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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始终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因素。
一部世界战争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了解战争的历史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
。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了人类社会中战争的发展简史，从冷兵器时代到火枪大炮和帆船时代，从科
技革命下的东、西方世界到高科技战争，囊括了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战事，具体涉及了生产力的发展对
武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作战方式、作战理念的变化；各个历史阶段最具影响力的著名军事家以
及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作战理论；同时还对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大战役进行全景式再现。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既注重用准确且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战争的内涵，又注重用生动的相关知识链接
拓展其外延。
通过阅读本书，青少年不仅可以从一个崭新的层面了解战争的历史，而且能够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
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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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帆过尽　　——中国航海的盛与衰　　明代中期，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居于世界前列。
当时，中国工匠制造的远洋型海船船首前端如楔、底部削如刀，在深海中破浪航行，阻力较小，船体
普遍设有舭龙骨以减少风浪中的摇摆，船舷还有几道木枞增加纵向结构强度，设置多道水密隔舱来提
高战船的抗沉性。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已普遍应用于航海，并发明了著名的“牵星过海术”等海上导航办法。
　　在明朝初年，由著名航海家郑和所率领的“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涛，若履通衢”的强大
远洋舰队曾在明成祖朱棣的支持下，先后7次下西洋。
郑和舰队出航时乘用的各式战舰多达百余艘，舰上官兵多达2.7万余人。
其中有张挂12张巨帆，由指挥官乘坐的主力战舰宝船，有装备着大型发贡10门、大佛朗机40座、碗口
铳50个，以及大量喷筒、鸟铳、火箭、火砖的战船。
主要搭载两栖部队的坐船，用来运送马匹、物资的马船，还有运送粮食和淡水的粮船和水船等。
该舰队的规模，舰船吨位、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能力在当时上堪称是世界第一流的。
　　虽然中国的海上力量在之后逐渐走向衰微，却仍有部分力量活跃在辽阔的远东海域。
戚继光水师在抗倭战争中取得长沙、横屿、南澳战斗的胜利，中朝联军水师给予入侵日军以歼灭性打
击，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一系列成功战例，写下了中国古代海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明代著名的海船除了郑和使用过的宝船，还有主力战舰——广船、福船，中型海战船——草撇船
、海沧船等多种。
广船以坚固致密的铁力木建造，上竖两桅，船体上宽下窄，适于近海航行，装备有大发贡、各式佛朗
机和火球等火力较强的武器装备。
作战时，通常是站在船桅顶望斗里观望敌情的士兵首先发现敌船，随后船以大发贡进攻敌船，击碎敌
船舷、船板；两船距离较近时，以各型佛朗机炮射击，击毁敌船船具并杀伤其船上人员；两船相距百
步之内时，则以弓箭射杀或用标枪投掷敌人；与敌船相接时，用船体将其撞碎，并派士兵跃登敌船进
行拼杀。
由于广船造船木料昂贵，船形也不适于在风浪较大的外海交战，所以明代海军使用较多的是福船。
福船底尖上阔，收昂尾高，旁护以板，不仅耐风涛，还有防火设施。
船分4层，最下层装土石压舱，第二层是士兵饮食歇息的地方，第三层为操作甲板，最上一层设木女
墙和炮床。
船上所配备的武器大体与宝船相仿，加上士兵随身携带的刀剑等，形成了冷兵器与火器相结合的多层
次武器杀伤系统。
作战时，该船主要是配合主力战舰进攻和追击敌人。
既可用船上的冷兵器和火器击毁敌船，也可以用船体撞击小型敌船。
　　由于上述战舰只能活动于深水或近海海域，靠风力航行，无法进入内河及近岸航行，明朝水军还
装备了一些适宜在近岸、内河水域、无风条件下航行的轻便小船，如鸟船、苍山船等。
鸟船只在船中部竖立大桅，辅以四桨一橹划行，船速快，机动性好。
风潮顺逆皆可行驶，尤其适宜内河作战。
苍山船头尾皆阔，竖一个桅杆，同时还在船体两侧各安5支船橹，它与鸟船一样，在近海作战中方便
机动，可以往返游击，斩杀落水之敌。
此外，明朝还出现了一些特种战船：仿葡萄牙战舰制成，配有佛朗机炮的多桨蜈蚣船；便于机动的车
轮舸；船体无尾首之分，两头都安有船舵，可以随风向变换使用的两头船;将两艘战舰用活扣并联的双
体战船——鸳鸯桨船;大船包小船的子母船等。
都可以在战斗中发挥各自的特殊性能和作战用途。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水军已经注意到在战斗中合理编排战船，发挥不同战船的作用，并注重冷兵
器与火器相结合，作战时往往先以鹰船突入敌舰队之中，接着无防护装置的沙船尾随而入，迅速与敌
舰展开接舷战，最后是福船、广船等主力战舰加入激战。
远处以摧毁威力大的大发贡射击，近处以佛朗机射击，以火箭、火球、喷筒焚烧敌船，初步减杀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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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为冷兵器在最终的接舷战中歼敌获胜创造条件。
这一新的战法突破了古代海战接舷战、冲角、火攻、拍击等传统战术模式，显示出向近代海战技术发
展的趋势。
　　然而，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辉煌时期并没有维持多久。
这是因为虽然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曾孕育出灿烂的海洋文明，但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
其海洋经济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除了岸边可以生产的盐、近岸建海地区可以捕捞的海产品外，海洋经济中获利最大的海上运输和海外
贸易却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
明清两朝对海外贸易、运输和捕捞业的抑制政策具有明显的“重农抑商”色彩，使曾经十分发达的造
船技术迅速落伍，中国的海上商业船队极度萎缩，海洋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这一切都给明清时期的海上力量建设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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