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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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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军事建设

一

蒙古的军事力量威震欧亚，当时人们提起蒙古军队，皆有

谈虎色变之感。蒙古军队如此具有威力，这与他们的军事制

度及蒙古人能征善战是分不开的。

忽必烈建国以后，为了保持强大的国力，特别注意军事建

设，他吸取了以前的军事经验，改革了成吉思汗以来的军政合

一的制度，实行军民分治，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终于确立了

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军事制度。

忽必烈所确立的军事制度，主要分为宿卫军和镇戍军两

大系统。

宿卫军系统，平时的主要职责是守卫京师，战时出征。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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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烈所建立的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两部分构成。

怯薛军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期由称为那可儿（伙

伴之意）的亲兵组成的侍卫部队，当时确立编制为１００００人，

包括１０００名宿卫、１０００名箭筒士和８０００名散班。其成员都

是从蒙古各千户征召的精锐之士和贵族子弟，主要职责是护

卫大汗、宫廷服役和参预军政事务的管理。他们平时分四班

轮流护卫大汗营帐，战时随大汗出征，作为军队的中坚力量，

专打硬仗，从而保证了大汗手中掌握一支可以左右战局的强

大武装。

忽必烈即位以后，保留了成吉思汗以来的怯薛建制，但其

原来掌管的军政领导事务，都移交给了新设的中书省和枢密

院等机构，怯薛军仅仅成了负责保障皇帝安全、掌管宫城和皇

室大帐防卫以及护驾出征、宫廷服役等。忽必烈时期，怯薛军

常额保持在１００００人以上，最多时达到１５０００人。随着政权

的日益巩固，大汗出征的次数越来越少，怯薛军的主要职责就

成了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了。但他们凭借皇帝近侍的身

份，也常常干预政治，并获得优先选拔为高级军政官员的特

权。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忽必烈规定，怯薛军由皇帝或亲信

大臣直接节制，他人不得干预。

除怯薛军之外，忽必烈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建立了一

支“武卫军”，人数约３００００余人，四年后改称为“侍卫亲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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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左、右两翼。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又改编为右、左、中三

卫。卫设都指挥使为最高长官，卫下的建制分千户、百户和十

户（牌）。这种侍卫亲军制度是忽必烈采用汉法而后实行的一

种混合兵制。其中“卫”的名称来自唐制，卫的长官“都指挥

使”的名称来自宋制，而卫下的建制则又出于蒙古旧制。侍卫

亲军的主要职责是守卫京师。其士兵最初主要来自中原汉军

万户属下的军队，后来，蒙古和色目人不断加进来，成分越来

越复杂。随着民族成分的增加，忽必烈又将侍卫亲军按民族

分编为汉人卫军、色目卫军和蒙古卫军几个部分，又将其内部

分工逐步固定下来，即由汉人卫军负责扈从皇帝行幸上都、屯

田、工役造作等工作；由色目卫军和蒙古卫军负责出征作战和

保证全国的安全和稳定，并监督以汉军为主的地方镇戍部队。

侍卫亲军归中央枢密院直接统领，军队数额保持在２０万左

右，逐渐取代了原来怯薛军的军事地位，成为元朝军队的

主力。

忽必烈所确立的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的军队，主要

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四种。

早期蒙古军主要是由草原各部落蒙古人所组成的军队，

后来，成吉思汗把对外战争中招降和掳掠来的哈剌鲁、畏兀

儿、唐兀、阿速、钦察、康里、回回、阿儿浑等族壮丁也编入蒙古

军籍。忽必烈建国以后，沿袭这一制度，统称他们为蒙古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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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是元代的主要军队。

探马赤军，最初是木华黎侵略中原时，从兀鲁兀、忙兀、札

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个蒙古部落中挑选一部分士兵组

成的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探马”就是

“先锋”的意思。探马赤军原来是蒙古军的一部分，后来，民族

成分不断扩大，也吸收色目人、女真人和北方汉人等，甚至出

现了纯粹由畏兀儿人组成的探马赤军。

汉军是以金朝降军、北方汉族地主武装、早期宋朝降军和

早期蒙古在中原地区征发的士兵为基础，经过改编而成的军

队。忽必烈很注意对汉军的整顿和编制，逐步训练成为一支

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新附军主要是收编南宋降军所组成的军队，有生券军、熟

券军、手号军、题目军和通事军等名号，在蒙古各军之中，不太

受重视。

如同四等人制划分一样，忽必烈特别重视蒙古军和探马

赤军。他规定，在京师附近的腹里地区，主要由蒙古军戍守，

华北、陕西、四川、河南、山东等地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相

参戍守，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

淮地区。忽必烈对新附军不太信任，曾将其中部分编入其他

军队，由蒙古、色目人或汉人将领统领，将其一部分安排在边

陲之地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等工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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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忽必烈还建设一些带有乡兵性质的军队，如东北的

高丽军、女真军、契丹军、幺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等。

这些军队多由当地少数民族壮丁组成，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遇

到特殊情况也被调发出征或镇戍其他地区。

忽必烈的军队建制仍然采用蒙古传统的十进制，分为十

户、百户、千户和万户，分设长官为牌头、百户、千户、万户和都

万户，在非蒙古军的万户和千户部队里，还设有达鲁花赤进行

监督。

忽必烈规定，各地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由设在山东、河南、

四川、陕西的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中

央的枢密院。其余镇戍军队，隶属于各地方行省，由行省平章

管军事。但遇有战事，则由行枢密院统领，调遣、更防等重要

军务，受枢密院节制。

忽必烈赋予枢密院掌管怯薛军以外的全部军权，既统领

中央的侍卫亲军，直辖地方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又监督各

行省管军的长官。枢密院的长官不仅有调兵权，而且直接管

领军队，任用军官，比宋金枢密院长官的权力大了不少。忽必

烈时期规定，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枢密院的主要长官必须

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地方上，各行省兼管军事的平章也由

蒙古和色目人担任。全国兵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的蒙

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数量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汉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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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人不得染指。这就将从上到下的军权统一到蒙古和色目

人手中，最后听从皇帝的指挥。

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忽必烈除了加强军队的军事训

练以外，还加强了对各级军官的管理，定期进行考核，考核的

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治军有法，镇守无虞，铠仗精完，差役

平均，军无逃窜。严格禁止军官役使和不恤士卒。

由于忽必烈利用和笼络了汉人、南人中的军事人才，使当

时的兵源得到了保证。各级主要军事长官均由蒙古和色目人

担任。使蒙古和色目人上层紧紧地控制了军权；又加强了军

队训练和军官的管理，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了对地方的

控制，保证了全国的稳定。可以说，忽必烈的军事部署，比起

他的前人来，高出一筹。

二

忽必烈时期的军兵种主要有骑兵、步兵、炮手军和水军。

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多以骑兵为主。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

民族，自幼学习骑马射箭，在马鞍上长大，因此，也被称为“马

背民族”。这种优越条件，促使蒙古军成为当时最为精锐的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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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队伍。探马赤军主要由蒙古人构成，其他各族也主要是游

牧民族，因而容易组成骑兵队伍，蒙古骑兵行军作战主要使用

轻便的环刀、大斧和长短枪等武器，行军作战都比较灵巧方

便。通常每个骑兵有一匹或多匹从马，以便长途行军时轮换

乘骑，且很少携带笨重辎重物品，因此，作战的冲击力和长途

奔袭的快速机动能力都要大大超过其他军队。

汉军和新附军主要是步兵，基本上继承了金宋战法，士兵

配有刀、枪、箭、戟等武器，在地形险阻的阵地战和城塞攻防战

中发挥重要作用。

炮手军是蒙古在多年征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兵种。

元太祖成吉思汗九年（１２１４年），大将唵木海曾受命担任随路

炮手达鲁花赤，挑选５００余人，组成第一支炮队，主要靠缴获

金宋大炮的使用。忽必烈看到了炮石在战争中的威力，很想

发展炮手军。他即位以后，听说回回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

等人能够制造回回炮，立即召至京师大都，让他们领导工匠成

批造炮，并于午门前试放，获得成功。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

军久攻襄樊不下，忽必烈遂将亦思马因等炮匠连同大炮一起

送往襄樊前线使用。亦思马因“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

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终于攻克了

襄樊。

亦思马因送往襄樊前线的大炮，实际上是一种巨型抛石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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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还不是火药炮。蒙古军队在灭金时曾领略了金人铁火炮

“震天雷”的威力，忽必烈下决心要造成自己的火炮，不久也获

得了成功。据史书记载，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和十八年

（１２８１年），忽必烈两次东攻日本，就使用了火炮。有坂诏藏

《兵器考·火炮篇》记载，元军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时，使用的

“飞铁炮火光闪闪，声震如雷，使人肝胆俱裂，眼昏耳聋，茫然

不知所措”。《太平记》中也有元军使用铁火炮同日军作战的

描写，书中说道，球形铁炮抛出之后，“一次可发射两三千弹

丸，日本兵被烧被害者多人。”当时，日本有一位名叫竹奇季长

的画家，把自己亲自经历的情景画了下来。其中一幅画面上，

左边是元兵，右边是日本兵，中间地下有一只铁火炮，呈炸裂

状，下半完整上半已破裂。足见忽必烈时期火炮也有了重大

发展。

忽必烈为了扩充炮手军，大规模征调炮匠，组织开矿冶

炼，制造兵器，设置炮手总管府、回回炮手都元帅府等机构，专

门掌管炮兵，炮手军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忽必烈对水军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蒙古军仅有

骑兵，善于陆地作战，水战则束手无策。蒙古灭金以后，发动

了攻宋战争，宋地江河颇多，经常水战，蒙古统治者开始意识

到建立水军的重要性。元太祖十年（１２３８年），蒙古军将领解

诚在对宋作战中夺得战船千艘，被任为水军万户兼都水监使，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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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第一支蒙古水军。那时的蒙古水军，主要靠缴获宋朝

战船作战，水中作战技术及灵巧机动等方面远远不够。

忽必烈即位以后，为弥补自己的不足，把大规模建设水军

当成攻宋的首要任务来抓。他任命张荣为水军万户，打造战

船，积极进行水军建设。又采纳刘整等人的建议，大规模训练

水军，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战船千艘、士兵万人的水上武装。到

了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军集结在襄樊前线的水军已达１６

万人，战舰已达万艘，形势十分可观。到了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

年），宋元崖山海战时，元军以其巨大的冲击力和机动灵活的

水上战法，大败宋军，说明这时元朝的水军已经不比宋朝差

了。忽必烈又曾出兵攻打日本、安南等国，都出动了大量战

舰，显示了元朝水军的威力。由于忽必烈重视水军建设，使元

朝的军兵种及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原来仅善于陆地作

战的蒙古军，发展为要陆战则陆战，要水战则水战，水战陆战

皆宜的强大武装，在中国古代军事建设史占有重要地位。

忽必烈时期兵源充足，战斗力强，与他所实行的兵役制度

是分不开的。

忽必烈在蒙古地区仍然实行全民皆兵制度，蒙古族人不

分贵贱长幼，“上马则屯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遇有战

事，“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为军”。十五岁

以下少年皆编入“渐丁军”（逐渐成长为丁的军队），体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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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接受军事训练。由于忽必烈时期兵源充足，实际上仅为

二丁签一。

在其他各族中，主要实行军户制，军人单列户籍，父亲退

役儿子继承，世代为兵。征兵时主要以民户的财产和劳动力

状况为依据，一般多选取中户为签军对象。每户单独出一人

应役者，称独军户。而那些无丁或无力服兵役的军户，则要二

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兵员一名，出兵户为正军户，其他为贴军

户，贴军户要资助应征者鞍马、器杖、盘费等。如果应役者在

戍所病死，一百天以后，该军户要派次丁替补；如果应役者战

死沙场，一年以后，该军户派丁替补；如果军户贫困潦倒，或者

年迈无子，经核实以后削落军籍，但要以别家民户替补。军户

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

忽必烈时期的军户都通过奥鲁进行管理。奥鲁，汉译为

“老小营”，指征戍军人的家属所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沿袭以

前制度，由奥鲁官管理军户。奥鲁官的职责，一是从军户中征

发丁男充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子弟承替军役，

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签发的当役军人置备

鞍马、器械、盘费等，以保障后勤供应。三是赡养征戍地军人

老小，处理军户间的民事纠纷等。各路奥鲁官府自成系统，不

受地方路、府、州、县管辖，仅受枢密院节制。后因奥鲁官贪污

受贿，舍富取贫，剥削贫苦的军户，不利于中央集权，忽必烈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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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改由地方路、府、州、县长官兼领诸军奥鲁，管理军户。但

蒙古军和色目军奥鲁还保持单独系统。

三

忽必烈出生于草原游牧家族，生长于鞍马之间，自幼习马

练箭，同一般的蒙古人一样，有一身骑马射箭的好本领。但他

又与一般的蒙古人不同，不但自己能够骑马射箭，更重要的则

是能够指挥他人骑马射箭。在忽必烈的一生中，由他亲自指

挥的战役并不多，主要有长途跋涉的云南之役、奇兵进围鄂州

之役和亲征阿里不哥、亲征乃颜之役，这几次战役，忽必烈都

没有打败仗，可以看出忽必烈的战略战术指挥思想。忽必烈

的军事才能，更多的不是表现在战术上，而是在战略上，他不

仅善于指挥士兵，而且善于指挥大将，具有统筹全局、高屋建

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思想。

在多年的征战中和汉族儒士的帮助下，忽必烈逐步悟出

了“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的道理，开始改变以前一味打打杀

杀的做法，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他在平大理的过程中，令

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禁止滥杀。发动灭宋战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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