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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rdquo;一场搏命的厮杀是一代帝国成就霸业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对于今天的芸芸众生来说却是回忆
，是谈资，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传奇和神秘。
无论是孤烟大漠，还是苍茫草原，都曾经上演过一幕幕千军万马、刀光剑影的历史和故事，今天，当
我们随手翻开尘封的过去，当我们不再执著于孰胜孰败的结局，此时战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人性
的复杂、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ldquo;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dquo;，古人面对着王朝的更替和惨烈的战争，只能发
出&ldquo;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dquo;的哀叹。
但今天的我们是如此幸运，因为我们可以跳出历史的园囿，寻找每场战争背后的真相，另眼旁观其中
的遗憾和可取之处，更能从中揣摩当今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这就是《大国兵道》的目的和意义
所在。
兵器，&ldquo;国之大事，在祀与戎&rdquo;，自古以来，兵器不仅是防御、进攻的必要装备，而且还
可以代表人的身份和地位，一个国家兵器的先进与否，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强弱程度。
我国古代的兵器发展大概分为三个阶段，按照考古的断代分期，分别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
代。
但就中外古代兵器研究来说，兵器的历史分期阶段则是以火药为界限。
火药发明之前，军队所用的兵器被称为冷兵器，火药发明之后并用于战争，火器应运而生，此时古代
兵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火器和冷兵器并用。
中国古代火器运用的分水岭是在宋代，而15-16世纪，西方火器也同时得到了长足发展。
火器的引入使数千年来在兵器上独占鳌头的华夏民族，因冷热兵器的变化而与西方相比较出现了此消
彼长的变化。
火器也好，冷兵器也好，都和吃、穿、用、住一样，在文化境遇中，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而是熔
铸了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民俗等各方面的差异与冲突，乃至成为一种碰撞，从
而引发文化交融的局面。
究其渊源，由兵器阐释战争，由战争解析历史长河中中西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转折与嬗变，不难
发现兵器的发展受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制约：冷兵器时代的农牧背景、对战斗中战术的不同运用、军事
思维之间的巨大差别，当然，战术的采用与一个民族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所造就的思维模式也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
而兵器的发展本质上还是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军事武器技术是战斗力。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的三大发明对欧洲的影响时道出与培根相似的观点，他认为：&ldquo;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的三大发明&hellip;&hellip;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
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rdquo;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如此灿烂辉煌，但是当西方人用中国发明的罗盘完成世界地理大发现时，
中国却还在旧传统的俗套中蹒跚循行。
道德的进步与器物的落后形成强烈反差，从而流露出在思想意识上与西方的异质性。
首先，农牧背景下的冷兵器。
恩格斯曾指出，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其依据是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农牧业的结构与此关系密切，对军队及军事活动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冷兵器时代包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火器彻底取代冷兵器都是在封建社会之后。
在火器出现之前农牧业结构的不同，便成了我国古代军事和西方之间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所在。
西方的经济结构在封建社会中，主要是农牧业并重的类型，由于农业和牧业的平衡发展，所以步兵和
骑兵随之处于一个均衡发展的状态，而骑兵又有所突出。
与步兵比较起来，骑兵的机动性、灵活性都非常强，根据战争形式的利弊分析，骑兵可以主动出击，
直接与敌方主力对接作战；当然也可以迅速摆脱敌手，避实就虚，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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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世纪的西方各国骑兵的主力部队并不以人数取胜，一般来说，甚至连大量的常备军也没有，
这完全是由农牧业并重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而且这种经济结构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不仅将骑兵的地位提高到一定水平，它还严重影响了当地人的饮
食习惯，譬如肉类、乳制品、粮食，这些食物虽有利于运输，却无法长久保存。
因此中世纪西方的军队更利于速战速决，而难以进行旷日持久的对峙。
与此相比，我国农牧业结构就有所不同，虽然我国农民同样重视家畜饲养，但这并非实质上的农牧并
重。
片面发展种植业，注重粮食生产而忽视了畜牧业，这种模式给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军队烙上了鲜明的印
迹。
由于畜牧业的落后，马匹变成了历史上的稀缺之物，战争当中尤其匮乏。
马匹是组成骑兵的物质基础，缺马的情况下，中原封建王朝的军队及农民起义等都只能以步兵为主，
骑兵为辅。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出现步兵战胜骑兵的例子，但总体比较起来，步兵的机动性、突击力与骑兵比较起
来还是相形见绌的。
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在防御上只能靠高山大川、坚固城池来加强自身的防护力，阻止骑兵的攻击，而在
军队的数量上也明显超出以骑兵为主的部队。
不同的倚重在武器装备上自然有很大区别，中世纪西方骑兵有铠甲、长矛、弓箭。
骑兵较步兵不容易陷入肉搏战当中，所以骑兵对于防护力的需求非常高。
人和马同样需要沉重的装甲，这样才能增强冲击力，为突破敌人阵营，需随身配备弓箭以外，长矛及
同类的长柄武器必不可少。
但在中国古代，为对付以骑兵称雄的唐之&ldquo;四夷&rdquo;，隋唐之后步兵配备了陌刀，这种兵器
有&ldquo;斩马剑&rdquo;之称，专门对付骑兵，在冷兵器历史上对后世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
其次，战斗中战术的不同运用。
骑兵有突击性和机动性，但是由于在战术上的不同选择，中西方运用兵器装备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在战术史上，中西方对战术与战斗要素间的联系、认识是各有侧重的，比较来说，西方重视的是防护
要素，而中国偏重于机动要素。
在西方人看来，战斗中防护是前提，有了防护才能考虑机动与突击。
古代的马其顿方阵与罗马军团方阵都重视防护，但却忽视了防护对机动性和灵活性的削弱。
为了防护，人和马都穿上笨重的甲服，手中还持与士兵等高的盾牌。
这种阵势在中国古代步兵方阵中是绝不会出现的。
因为中国重视机动灵活的战法，往往会轻装上阵，就算有阵型，也不像西方那样方方正正，而是通过
细小单元的不同排列与组合，形成方、圆、曲、直、锐等多种阵形，以体现灵活性。
对兵器的选择，按轻重步兵来区分，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步兵多是重步兵配备，镶铜圆盾、铁制
头盔、金属胸甲和护胫等护身器械，手持长矛或者短剑。
这种装备与轻步兵的区别是，轻步兵作为辅助力量而存在。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古代步兵的兵器装备都属于轻步兵的范畴，身无过重铠甲，战斗中使用的兵器为
戈、戟、矛、殳、弓等多种不同兵器。
战术的不同使中西方在步兵配备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同样在骑兵上，中国从最早出现的匈奴骑兵到汉
代一直都是轻骑兵，但魏晋之后向重骑兵倾斜，随后到了唐代又回到轻骑兵发展的道路。
但西方骑兵时代伴随贵族骑士制度盛行，昂贵的铠甲，人和马都一同穿上，笨拙不堪。
恩格斯在比较东西方轻重骑兵时，指出了披甲武器加重马匹负担的弊病。
这种情状直到进入近代火器时代后，才有所改观。
再次，军事思维之间也有很大不同。
不同的军事思维方式是由不同的军事文化决定的，而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的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自然地理等相关条件的制约。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以几千年的大陆农耕文明为背景，军事思维方式始终以追求和平、维护统一、注重
防御、崇尚谋略为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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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的是西方国家在海洋商业文明下形成的军事思维模式，追求利益、主动进攻、谋求军事依靠
并以扩张来获取利益。
《百战奇法&middot;好战》中说：&ldquo;夫兵者，凶器也。
&rdquo;因而古人主张&ldquo;慎战&rdquo;，以&ldquo;不尚战&rdquo;为武德。
唐代诗人杜甫有诗&ldquo;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rdquo;，这正是中华民族遏制战争、避免冲突的
真实表述。
而西方军事思维与中国传统的&ldquo;和平-战争-和平&rdquo;模式正好相反。
他们认为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间歇，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ldquo;战争为万物之父
。
&rdquo;战争被推向世界本原之上。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思维，从地理上来讲，中华民族生活在高山、大漠、极地和海洋的环绕保护之下，
天然屏障中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生存条件十分优越，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习惯用传统的道德来思
考战争，于是传统军事文化思维也就容易将军事活动的价值定位于抵御侵略、反对分裂的&ldquo;正义
战争&rdquo;上。
而西方则很少考虑道德的因素，将&ldquo;功利&rdquo;视为标准，实质上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意
识、一种功利性的扩张思维，军事的直接价值就是国家获得多少利益。
因为两种思维模式的对立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华民族&ldquo;注重防御&rdquo;，而西
方&ldquo;崇尚进攻&rdquo;的军事思维方式。
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我国的军事如何作出突破，实现生存基础上的发展，乃至对战争的遏制或者积
极防御，直到目前也是军事理论上一大难题。
中国军事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而且还来自受文化限制的传统军事思维模式。
最后，火器的运用是一个关键，这得力于科技的进步。
15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在火器技术及其普及程度上大体相当，但很快西方就超过了中国。
就在16世纪初，西方已经开始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而引起近代军事革命。
而我国造成器械制造落后的原因，推及本源还是在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
我国工匠在千年之前就发明了火药，但却并未充分地对其进行开发，而只是用在做做玩具（爆竹），
要么就是用以发送信号（火箭），西方却借此造出了射程十里的大炮。
中国在器物制造方面的落后与制度方面的守旧，致使西方力量侵入东方世界，这也是必然的事情。
现实历史化之后就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恪守又促使历史步步实践。
中国一向重伦理而轻技术的传统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沉淀，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以读书科举为干禄仕进的
终南捷径，从而形成整个社会&ldquo;艺成而下&rdquo;的偏颇观念。
在这种氛围下，科技的发展受到严重压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与西方相比，火器被引入军事领域之后，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正是在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下
，学术科研受到限制，科学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之间未能迅速融合渗透。
这种状况延续到清代，西方国家已在机器工厂的车间里穷思极想用机器制造机器，而大清帝国的军事
科学技术却牛步渐进，在偶然和孤立的进展中积累和爬行。
本书正是借兵器作为引线，来窥见历史发展的轨迹，见证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每一件兵器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事件，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火器，人类以原始生产工具而出现的兵器，
步步推进。
但在此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的差异，使中西方在兵器的制造和装备使用上呈现出彼此相
异的文化区分。
兵器的分期、发展及中西方对兵器的武装，将在本书中以大量的史实资料表现出来，从而将数百年来
军事科技的历史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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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国兵道》以大历史巡礼的叙事方式，纵横捭阖，解开世界上各大帝国的兴衰之谜，分析评述
中外文明之间的博弈历程，再现那些叱咤风云的王朝辉煌，比较各种湮没在时间尘埃里那些曾经饮尽
鲜血的兵器火器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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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明朝中后期海军衰落的表现
　4．明朝中后期海军衰落的原因
　5．明朝中后期海军衰落的影响
　6．明王朝的马六甲
　7．同时期西方船舰的发展情况
　8．高度发达的明代火器
　9．中西方火器技术的交流
　10．沐英发明的三行火铳战法
　11．晚明科技与思想
第八章　 陆战为王，海战为寇
　1．梦回300年前的清朝与沙俄
　2．神奇的藤牌军
　3．火炮，怎一个"威"字了得
　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5．致远舰上的猛人--邓世昌
　6．这不仅仅是个结束
　7．具备科学发展观的李鸿章
　8．吉野号--北洋舰队永远的痛
　9．甲午之痛非军事之败
　10．中日甲午战争前的日本明治维新
　11．失败后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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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让欧洲人活见鬼的蒙古军团历史总是重复上演着胜者王、败者寇的故事，而打天下必不可少的决定性
条件就是军事力量的强大。
想那崇文轻武的宋朝在多年的挣扎中也不能攥紧了拳头，铁骨铮铮地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强悍，渐渐在
弱肉强食的历史规律前被彪悍的少数民族政权蚕食。
而这些一心问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中，真正地杀出了一匹黑马，它灭西夏，破西辽，亡金国，吞南
宋，又虎视眈眈、咄咄逼人地多次西征，在马背上夺取了一个广阔的天下，这就是元蒙政权。
从蒙古国到一统天下的元朝，中国军事已发展到令世界震撼的地步。
然而，这一切都要从那只草原雄鹰--成吉思汗谈起。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立即开始对中国北方的各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蒙古军队一开始完全依赖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和过去的游牧民族军队一样，没有步兵攻坚力量的
协同。
在中原各高大坚固的城墙面前，强大的骑兵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在野战中所向无敌。
很快，蒙古人从辽、金、西夏的军队学到了步兵攻坚的本领，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
学会了运用汉族的新发明--火药和抛石武器。
在战术的运用上，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
特征。
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
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
他们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
击后便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
来。
这种战术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用过。
但像蒙古人一样利用四处游骑做间谍，大规模的骑兵可以随时远距离攻击的情形则没有出现过。
加之蒙古人大量地编入汉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使用汉族先进的攻坚器材担任攻城的任务，使他们
在东方无论是野地浪战还是摧城拔寨，几乎所向无敌。
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
和重剑的杀伤力远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
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
欧洲军队的战斗无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是在很小的战场内进行的。
而且，欧洲军队有惯常的骑士之风，崇尚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当他们遇见可以把方圆百里
的地方作为战场、且习惯于迂回的蒙古军队时，他们的确是碰上了无法想象的战争场面。
蒙古人西征时，在大部队与敌正面遭遇的时候，蒙古骑兵会迅速排成战术队伍发起正面的攻击。
其战术队形通常是排成五个左右的横队，每个横队均为单列。
各横队相距很宽的距离，这样形成了远远大于对手的宽大正面（从现代战术来讲，这种极易被对方冲
击的宽大正面是极为不利的）。
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相对于东方军队），其余为轻骑兵（相对于西方的轻骑兵）。
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游骑四处做表面上无意义的运动。
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快的速度冲出，
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学来的毒箭。
几次骑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
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回击，他们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
才能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
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
而这种反复的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
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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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
距离的砍杀。
蒙古军队在骑兵快速大纵深地前进时，如遇敌坚固的城堡，通常只留少数部队监视，以待后续的攻坚
工兵，大部队仍继续高速前进，使后方的敌人根本无法做出战争准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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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专业书评：煮酒谈兵，不亦快哉&mdash;&mdash;读《大国兵道》有感作者：煮酒论剑我一向认为，畅
销书之所以畅销，是有它的道理的。
大众喜闻乐见的书籍，总会有它的价值所在，跟风读书未尝不是多读好书的一条捷径。
这本《大国兵道》，正是我闻风而购，跟风而读的一本好书。
好在哪里？
我总结了三个字：新、趣、实。
先说新。
老实说，自从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火了之后，各种各样的讲史类图书层出不穷，所谓
的&ldquo;明月体&rdquo;也大行其道。
讲春秋战国东西汉、讲隋唐两宋元明清&hellip;&hellip;这些书良莠不齐，即便是上佳之作，也只是拾人
牙慧，超越不了当年明月的高度。
这本《大国兵道》却另辟蹊径，从一种全新的史料角度--兵器史、军事史来入手，来讲述世界各大帝
国崛起的历程、武力对比的优劣、文明发展的兴衰。
作者采用了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ldquo;虚实相间&rdquo;写史方法，像&ldquo;假如亚历山大大帝
突破印度，兵锋指向中国；假如大唐帝国没有抵抗住阿拉伯帝国的进攻；假如郑和的无敌舰队遭遇到
西方殖民探险者&hellip;&hellip;&rdquo;等等，作者通过这种看似关公战秦琼的猜想，将中外军事、政
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劣比较分析得淋漓尽致，又精彩刺激。
这种全新的写史方法在我看来，是继当年明月小说式写史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写史方法。
第二是趣。
任何人都不喜欢别人板起脸来说教，尤其是像历史这样看起来很严肃高深的东东。
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史学家还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能把枯燥乏味的理论说得娓娓动听、引人入
胜。
一本好书除了内容价值之外，还应该具备可读性和广泛传播性，而后者往往是通过前者来达到这一目
的的。
《大国兵道》不是严肃的历史教科书，想象恣意汪洋、语言生动幽默，读来轻松有趣，即便你不是一
个历史爱好者，那么就如读一些趣事，了解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一般去读这本书，也会让你读得下去
，在会心一笑中有所收获。
第三是实。
当年明月可以像写小说一样去写史，但却不能把历史写成小说。
历史本身是严肃的，是有根有据的。
《大国兵道》正是这样一本嬉笑于外而严肃于内的书。
本书作者是研究比较历史的，术业有专攻，因此书中引用的史料准确详实，所做的分析比较也头头是
道。
其中很多知识一般人是难以接触到的，令人大开眼界。
因此本书也不仅仅是让人读后一乐，休闲而已，而是有很高的文化性、文学性、知识性、思想性，是
一本有价值的、有实用意义的书。
《大国兵道》的畅销，说明快餐式的娱乐和营养丰富的文化能够在同一本书中合为一体，并得以为广
大读者接受。
谁说现在的人不读书？
谁说现在的人不读好书？
如果我们明白了一本好书好的定义，如果我们不把大众文化当成庸俗文化，自命清高，自以为是，那
么我们更能够明白《大国兵道》畅销的道理，更能够发现《大国兵道》文化的价值，更能够体会《大
国兵道》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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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突破印度，兵锋指向中国&hellip;&hellip;如果，大唐帝国没有抵抗住阿拉伯帝国的
进攻&hellip;&hellip;如果，郑和的无敌舰队遭遇了西方殖民探险者&hellip;&hellip;1.这是一本肯定会畅销
的书。
2.一本比畅销书《帝国天下》更全面、更深刻、更新颖地论述中西方各大帝国崛起、兴衰秘史，并在
政治、军事方面进行比较的书。
3、内含大量珍贵图片，图文并茂。
4、著名历史专家，何敏锐执笔写作，行文幽默有趣，通俗易懂。
开创虚实相间讲述大国之间政治军事碰撞的书。
想象新奇、场面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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