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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若;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始烂辉煌。它坦诚信天，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百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

文而囊，博再精，大雨弥德，久而弥菇，昂然挺立于世界各R.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位，匆论东西，不分大小，巷有它当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

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 o 准乎此，任何一千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盾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员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言身文化的一切佳

点，来保证吉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嚣，为速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吉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发襄中，灌确地找到吉己持地位。呈现在读者E前的这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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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 1í1为此高向新世纪的中国和

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队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坷，分为八

大门类，"每事以类招从，举其始终"，务求散到"语备而理

尽，倒明商事中，举而挂之，如若靖掌气《通典》的这一编摹

方法，为我们所彗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

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或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生与礼仪

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吴俗典、中外文化

交流典。每"典"十"志丹。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lK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接内容

排到。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自"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 o "川，，-志忐者，宪章之所系。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篡者不佳捷以词采为文、考据为

学，百应在导也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

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0 (章学诫《文

史通义·申郑)) )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西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括为"类"与"逼"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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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

十志，各为大;丁类下的一个方 W; 每志中的"编''''章""节"

"目"，齐或各成其类。如此故事立类，基层分疏，或以求其纲

目分畴，论述精绍，也便于得口商入，由道以行，悻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翻得珠，自在悠潜。

u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柜从时，复举

其始终，察其海流，明其吕草，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

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

它内在本质，摸索蛋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清事，无论其为物贯形态的，制度形

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强立存在。物贯的往往决定观

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贯的;再介乎二者之爵的制度，国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艳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棋。其自部的诸次形态之 l奇，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使整子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由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司种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稳。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照梳易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W êl 0 此之谓"汇通"。

u通"者会逞。"会野字，旦在义为器血的盖子，引申为密合;

现在月号说的"钵会飞"领会"、"会心丹、"心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族心灵柜体认，与中华文化精持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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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

事，知我罪我，恭候子海内井大方之家。

《中华文生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两次在广泛范 E 内进行了论证。 1992 年组成编篡委员

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拒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

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1993 年 1 月和 1994 年 2 月，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

例，如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

就全书前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

作等坷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辑患

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 E 营

工件。上海人民出鼠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经织了高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费百卷本《中华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百筑奉献于世人E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提给捏匡精神文

明建没大业增添些先彩，更期待着渎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

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中医军事学从上古至 1949 年|奇先后经历了古代军事学的形或

和发展、古代军事学向近代军事学的转变、毛泽东军事患想的形成和

发展这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由现了古代军事学和毛泽东军事患想药

水军事理论体系，在世界军事学史上具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

影响。本书即以此为对象，系统论述中盟军事学发黑的基本线索，介

绍历代军事主论家和军事著作的概花，并分;丁别类地从战争理、国防

思想、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战术等九个方E 阐述其理论内容和发展轨

迹，使读者能对这一领域的有关知识有较为清晰详尽的了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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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军事学，在中国古代京称兵学。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反映了中盟员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们对战争、军队等一系

列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

的理论升华，并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

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百逐渐深化，反过来又对各时期的军事实践起着

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社会物贵和精神文睫的进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

国军事学形成旱，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程

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其思想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其后历代都有丰富

和发展。它所提倡的重道慎战、文兵必胜的战争现，富国强兵的居防

患想，知彼知己、示影动敌、兵贵神速、灵活fÌZ变的战争指导思想.12À

治为在、上下同欲、恩威并施、气艺并重的治军患想，取渭于国、自粮

于敌的后勤思想，窝兵于吴的兵往思想等，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现代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军

事思想精华，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大大能进了一

步，创立了军事辩证法、人民战争理论和人民军队理论，总结了一系

列入黑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充分揭示了军事领域里的一般规

律，特到是中菌革命战争租国防斗争的特殊规律，在世界军事思握史

上也具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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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军事学的产生及发展

中匿军事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大体经历了古代军事学初步

形成、丰富发展、系统完善，西方军事学的传入与古代军事学的改造，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或与发展这样J1个大的除段。

一、上古至秦汉: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初步形成

一般认为，文晓史意义上的战争，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f旦作为

人类玲战争和军队基本问题理性认识的军事学，却不是随着战争的

问世而同步产生的。在战争产生后的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

们的军事思维仍普遍处于蒙昧状态，大量愚昧落后的非理性意识，统

治善人妇的头蹈。战争的胜败，勇士的生死，都被视作出其冥之中的

"天意"、"神旨"既决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国家的兴起，军

队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战争规模吕渐扩大，金属兵器被普

遍采用，军队结构日趋复杂，同时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思维能

力的进步，使人们对战争和军事基本闰题的认识达到理性阶段。军事

学黯由此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国早在黄帝与炎帝作战时，已经在有意

识地穆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罩，度西方，最后三战丽得其志。

而且"自古王者市有可马法，穰宣能申暗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

公、弹、吴、王子能结而晓之"(((史记·太史公自序悦。将军事谋略思

程，甚至指挥用兵作战的"司马之法"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恐咱过于

武勤。但华夏先民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在商题时期自惑性向理性模

括的层面升华，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商代甲骨文材料中，我吉]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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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许多商与诸方国!哥追击、袭扰、用间的事例。周灭离之战"天下三

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迁九鼎，楼周政，与天下更始，师

肖父谋居多气《史记·齐太公世家归。特男号是在周朝建立以后，设置

了处理日常军事行政事务的武官，"将有军就会同自役之戒则受法子

司马，以作其众膏、气《赔礼·县师))) ，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领之"

( ((周礼·司兵扮，对军旅之事的零星记载呈然已被较为系统的理论

阐述o~p司马之法〉所代替。

爵王朝采取的是"封建亲戒， lj鼻宗}哥"的政治统治方式，各诸{美

国之间，诸侯国与周天子之前保持着密切的宗族、姻亲关系，这就将

弥死我活的政治利害关系罩上一层温情掠妹的面纱。这一政治格局

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西周吉典礼乐文明，也不可避免地限制并提

曲了反映军事活动本质规律的军事学的正常发展，使其呈现出"动之

以仁义，行之lj礼让气《汉书·艺文志汩的鲜明特点。主人保存着大量

周朝司马法内容的今本《司马法》及《春软》诸传中，不难发现"征伐以

讨其不义"的战争宗旨"不如丧，不因凶飞"成列市鼓"、"逐奔不过百

步，统绥不过三舍"的军事行动原则，哀伤怜病，跟丽舍之的战争善后

措施。在西周至春秩前期，这些原则曾作为官方的军事学说普遍受到

中票诸侯之国的遵奉。齐瞿公时，管仲曾"作内政司寄军令"对军事

制度和军事训|练进行改革，但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周朝司马法和古

军礼，丽是运用其法，"变而为节能之兵，遂能九合诸侯，-@:天下"

〈刘寅:((司马法直解抖。春软中后期，西周礼乐文明渐成土崩瓦解之

势，要求抛弃迂腐古军礼，废除陈旧的司马法作战票割的呼声越来越

高。时人舅犯言"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坊。"(((韩非

子·难一>))子鱼也说产获尉取之，伺有子二毛。明鞋教战，求杀敌也。

捞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黯如勿伤。爱其二毛，那如跟焉。三

军主l~可用也。气《左传·嬉公二十二年到上述言论皆立足于功科学

说 ， X'Ì以仁礼思想为核JL.'的周朝司马法的权威性和可行性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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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在实战中，采取子扎不合的奇袭、设伏、截击以及连续追击等新式

战法的更是大有人在。至此，周辑司马法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诸

子论兵和兵学流报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春秩战国时期，一大挂原先社会地位较{旺的文士登上了政治舞

台。他们凭藉自己所掌握的文住知识，聚徒讲学，议论政治，带说诸

侯，著书立说，在当对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军事领域，诸子百家

也对战争性质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表明了各自的看法。法家拥护战争，

重握耕战，提倡以战争手段实现绕一;需家倡导义战，反对杀人盈域

盈野的兼并战争，认为"得道多弱，失道寡勘"(((孟子·公孙丑>> ) ;墨

家主张兼爱非攻，提倡严密城守，把战争区分为"诛气i牵无道〉与"攻"

(攻无罪)两类，认为前者是正义战争，后者是"兼恶天下之百姓"付墨

子·非攻下灿的非正义战争;道家认为兵凶战鱼"兵者为不祥之

器"，诅咒战争，但为了反对弱肉强食，也赞成哀兵必胜的道理;纵横

家对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主张用战争"并天下，凌万乘，边敌

匾，制海内，子元元"时战国策·秦一抖，并在战国时期的战争舞台

上，运用这一理论导演出一幕幕合纵连横的拉举。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盛兴发展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最重要

贡献的还是兵家学援。他盯在战争问题上，提出了重战慎战思想，看

到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穿用，以朴素的语言谈到战争是政治的继

续，但更重视建军治军、作战擂导等问题的阐述，在继承商周以来军

事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全薪的军事理论体系，其标志便是《孙

子兵法》的问世。@

《孙子兵法》是在挝判以往军事学传统，特别是周朝司马法的基

础上立论的。它驳斥了愚昧落后的远古时代所影成的占卡迷信思想，

①《孙子兵法》的作成时间，学术界意见不一致。本书认为，其主要思想当源于春秋

末年兵学家孙武，经孙沃后学多次整理、加工、修改而成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