动和启迪作用，预示着近代战车战场称王时代的来临已为期不远。

● 古代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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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轮式装甲车的出现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战争早已进入

热兵器时代。枪炮技术的发展，对交战双方武器的火力、机动、

防护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枪炮的远距离杀伤作用，要求部

队在战场上的机动速度大大提高，于是，一批机动作战车辆应

运而生。

在坦克诞生之前，有一段轮式战斗车辆盛行时期。最先出

现的是机动火力车，随后才出现了轮式装甲车。这些车辆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活跃在欧洲战场上，其间经历了 20

多年。

19 世纪末，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几种将机枪装在机动车辆

上的机动火力车。它是在小型轮式车辆上装上机枪而成，有的

还有简单的防护。尽管十分简陋，但它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

将火力、机动、防护集于一身的初步尝试。

最早出现的机动火力车是美国人 R.P. 戴维德松于 1889 年

发明的。这是一种 4 轮机动车辆，4 名乘员背靠背坐在车上，

但只在前部装一挺机枪，并有简单的护板起防护的作用。

1898 年，英国人 F.R. 西姆斯发明的机动巡逻车只有一名

机枪手，装一挺马克西姆机枪，由一台小型戴姆勒发动机驱动。

机枪手的前方有一块防盾，起简单的防护作用。从侧面看，这

种机动巡逻车很像自行车，甚至连辐条的数目也和当今的自行

车接近。其自重肯定要比美国人的机动火力车轻得多。

这两种机动火力车是否用于实战，尚不清楚。但是，在

摩托车上装上机枪的机动火力车，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

泛应用。

20 世纪初，一些国家研制成功了轮式装甲车，有的已经用

于实战。

轮式装甲车是汽车、内燃机、装甲、枪炮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轮式装甲车与机动火力车相比，在火力、机动、防护上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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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足的进步。从下面几种典型的早

期轮式装甲车就可窥见一斑。

（1）英国西姆斯装甲车。

它是世界上第一种车体全面覆

盖钢板装甲的重型装甲车，是英国

人西姆斯于 1902 年研制成功的，

由英国维克斯公司制造。它看上去

像一只带轮子的船只，称为“战斗机动车”。这种装甲车装 1 台 11.7 千瓦的戴姆

勒汽油机，前后各装 1挺机枪，车速可达 14千米 / 小时。

这种装甲车前后都可以发射火力，具有全面的装甲防护，但它形体较大，横

向稳定性差，观察不便，行动部分采用链传动，可靠性差，因而最终未被采用。

（2）意大利比安奇装甲车。

1913 年意大利的都灵兵工厂利用菲亚特卡车底盘制成比安奇装甲车，全车质

量 3.1 吨，乘员 3~4 人，装 1~2 挺机枪，1 挺装在

机枪塔内，有的车还在车后装 1 挺机枪。发动机

功率为 22 千瓦。这种装甲车的生产数量相

对较大。在此之前研制的菲亚特装甲

车于 1912 年用于意土战争，这

是装甲战车首次用于战争。

意大利的“兰西”1ZM 轮

式装甲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应用也很广泛，其战斗总质量为

4.2 吨，有 6 名乘员，装 2 挺 8

毫米机枪，发动机功率为 51.4 千

瓦，公路行驶速度可达 67千米 / 小时，它是一种机动性相当好的轮式装甲车。

这些轮式装甲车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越野行驶性能较差，面对

纵横交错的堑壕，显得无能为力。然而，轮式装甲车的发展，对于坦克的问世起

到了直接而巨大的推动作用，吹响了坦克诞生的前奏曲。这些轮式装甲车现已成

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 意大利比安奇装甲车

● 英国西姆斯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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