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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也久屑史和晶烂文明的伟大国罩。 历代

统治者为了典现对辽阔地域和众多 民企的统抽和管理，不断

地完善和强化国 革视，器和喜事制度，却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丰富多串的典章制度， 成为我国E史丈10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需要我们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现点和方法为指导，

认真加剧研克和且结.

由于军队是国革蛐 H存在的重要支柱，军事制度在各项

国草制度中占有极重要曲地位。建圄 <0 $'年来，史学界对军

制史的研先作了大量的工悻，但相对同吉，但落后于对其它

制度史的研究.持勇、!II'悼非同 志辅著的这部 《 筒明中 国军

制史 ) .是这方面涌现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读书作者是来

自不同地 ß. 不同岗位，对中国军制史既有浓厚丹趣、又有

专n研究由中青年学者，他们分别承担了自 己所擅长部分曲

辑写任.. 4手持所长，集思广益，使这部著作具有明显特

τ 点，值再一旗。

军事制度内在甚广，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领导体

制，军队崎组织、指挥、词练体制，关仕制度，给#、理禄制

度，早挂军纪军规制度等方面. 古书作者带虑到学司和研究

军事制度史，需要有Jk挠地挥λ，首先应对每个历史时期羁



王朝的基本军制 情且有一 个全面、准确的了解，然后 才能使

军制史的研先向组深 :it展，揭幸其左展变化的客观规悻，实

事求是地总结店 史的经验教训。 屑以 该 书 紧紧图强店代军事

制度最主要址基本的方面展开论述.作者在吸收学本界已在

且果的基础上 ， 酷进了 自 己研究的，心 f芋 ， 推陈出新，发明新

且，为读者奉献了 一部 内在辑为全面 磊挠、缸事详唔得直、

司是述准确 、 深入在 出.筒明扼要、恒于读者学习和查桂 的好

书 。

该书对从夏代国革产生起直至近代的军事制度 :it展变化

的历程，作了系在而且精练的阐述.对中国历史土重要王萌

的军事 制度用桂大篇幅加剧也述，对春社战田、三国雨晋南

北朝、五代等大分裂时期的军事制庄则抓住主或加 剧概述，

对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诸如江、金、西夏的军事

制度也蜡于适当 的地位.对中国历史土主展水平最高的单纯

的 在民政权 大乎天国的军事制皮也列专幸加剧叙述。 在

军事制度所包括的诸费问题中， i支书特别亮 出了军队辑匍悼

'剧、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的辑制和兵桂制度等最基本最重要

的内在.

该书作者既在意iÁ若现方面展现同一社会制度下军事班

御体制 曲共性和特 点，又十分重视对不同政扭且可真 麓的内事

4>异的军事统御体制作具体的lJí史的分析，串连其在自 的 内

草和特点 ， 明 示其演变的税迹和原 因a 我国在统章制 时代 ，基

本上实行中臭政府和诸侯封国分掌军权的制度。在封建社会

中，随着专制主义中夹盘桓制度的不断强化，皇帝对旱扭曲

控制更趋加强.贯主控制军权.持官辑领军队，二者是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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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而又暗埠主串.厨代君主为了牢固地掌握军权，随电

所欲地驾!11特士，常常自在费苦心地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大做

文章.他们不睛认识和且结持帅专扭、军权下替、将悻3号骄

导致组乱夺权、分裂割据、军闻理战的经验撞训，逐南*成

了军事行政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分化事扭，王相牵制制

约，削弱和分散将防权力、兵将分商，重丈E 轻武将、时丈

!11武，壮大中央荣军、剧屑地方军队等-.H~制度和方略，

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军队辑御体制 。

中国历史上曾多止出现平同政扭、不同民革的军事制度

互相事响、互相盟性、在融合中发展的现卑，形成了多种各

具特色的兵仕制度。证书对在种兵使制度的形JII.、费吏、特

点、作用等，用桂;1;电墨于阻阐述。概括吉之，历史上的兵

桂制度主要有时下几盘(一〉具有全民皆兵驻盾的部直是共

制。夏、商、周族建国之前，许多少教民族文P匈奴、鲜卑、

英丹、女真、荤古、满满i等草，在其左屉的早期阶段都曾实

持过这种兵桂制度.这种军队内部较为团结垃一，富有战斗

力，在冷兵器叶代常常 能战胜且提水平比他们高的民族和军

队。{ 二〉兵在告一的民兵制度.夏商用春枝时代的固λ义

务兵投制、泰在时来各种形式的在民义务兵桂制，如泰江时

代带桂与兵仕相结告的制度、隋唐时代曲府兵制等皆属此

盘。〈三〉嘉兵制度。从战国到近代，这种兵桂制度或占主

导地位，或居辅助地位，一直要有不程。〈回〉立于相袭的

世共制度.魏晋南北朝时许多政权实行此带制度，元、明的

军户制度也属此类.此外， 诺书还对平同时期作为主要兵在

制度补克的其它一些共1lt形式，如强制 降民、怦虐、亡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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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请皮罪λ为兵的做法，也予以介绍.这就能使读者在通

晓中国厨代兵仕制度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进衍 比较研究，

且结垣硅教刮.

我国 朋史上所产生的在具特色的军事制度，都是具体的

厨史的存在，都有其产生、兴盛和衰草的过程. 读书作者特

别在意对各个时期军事制度产生的渊辑、 兴盛的桂况、衰落

的过程和原因进吁具体的厨史的分析，使读者如其兴衰规

律，晓其利弊得失。 读书还告样读者，军事制度和其它国章

制度一样，具有鲜明而强目的阶握性、政抽性，它们平是再

立的事物，面是量着政扭性质、 政治经济制度桂花、阶坦斗

争形势诸国章直接间接的串响，革措集团政治的兴衰， 往往

直接j!j喃到军队的 噩盛或在辑.店史上生 多王朝的 兴亡更

逞，表明军队虽然拥有强大的暴力，但井平是万皑的力量，

任何进厨史南描而动的军事力量，不论其如f可噩犬，终究不

能挂教腐朽反动政权厦亡的命运，也给克阻挡平住先进嗣度
和政权的诞生和壮大.这是历史 的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结论.

张景曹

1991年 8 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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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先秦时期的军事制度

第一章夏商军事制度

公元前21世纪，码的儿于启建立了夏玉弱。反代共历1&

王400余年，至公元前17世纪亘练时为商汤所灭. 汤在夏的

废墟上建立了商玉割，至公元前11世纪为用所灭，共历 17世
31王，约600最年. Jil.商时代是我国早期国家军事制度形成

和初步发展时期.

第一节军事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直商军事制度形成的时代宵景

原始社告晚期，部落间结成军事部落联盟，战争规模越

来越大.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之战、黄帝与蛊尤之战、敲项

与共工之战、舜禹与三苗之战等等，就是当时部落联盟闸的

著名战争。 为了从事战争，当时出现了设防的城邑，传说

"蜡作城郭"，这反映了早期国家及军事制度的萌芽.

1 



罩、商早期国事建立后，统泊集因为了防止王lØ1以外其

他贵族的夺权和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为了防止其他部落、

万国的劫夺租攻击，为了并国灭族，取其土地于女王吊，在

政治上就产生了建立和健全军队的悔莫.同时，由于生产力

的盘展，当时出现了冶炼钢稽等手工业，能够制造专门用于

战争的武器.于是在经济上也就有了建立和发展军队的物质

基础.因而在豆商时期，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工具，就

壁上了历史舞台，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军锅。

二 直商军事捕度的原始特征

E离国家仍保留着民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在亘商王朝领

辅之内，仍然存在许事民族部落.这种状况在军事制度中也

有所反映.例如，直到商代后期，军队中仍有"族"的组织
存在，各部落的酋长往往同时就是族军的统帅，而部落成员
提是族军的士兵. 这搅明，直商军事制度具有民族血缘关革

捎来完全解体的这种早期国家军事制度的鲜明特征.

第二节军队的领导体制

-、 E代军队领导体制

亘启是死伯益，夺取部落联盟首领宝座建立直王胡后，

1罩部部联盟的最富领导"伯"改称为"后" .实行世费继承
制，最高军事统卿改称为"王"，用钱来象征其极为，且Jl!:
E朝垂主称后也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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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E割实际上是-个部黯联盟性质的国辈。当时，与官同

时并存的部族还很多，有有启氏、有男氏、斟寻氏、费氏、把民

等等.这些部族中的大事数奉直为共主，这反映在亘代军队

领导体制上，就是直代国君拥有本部族军事的指挥权和名义

上全国〈即部落大联盟 〉 的军事领导权。《国诏·周i吾下 E

引《直 E 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

说明星王能统帅 "盘"，为自己"守邦" 御敌。甘之战中.

夏后启以最高军事指挥者"王"的身份fl集军队 "1);." .发

布誓师寺，列举有启氏罪行，宣称自己代表上天的嚣志于以

征讨，并申明严格的作战纪律 "用命贫于祖，弗用命戮于

性，于则辛戮tk 0 "①这曲折地反映 f夏后在军事活动中对

本部落的直接指挥权。

当时各部族奉戴亘室为共主，所以直王也可视作为其各

立上的军事领袖。但是这些方国部落，亦组建有自己的军

队，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有时个知l较强的部落方国，拥有

启民甚至公然与直窒 "争 日之命" 。 这说明直代军队领导
体制还处于较原始的状态。而!f i'ò尚未形成专职武官的情

况，也反映了这种!Ji(始特征.

二、商代军事领导悻制

在商代，商王自称"于一人"，实行内外版制度，王权

专制在了初步的主展组在当町，商王室与诸方国的关亘已进

入 "臣属关丑"阶段。这-历史特点，体现在军事领导体制

上，就是商王作为最高统帅 ，掌握商王室的军队指挥权。安阳

①《 尚书甘鸳 ，

s 



西北同殷墟1004号商玉陵墓墓咀中发现大批集中堆放的牙、

戈、胃等武器，表明商玉在生前直接掌握着大量的军队.

商代君主对军队最高指挥权表现为，第确寇军队编

制，规划军队发展.如"王作三吕，右中左" (j) 。第二，亲自

统率军队出征.出征的时间，少则数日，$则近年，出伍的距

离.近现j百里，远则千里。 第 4二，主持战争动员、兵员征集.

如~次征土方时 "王建人五于" 号 。 第四，委托任命将领、

贵族代表自己出证。如武己时曾派遣曲、u亿等将锁在讨召方.

与商王室同时井存的方国大多拥有臼己的军队。它们中

间有的同商处于敌肘状态，有的臣服于商室. 有的刻u随情æ

变化时服时叛 ， 商玉对臣服于己的;占国部落军队，具有一定

的实际指挥权s 第，可以命令其派兵协同王室军作战，这

些军队由王室统一指挥。如←裤"王茧』人侯告征夷" @，侯

告罩一方国诸侯，他发兵协同王室军征伐<l!方。第二，可以

垂托方国军队独立从事征伐，代行己之职权. { 古本竹 j\纪

年》载"大1 四年，周λ伐盘元之戎，直之。明玉季命为

般牧师。"玉手率军打败"余无之戎"获得殷的封爵，说明

这次军事行动是孝商王之命进行的.但是商王要通过其他方

国部落的首领，才能行使军事指挥权，这一点表明商主的军

事领导权限尚是有眼前，这是早期国家不成熟性在军事领导

体制上的自然反映。

商王为了有效地发挥军事指挥效能， 还开始组织初步的

(j) (恩庭契悴编 》 五丸七，

<j) (J量应筝'跑后编 '-'-τ三- .六.

@ (殴;，文字丙'自》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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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指挥机构.其臣属卿士、街事、小臣、尹等，且非寺院

11:窟，但也经常执行军事任务.同时，商室已开始世有专职

的成宫，常见的有马或马亚，主管战牢、马匹、驭手，从事

田猎征战，耀或射， 靠管弓箭器械租训练统率肘士 ，以及

犬、师长.戍等武官.专职武官的设置，反映了商代军事领

导体制正在逐渐完静起来.

第三节军队编制和兵种构成

-、夏代军队编娟和兵种

1.Y:代军队编制的大致状况...代民族林立，各部族军队

数量很少，里王朝自身的兵力也不会很多.当时已有了简单

曲军事组织.例如后界j{，置，少康奔有搞民，为某位正，

"苟困-成，有众-旅" @."旅"，桂预解黯为军旅，官可

值是亘代军事建制的一级单位. 一族的人数，栓顿说是"五

百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牡旗是按《周礼 ) U 1L人为

伍.....五革为旅"的记程推算出来的，并不舍里商旧制.据

《司马法 F 记载，一成在固有三百家，披每家一人iÁ军计

算， 一旅之众当苟三百λ. 放以下可能苟较小的军事偏制单

位，如伍、什、卒等，但元史料可于以确证.

2 .且代军队的兵种. 直代的兵种，大概因步兵为主体.

因为当时社告生产力低下，要装备大量越丰，似不可能.步

兵装备和给养比较简单，战时为兵，平时为在，身份转换方

③ 《左传 . 1夜公元笨 ，

B 



4臣，同当时社会提件相适应.

夏代也可能出现了草兵. ( 尚书. "t/曹 P 载• u左不共

于左，右平共于右，郑主注谓. .左，丰左，右，车右."

这表明当时已在战争中动用兵车作战。到了夏末，商汤伐荣

班动用了数十辆兵车，那么夏军中也应该相应有→寇的兵车

用于作战.

二、商代军队捕翻和兵种构成

l .商代军队蜻制的基本状况.商代野战部队最高建制是

如.有王室主师与方国诸侯之师的区*~.就丁时期，商窒军队

已有用"有中左"为名而编制起来的三个师，到了武乙时期，

这种师的编制更为明确化. "师"的指挥官称为"师民"或

‘师长'.王室以外，方国培侯的师称"某师"，如雀阳的'币称

"省师"，犬方的师称为"犬师"-
"师"的人数.学术界有百人说、千人说、三千人说以

及万λ说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每师三千人说比较符古实际

情况。-是如辞出兵以三千人为较常见，岛邦男统计有2l

4拥j①.二是商伐军队以十进制编组，十、百、千，以次递进

lt撞离基辛为十人一棒，兵器多为十件 捆，基外葬坑多为
十人一坑，十坑一排，体现了这种组织形式.但是在十进制

基础上，商人还来用了三避制，即三个十人团体组成一个战

斗单位，三个百人团体组成一个更大战斗单位.同样三个千

人团体组成最大的战斗单位，这就是"师".

商代军队"师"下有"旅'的编制. ~辞有左旅、右

@参R.U..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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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王旅 :D ，可见旅也分右、中.左三部.陈梦家先生说商
军以"三百人为→大队" ，这大概就是"旅"的人数编制.

卡辞中$有"噩人"、 "昌人" 三百的记载，似应为以旅的

建制征在众人入伍。至于"登旅万， @，即是按旅建制征发

万λ入伍。

2."旗" 罩与 "师" "旅"的关革.卜辞中有许多关于

"族'军的记载.如"令王族迫召方" @等等.可见'族"

的武装在当时战争中扬揽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并不等于军

队的建制单位.商代以血雄关革为纽带的血族团体在社舍生

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谓的三族、五族、王族、多于族，就

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血族团体。参加军旅正是这些族"族众"

的权利和义务，故卡辞有大量以 "族" 为名义的军事活动的

记载。但族有大小之剔，无法统一编制，同时卡辞亦无族军

人数线章可寻觅.因此"族"不是军队的建制单位.其实，

族与师、旅是商代军队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 f币、族是建制

形式，而"族"则是构成成份.当卡辞侧重于军队成份时，

将商军称为"三族"、 "五族"等，当 F辞侧重于军队建制

时，则称为"师" 、 "旅"等。

3.商代军队的兵种.步兵是商代军队中最为主要的组成

部分.←幸事事"步伐"→词.如 " 王其步伐夷" <1l. 

有人指出"步伐者，不驾车，不骑马，以步卒征伐之

E ‘市，曹文舍，民》三 五八二二.

② 《库，三.-0.

(i) (禽明》六-六.

(i) C _~空虚文字乙筒，七八-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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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Q)可见步兵在商代经常独立作战，发挥着重要作用。

安阳小屯发现的}群商后期祭祀坑中，有按照当时作战部署

而摆下的两个方阵。前→个方阵为步卒，在近百个长方型葬

坑里，共有步卒三百人左右，这就是 b辞"左、中、右.人

三百"的实物佐证。后一个方阵是车队及其所属的徒兵，当

为车兵部队。前者是为建制步兵，后一方阵中的徒兵则为靠

国步兵.

据主献记载，商杨时期，商军已在作战申使用兵车。

《吕民春秋·敌威). "殷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

战于剧."车字在卡辞中常见，商代的车于在遗址和墓葬中

均有发现，甲骨文中也有关于丰战的 F辞.

寺古发现的Jlt撞宗庙〈乙七〉遗址中的后一个方阵，有

战车五辆.每车装备甲士 3λ. 其人数和随鼻武器与文献记

载的战丰编组相告。最前战丰两旁井列三坑，每坑殉葬 5 人，

说明每辆兵车有lji 士 8 人，徒兵15人.每 5 辆车组成一个最

基丰建制单位，这与"五丰为列"的记载相符.殷撞还发现

了置有 25辆兵车的基坑.说明 5 队25辆战车组成车兵的一个

重大的建制单位.卜辞有"登射百"和"暨射三百"的记

载.据寺证. "百射"即为战丰百橱，为一蝉的兵车数

"三百射"，即为右中左三师的兵车单撞.

。 ‘ .. 代雷万寿). (甲骨学商奥论丛，旬'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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