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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兵学，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像儒学、易学、道学及其他几种主要学说一样，是中华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兵书，特别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兵书，也同其余的重要学术著作一样，表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有
品质。
只须浏览其中几本，便会感觉到其有一种独抵华屋之下，一览群小的气度。
虽说言兵，但不限于军旅之事，而是拓宽视野，将经济、政治、人文意识、宗教心理、艺术以及其他
相关的各种要素，统摄于一体，使人获得一种整体印象。
常常通过形象而生动的例证，给人以哲学与文化的教益。
 　　本书共分9个章节，对中国兵学文化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介绍，具体包括中国古代战
争与兵学文化缘起、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先秦其他著作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中国兵学与中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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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儒，山西定襄人，1937年出生于太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当代研究兵学文化的杰出学者。
历任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哲学教研室主任，全国军事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
长、顾问等职。
讲授过“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兵学文化”、“东西方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孙子兵法与企业战
略”等课程，出版过《军事辩证法》、《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兵学文化》、《孙武、孙膑·中华
文化》、《中外名战与名帅——兼论东西方兵学文化意识》、《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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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　　中国兵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同儒学、道
学等各种文化意识一样，有一个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它的缘起，既有社会历史背景，又有人文意识的根源。
其中，远古时期的战争，是形成中国兵学文化意识的基础与前提。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和兵学文化意识的产生　　谈到中国兵学文化意识，不能不先谈谈中国远
古时期的战争。
　　同世界各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单就战争而言，有过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有过奴隶制社会形成与奴隶制社会解体时所经历
的战争，最后，还有封建社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战争。
正是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中，孕育出中国特有的兵学文化意识。
　　一、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人们知道，战争不是从有史以来就有的，它是人
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有人曾质疑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原始社会初期究竟有没有战争难以判定。
然而，可喜的是，学者们采取迂回的途径，即不是去搜寻古代人类有无战争的直接证据，而是通过对
地球上现存人类原始部落的细致观察，已经提供了在人类早期没有战争的间接证据。
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早在1935年出版的《三种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性格》一书中，就提供出这
样的资料：在新几内亚尚存的种族“阿拉佩什族性喜合作，人格特征是温和、亲切、相互依存、绝不
侵犯他人，竞争和占有欲都极弱”。
我国社会学家对云南省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
美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还发现：北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自从17世纪引进马匹以后，每年到一定季
节才从事征战，在此以前没有战争。
在一些彼此隔绝的爱斯基摩人部落间，战争之类的活动极为罕见。
　　我国近些年来通过考古和发掘，也已经对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距今约八十至六十万年
之间的蓝田人，以及距今有六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的北京人和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鉴定，结果是从未发
现有战争的遗迹。
　　出现这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原始人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处于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
那时的人们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组成。
由于工具落后，生产能力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很弱，靠一两个人单独生产和生活，几乎
不可能；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可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并能抵御猛兽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侵袭。
显然，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再说，原始人群相互之间由于地域广阔，人员稀少，彼此很少有矛盾和冲突，也难以发生战争。
　　也就是说，在原始部落里，之所以没有战争，不是因为那时的人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或没有某
种过盛的欲望，而是由于当时的生存方式和环境所致，使他们不可能产生相互仇杀的动机。
　　那么，我国古代战争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的回答是：大约是到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距今约两万年的那个时候。
或如历史书上说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有两项我国的考古资料值得重视。
　　一项是在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音：士玉）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出土物有石镞，说明此时的人类已经知道使用弓箭，而弓箭恰好也是一种兵器。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弓箭对于蒙昧时代，乃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
除了石簇（双棱石镞）外，还有对称的石斧、石粟鉴、陶弹及纺轮等。
　　另一项资料是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有一道围绕着氏族村落的壕沟。
据专家推断，这可能是为防御其他氏族的侵犯而构筑的障碍。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就等于我国最早的战争（即使是防御性的战争）有了物证。
这个遗址反映的年代比上一资料出现的时代要晚，是仰韶文化前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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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先祖黄帝生活的那个时期。
　　暂且抛开考古资料，单就世界范围内的情况看，最初的战争也不外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
，原始部落内部上、下层的分化及部落与部落之间关系的演变所造成的。
中国古时的情况也不能例外。
　　本来，在原始氏族内部，长时期里维持着一种低水平的原始公有制。
由于部落的分散，部落之间基本没有交往，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
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
原先以打猎为生的部落，逐渐学会了驯养动物，为此又需要寻找丰盛的草地。
氏族范围扩大，人口增加，并且有了流动。
氏族成员的繁衍也产生了同一氏族分化的现象。
一个母系氏族分化出若干女儿氏族，还会继续不断地分化。
这样，不同氏族间的相互接近、摩擦与冲突的机会有所增加。
摩擦的极端形式是战争，起初是带有明显的血亲色彩的原始战争，后来便逐步演变为有经济目的的战
争。
战争促使了氏族内部上层与下层的分化；反过来，氏族内部的分化又带来了氏族首领更强烈的占有欲
和统治欲，酿成了更大的和更频繁的战争行为。
不过，目的只有一个，掠夺对方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包括财富和劳动力。
　　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及后人对史前时期的猜测与追忆，提供了在中华大地上一幕一幕战争的鲜活
的画图。
　　中国最早出现的氏族部落是黄帝部落，居于姬水流域，也就是现今陕西一带，黄帝又号轩辕氏、
有熊氏。
另一个著名部落是炎帝部落，居于姜水流域，以姜为姓。
还有一个部落是蚩尤部落。
蚩尤部落亦称九黎族，居于长江、淮水之间。
他们都是一些部族联盟。
由于经济利益的摩擦，开始有了部族联盟间的冲突。
起先是炎帝部落向东发展，和黄帝部“战于阪泉之野”，黄帝部落取得胜利。
蚩尤部又北上，黄帝部落又和蚩尤部落“战于涿鹿之野”。
黄帝部落再次取得胜利。
这样，黄帝部落自然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
　　既然黄帝部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部落联盟，此部落及其后裔对周边的其他部落也就起了
统治和监督的作用。
史称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帝汤受命，号称三千；周武王
会八百诸侯于孟津。
上面说的八百、三千、万国云云，是形容不胜其多，当然不会是实际数目。
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这样的数字也很可观。
　　上面说过，黄帝部落原本住在中国西北方，由于接连打败了九黎族与炎帝部落，就闯入了中原地
区。
由于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融合，创造出了为世人瞩目的中国古代文化。
如人们所熟知的，炎帝即神农氏，是我国远古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用木制耒耜（音四），教民耕
种。
又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黄帝部下也有许多有才能的人，发明了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
炎、黄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举世所公认。
　　可以断言，中国最古老的战争正是从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联盟间的争斗开始的。
　　根据传说与神话，中国远古时代居民分布大约是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既然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已入主中原，那么，处于其他方位的部落群则是东夷、西戎、南蛮与北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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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边的夷族群中，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首长，太嗥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
，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
夷族演进到春秋时，还留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大抵是太嗥后裔。
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称为狄族、戎族。
其中的犬戎族，自称其祖先为两只白犬，大约以犬为图腾。
其中的熏鬻族号称强族，它是秦汉时期匈奴的祖先，与黄帝族发生过多次突。
居住在南方的统称蛮族，其中的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
所谓九黎族是九个部落的联盟，其著名首领为前面提到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分掌八十一个氏族。
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首，吃沙石，又说他们铜头铁额，目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大约
是以猛兽为图腾。
由于九黎族人勇悍善斗，相传曾驱逐过炎帝部落，直到涿鹿（今河北省怀来县或涿鹿县）。
只是由于炎帝部落联合了黄帝部落，同九黎族来了一场大械斗，才使得蚩尤被杀，九黎族一部被迫退
回南方，另一部则留北方，建立了黎国，还有一部分被炎帝部落俘获。
后来，西周时有黎民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在黄帝族击败炎帝族后，族与族之间的战争从未休止。
其中另一个强大对手是南方的苗族。
苗族的首领叫祝融，是重黎的后代，以后又分化为昆吾、苏、顾、温、董等八大姓。
下面又分若干小姓，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群。
苗族又称三苗或有苗，在许多史书里都有记载。
　　《韩非子·五蠹》里便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
舜日：‘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意思是：舜为了使有苗臣服，乃修改偃兵，加强教育与感化工作。
三年之后，派车队手执盾牌和大斧作道具对着苗人跳起舞来，苗族就降服了。
像此类事件，在《尚书》、《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齐俗训》里都有大致相仿的记载。
　　黄帝部落既打败了炎帝部落，又打败了夷族与黎族，现又同化了苗族，于是，便成就了黄、炎、
夷、黎及苗的一部分的大融合，成为春秋时期的华族，也就是我国汉代以后汉族的基础。
　　黄、炎、黎三族部落联盟，涵盖了近一百个或一百多个小的氏族，这些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战
争中俘获的人称民，如黎、苗人当俘虏称黎民、苗民。
我们通用的黎民百姓的称谓也缘于此。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苗族部落通过战争而融合的过程，是传说中（形成文字的尧典有少量资料
）尧、舜、禹三位部族首领的禅让过程。
此三位首领也是三位大酋长，他们的共同祖先是传说中的黄帝。
不过，在这中间有一点明显的变化是：以禹为界限，在禹的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在禹之前，原始公社所有制还处于发展和巩固时期，到禹这一段，由于生产力发展，劳动工具改进，
例如，人们已学会凿井、造车，并开始用上铜制兵器，同时，剩余产品也在增加，再加上攻苗大胜，
许多俘虏加入了生产者队伍；这些因素的渗入，加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的形成，使得原先的原
始公社公有制开始呈现瓦解的态势。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与战争行为的嬗变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的最初形成，是通过无数次
的战争行为实现的。
只是那个时期的战争还属于原始部落之间为争夺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条件而进行的
战争，很少有经济内容。
虽说，偶然也出现过大的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如《国语·周语》里记载的华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战
争。
但大量的战争是发生在华族内部，也就是作为华族最高统治者的王子与分散在周边地域的地方长官—
—诸侯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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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逐渐地由夺取自然资源演变为侵吞其他部落的劳动成果，争夺劳动力，以及把战争俘虏作
为奴隶。
这在河南嵩山、商丘一带，从黄河岸边接受贡物较为方便。
　　书中还记载着：禹按照各个地区土质肥沃程度及草木丰盛的情况，将赋税分为不同等级，如山东
兖州地区赋税属九等，徐州地区属五等，豫州地区属二等或一等。
　　再比如，禹在治水后，实行严刑峻法，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保守采邑，上缴赋税。
　　应当指出的是，此时收税的人，已经不是各小部落原先的首领，而是变成了禹的亲属及其后代，
如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褒氏等。
证明了私有制正在取代公有制。
不过，禹对这些收税人仍不放心，请了当时享有盛誉的法官皋陶行督察之责。
　　从原始公社所有制进入奴隶主所有制，还有一点明显的变化：在禹之前，部落首领的更替是采用
禅让制，也就是王位传贤不传子，将王位传给品德最为高尚且受到众人仰慕之人。
禹本人在生前也打算这样做，如他拟将王位留给皋陶，只是皋陶尚未来得及继位就死了。
禹又把帝位让给益。
益同禹并无亲缘关系。
十年之后禹死，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服丧三年完毕后，益并未去继承王位，却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到箕山之南去躲避。
据《史记》里的说法，是因为益辅佐禹时间不长，政绩不明显，天下不顺服他，而顺服品格更为贤德
的启；但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服众，难道连一天都没有辅佐过禹的启反而会有政绩。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因素。
在禹的时期，由于农业进步和军事胜利，部落中私有财富增加，人的私有观念及私有欲望也增加，奴
隶成为一种重要财产，统治奴隶成为权力的象征。
禹既然有了那样大的权力，照当时人们变化了的眼光，为了保持权力与财产的稳定，当然应把王位传
给有血缘关系的儿子。
《史记》里其实也不否认这一点。
当诸侯们离开益去朝拜启时，只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这是我们君主禹帝的儿子啊！
”于是，启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禹的位子。
　　自启之后，再也没有恢复禅让制，虽然有与夏同姓姒的部落有扈氏（今陕西鄂县）起兵，反对启
破坏禅让制，启却战败有扈，罚其做牧奴。
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之后有仲康、少康，直到帝胤甲和帝祭，共十三代，经历四百余年，都
是子承父业，再也不曾看到禅让的影子；反而是父传子，子传孙变成了天经地义。
也就是说，由于私有制度的确立，禅让制蜕变成了世袭制。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样大的变化呢？
用一句作答，就是私有财产的大幅度积累。
是初是私有财产出现，后来是私有观念随之而兴；再后来是私有财产增加，私有观念更加膨胀；在这
种连锁反应的状况下，部落里出现遗产继承。
与财产继承相适应，部落首长祥让制变为部落首长力世袭制。
也就在这个时候，奴隶主占有制作为一种新制度被最终稳定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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