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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军事科学技术史（简称军事科技史）是在特定的军事领域中科学技术发明、发展和被应用的历史
。
它既是科学技术史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军事史的一门分支学科。
中国军事科学技术史不仅源远流长，內容丰富，而且具有独自的特点。
　　中国军事科技史以中国军事科学技术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各个历史
发展阶段中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包括武器装备（冷兵器、火器、战车、舰船、飞机）及
其研制、生产所涉及的科学理论与基础技术，发挥武器装备效能的运用技术，军事工程，以及军事科
技教育等。
其中既有为军事目的而创造的专用科技，也有移用于军事的民用科技。
兵器是军事科学技术的核心，它引发和促进战车、战船、军事工程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军
事科学技术教育的开展，是军事科技最具活力的发展因素和发展水平的主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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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事科学技术史（简称军事科技史）是在特定的军事领域中科学技术发明、发展和被应用的历史
。
它既是科学技术史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军事史的一门分支学科。
中国军事科学技术史不仅源远流长，內容丰富，而且具有独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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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兆春，中国军事科技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祖籍江苏高邮，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196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
1963-1973年从事国防科研工作。
1974年至今，在军事科学院从事中国火器史，中国军事技术史.明代军事史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12
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军事科技通史>>

书籍目录

前言上篇 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科技第一章 石兵器阶段军事科技因素的萌芽第一节 原始人生产工具制作
技术的演进一、石器制作技术的萌芽与演进二、复合工具的创造第二节 生产工具用途的扩展一、新石
器中期生产工具开始用作械斗武器二、新石器晚期开始制作用于部落战争的武器三、炎黄时期开兵器
制造之先河四、尧舜时期始设工师统领兵器制造之事五、禹建夏后设置兵器制造机构六、原始兵器制
造材料的演进第三节 华夏祖先创造的原始兵器一、射远兵器二、格斗兵器三、卫体兵器四、防护装具
第四节 原始的车船和城堡一、陆上交通工具的出现和车的创造二、水上交通工具的出现和船的创造三
、古史传说中的城堡和古城堡遗址的发掘第二章 青铜兵器阶段军事科技的兴起第一节 青铜兵器手工
业的兴起和发展一、青铜早期夏朝设铜冶铸造兵器二、青铜中期商朝设兵器铸造场三、青铜后期西周
设司空管理兵器制造四、春秋战国出现青铜兵器制造的高潮第二节 青铜时期制造的兵器一、射远兵器
二、格斗兵器三、卫体兵器四、防护装具第三节 战车和车战的兴起一、战车的基本构造和装饰二、战
车的乘员编制和兵器装备三、车战及其技术和战术第四节 舟揖的军事应用和战船的建造一、舟楫的军
事应用和战船的出现二、战船的乘员和装备三、著名的水战第五节 筑城技术的进步和攻守城器械的初
创一、筑城概况二、筑城技术的进步三、攻城器械四、守城器械五、作战方式的演进第六节 兵器的象
形文字和典籍中的兵器记事一、兵器的象形文字二、各种典籍中的兵器记事第七节 《六韬》和《墨子
》对武器装备及其使用的论述一、《六韬》对武器装备及其使用的论述二、《墨子》对攻守城器械的
论述第八节 最早论述军事科技的著作一、《考工记》中述及的兵器制造理论二、对青铜兵器合金比率
和冶铸技术的论述三、对青铜兵器各部构造比率的论述四、制造射远兵器的理论五、制造皮甲的理论
六、战车的制造技术七、城邑的构筑技术第三章 钢铁兵器阶段军事科技的发展第一节 兵器制造和管
理机构的演进一、春秋战国兵器制造和管理机构的多样化二、秦汉至南北朝兵器制造和管理机构的集
中统三、隋唐五代兵器制造和管理的系统化第二节 钢铁冶炼业的兴起和发展一、钢铁冶炼技术的兴起
和不断提升二、冶炼设备的改进和燃料的拓展第三节 钢铁兵器的创制与发展一、射远兵器二、格斗兵
器三、卫体兵器和防护装具第四节 战车的转型和战船的发展一、战车的转型二、战船的创新第五节 
军事筑城的发展一、城郭建筑的概况二、城郭建筑的军事特色三、作业量的估算和工程作业图四、长
城建筑的概况五、长城的守备设施第六节 攻守城器械和障碍器材一、攻城器械二、守城器械三、障碍
器材第七节 作战方式的变革和典籍中的兵器记事一、作战方式的创新和变革二、秦汉至五代典籍中的
兵器记事三、《太白阴经》初创兵器分类法中篇 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军事科技第四章 宋元时期
冷兵器进入高级发展阶段第一节 兵器手工业和钢铁冶炼业一、兵器手工业二、钢铁冶炼业三、冶炼设
备的改进四、煤的利用五、灌钢法的采用和发展六、钢铁兵器制造技术的提高第二节 宋元时期制造的
钢铁兵器一、射远兵器二、抛石机三、格斗兵器四、卫体兵器和防护装具第三节 钢铁兵器的装备制度
和战车的发展一、钢铁兵器的装备制度二、战车的发展第四节 战船和水军技术的发展一、战船建造场
的普遍设立二、战船的主要类型第五节 战船工程技术的提高一、造船技术与工艺的进步二、船体结构
的改进三、战船推进具的进步四、其他船具的改进五、战船建造工程技术的创造六、指南针用于舟师
导航七、战船装备的改进第六节 军事工程技术在水战中的运用一、宋灭南唐之战中浮桥的搭架二、宋
金黄天荡之战中对军事工程技术的巧用三、宋元襄樊之战中对军事工程实施的综合运用四、宋元焦山
之战中军事工程技术的运用第七节 军事筑城技术的发展一、军事筑城的基本规制二、北宋军事筑城之
最——开封城三、宋夏交界处构筑的堡寨四、山地防御筑城五、其他军事筑城六、工程部队的建制第
八节 辽金夏蒙（元)的军事筑城一、辽朝的军事筑城二、金朝的军事筑城三、西夏的军事筑城四、蒙
（元)的军事筑城第九节 攻守城器械和障碍器材一、攻城器械二、守城器械三、障碍器材四、攻守城
技术和战术的发展第五章 火药的发明和军事科技的跃变第一节 火药的发明一、先民对硝石和硫黄产
地分布的认识二、先民对硝石和硫黄特性的研究三、炼丹家对火药发明的贡献第二节 《武经总要》刊
载的三个火药配方一、《武经总要》的作者二、三个火药配方及其配制工艺三、三个火药配方的历史
意义第三节 宋代初级火器的创制一、火球的创制二、火药箭的创制三、火球与火药箭在战争中的最初
使用四、竹火枪的创制五、铁火砲的创制第四节 运用初级火器的著名战例一、宋金陈家岛水战二、宋
金采石水战三、魏胜抗金之战四、宋军坚守襄阳之战五、张顺张贵驰援襄阳之战六、宋军坚守静江之
战七、元宋崖山之战第五节 蒙元时期火器的外传一、成吉思汗西征与火器的西传二、拔都西征与火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军事科技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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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铳的特点三、元火铳在作战中的最初使用第七节 宋代有关军事科技的论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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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开始将一些渔猎农具用于互相间的械斗厮杀，使生产工具转化为械斗工具，这些工具此时已
开始一物而二用，用于生产则为工具，用于械斗则为武器。
历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中，有许多石戈、石矛、石刀、石斧、石铲，用石、骨制造的标枪头，
用弓射出的矢镞等。
它们虽然制作粗糙，工艺简陋，形制各异，但却不能不说是后世兵器的胚胎。
二、新石器晚期开始制作用于部落战争的武器据考古实物证明，距今约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聚居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农业、畜牧
业有了显著的发展，独立的手工业也已出现，原始金属冶炼业的问世、红铜器的使用，使人类使用的
生产工具，产生了划时代的突破。
社会劳动生产率因工具的改进而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出现了使剥削成为可能的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
交换的发生、发展等等因素，使社会的私有财产和阶级逐渐随之萌生、发展，阶级社会的胚胎逐渐在
氏族社会末期孕育和成长起来，发生于此时的武力冲突的规模也逐渐增大，并逐渐开始发展为部落之
间的战争，诸如神农伐补遂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等。
其中以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的传说尤多。
据先秦诸子书的描述和神话传说，大约在四五千年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曾进
行过多次规模较大的部落冲突，即部落战争。
其中传说较多的有：炎帝族部落，同南方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部落，为争夺黄河流域上的一块肥沃
平原发生大战，结果炎帝族被战败；炎帝族请求以黄帝为首领的黄帝族助战。
炎黄两族联合起来，同九黎族在涿鹿（一说在河北涿鹿南，一说在北京西南的涿县，一说在河北南境
巨鹿县）一带展开激战，蚩尤战败被杀。
炎黄两族在打败蚩尤后，彼此又因利害冲突，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经过三次大战，炎帝族被战败
。
结果炎黄两部落合并在一起，在黄河流域长期居住下来，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
此后还进行了尧、舜、禹同“三苗”的部落战争。
　　在上述部落战争中，武器的使用状况如何呢？
我们虽然不能找到确切的记载。
但是可以通过先秦和两汉时期许多史书、典籍，对大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皇五帝①时战争中所
用兵器的追述，同历年来考古发掘所获同年代的众多兵器的实物遗存相印证，判断出当时所用兵器创
制和发展的脉络。
同时也可说明当时用于生产的工具和用于部落间战争的兵器，逐渐有了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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