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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涿鹿之战，下迄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对长达4000余年历史上主要
战争的战略指导和重要战役、战斗的作战指导与指挥艺术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主要军事家、军事理论
家和主要军事著作的军事学术思想及其对军事学术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武器技术装备、军队体制编制
和军事训练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并就中西军事学术的不同形态与特征进行了比较，是迄今为止最为详
尽的有关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历史的客观记录和科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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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糜振玉 1931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51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山东大学数学系肄业，1954年大连海军指挥学校第二期本科毕业。
1985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期省部级理论学习班结业。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二、三、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军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五届全国博士后
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兼军事学博士后流动站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委
审查组组长；国家信息畔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主席团执行主席、博士后指导教师；中国
军事科学学会特约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未来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军事运筹学会、军事系统工程学会顾问。
 主编《中国的国防构想》，合作主编《军事科学概论》、《中国军事文库》、《国家安全战略论文集
》、《外国国家安全战略辑要与评析》、《中国经济安全与发展》、《大国兴起中的国家安全》、《
经略海洋与国家安全》；参与组织领导和编写的《战略学》获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军科研
成果二等奖；参与编写和统稿的《战役学纲要》获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军科研成果特别奖
；参与组织领导和编写的《第四野战军战史》获中国图书提名奖；合作主编的《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概要》获军队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撰写军事论文百余篇，专著：《战争与战略理论探析》。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88年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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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写说明序上卷　绪论　　一、军事学术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　　二、军事学术与军事科学相关知
识门类和学科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军事科学中的地位　　三、影响军事学术发展的因素　　四、《中
国军事学术史》的编写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研究方法　　五、《中国军事学术史》研究的时限与主
要内容　　六、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军事学术发展概要　　七、中国军事学术的主要特点　第一篇 中国
上古时期（约公元前2600年～前770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一章 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学术萌
芽　　　第一节 从血亲复仇到部落争雄　　　第二节 中国军事学术起源的历史追溯：涿鹿之战　　
　第三节 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指导　　　第四节 原始兵器在作战中的使用与原始防御体系的形成　
　第二章 夏商时期的军事学术　　　第一节 甘之战与阶级战争的登场　　　第二节 鸣条之战：王朝
更替战争的战争指导　　　第三节 步兵作战与早期车兵在作战中的运用　　　第四节 寓兵于农与军
队的编制体制　　　第五节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学术思想萌芽　　第三章 西周时期的军事学术　
　　第一节 牧野之战的战略与战术　　　第二节 周公东征的作战指导特色　　　第三节 车战的全面
兴起　　　第四节 “蒐狝”演兵与军事教育　　　第五节 文武同途与兵农合一　　　第六节 筑洛邑
与西周的军事防御体系　　　第七节 《周易》、“古司马兵法”所体现的早期军事学术成就　第二篇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四章 春秋前期的军事学术　　第五
章 春秋后期的军事学术　　第六章 战国前期的军事学术　　第七章 战国后期的军事学术　第三篇 秦
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战争与战略战术　　
第九章 适应秦汉战争形式的军队与国防建设　　第十章 秦汉时期的军事学术理论　第四篇 魏晋南北
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十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指导与战法战
术　　第十二章 南北对峙战争条件下的国防与军队建设　　第十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军事学术理论及
其特色　第五篇 隋唐五代时期（581年～960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十四章 隋代的军事学术　
　第十五章 唐代的军事学术（上）　　第十六章 唐代的军事学术（下）　　第十七章 五代十国的军
事学术　第六篇 宋辽夏金元时期（公元960年～1368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十八章 北宋辽夏
的军事学术　　第十九章 南宋、金时期的军事学术　　第二十章 蒙元时期的军事学术　　第二十一
章 宋辽夏金元时期军事学术的发展　第七篇 明与清代时期（公元1368年～1840年）的军事学术　　概
述　　第二十二章 明代的军事学术（上）　　第二十三章 明代的军事学术（中）　　第二十四章 明
代的军事学术（下）　　第二十五章 清代前期（1644年～1840年）的军事学术　　第二十六章 明代与
清代前期军事学术的理论成果下卷　第八篇 清代后期（公元1840年～1912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二十七章 清代后期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　　第二十八章 太平军与湘、淮军的作战指导　　第
二十九章 “自强”活动的兴起与陆军建设的近代化　　第三十章 近代海军的诞生及海防战略方针　
　第三十一章 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与军事技术战术的变化　　第三十二章 育才观念的更新及近代军
事教育的勃兴　　第三十三章 辛亥革命战争的作战指导与军事学术的近代化　第九篇 中华民国初期
（公元1912年～1927年）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三十四章 革命党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时期的军事
学术　　第三十五章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的作战指导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
事学术　第十篇 中华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公元1927年～1937年）的军事
学术　　概述　　第三十七章 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的军事学术　　第三十八章 国民党军“围剿”
和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军事学术　　第三十九章 红军战略转移的军事学术　第十一篇 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时期（公元1937年7月～1945年9月）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四十章 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
的军事学术　　第四十一章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军事学术　　第四十二章 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
段的军事学术　第十二篇 中华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公元1945年9月～1950年6月
）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四十三章 解放战争过渡阶段的军事学术　　第四十四章 解放战争战略
防御阶段的军事学术　　第四十五章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学术　　第四十六章 解放战争战
略决战阶段的军事学术　　第四十七章 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军事学术　第十三篇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初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公元1950年10月～1953年7月）的军事学术　　概述　　第四十八章 抗美援
朝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　　第四十九章 抗美援朝主要战役的战役指挥　第十四篇 毛泽东军事
思想的军事学术价值　　概述　　第五十章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基本特征　　第五十一章 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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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军事学术价值　　第五十二章 毛泽东主要军事著作的军事学术价值　第十五
篇 中西军事学术比较　　概述　　第五十三章 西方军事学术的演变　　第五十四章 中西方战争观与
国防、军队建设思想比较　　第五十五章 中西方军事战略与作战指导的比较　　第五十六章 中西方
军队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思想比较　　第五十七章 中西方军事后勤与军事经济思想比较　　第五十八
章 中西方军事学术思想交流附录：中国古籍主要军事学术论著书目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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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军事学术史》在对军事学术的概念及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对原始社会末期至抗美援朝战争上
下五千年的中国军事学术史进行了总结：对中国历代主要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主要军事著作的军事
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军事学术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概括了中国军事学术的主要特点，对影
响军事学术发展的相关要素进行了专题的阐述，并就中西方军事学术的不同形态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比较，从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军事学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演变的轨迹，揭示了中国军事学术发展
的一般规律，阐明了中国军事学术在世界军事学术的地位，使中国军事学术史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
，是一部填补中国军事史研究空白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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