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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对中国历代甲胄有了很多接触和研究，为了工作中使用方便，就把
各种资料文献中关于甲胄的形制按照自己的理解绘制下来。
久而久之绘制的甲胄形制越来越多，也就有了积累成册的打算。
并于2007年得到上海戏剧学院刘永华教授（《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作者）、北京服装学院袁仄教授的
指导，这期问我也去过山西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考
察实物。
书稿前后修改过六个版本，历经近三年之久。
　　关于中国甲胄，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经常出现在戏曲、绘画、影视剧等作品中，
陌生的是它在各时期真实的样子。
它是什么样子的结构？
它是怎么穿戴的？
等等诸多的问题让我们想更多的了解它们，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虽然已经有很多相关著作问世，且内
容严谨、科学，但大多是以文字叙述为主，读者需自行想象其形态，这就难免产生读者曲解误读的情
况。
本书以绘图分解方式直观、具象地讲解中国甲胄的形制、结构、材质等方面的知识，让读者更容易认
知、理解。
　　另外，在中国历朝历代保留下来的各类资料中，有些朝代资料丰富，有些朝代则资料匮乏。
比如秦始皇陵的发现就给世人提供了比较完整而且可靠的研究依据，而有些朝代甚至没有实物出土过
，因此大多著作没有办法详细地解析它们，所以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出既全面又完整的答案。
　　本书在已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各个朝代的已知资料比例，加上了不同程度的假设来描绘各
时期有代表性甲胄的结构和穿着，尽量使各个时期的甲胄都能全面、直观地展示出来。
　　这是一次尝试，所以其中一定会有不少纰漏或谬误，欢迎大家予以批评指正。
希望随着中国各地一系列考古成果的继续发现，最终会让中国的历代甲胄真实地展现出来。
所以本书不属于考古学术类书籍，请读者不要以此书作为还原历史真实的直接依据。
　　这里再次特别感谢刘永华教授、袁仄教授为本书提供的珍贵帮助。
谢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画说中国历代甲胄>>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传世文物、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以图解的方式，再现中国历代军人甲胄的基本风貌，
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其主要特点在于它，根据各个朝代的已知资料比例，加上了不同程度的假设
来填补拚缀未知的空白，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甲胄的形制、结构、系缚等，都作了认真的揣摩与描摹
，并以假想设计了古人穿戴甲胄的步骤，从而使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甲胄都得到全面直观的展示，
其成果对于军戎服饰研究和影视、戏剧、动漫、游戏等各个相关领域的美创人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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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资料记载汉代军队使用章、幡和负羽三种徽识。
　　① 汉代四中武士所负之物。
是根据陕西省成阳市北郊杨家湾汉墓兵马俑绘制。
据文献记载，章的上面写有配戴者姓名、所属部队等资料，便于在牺牲后识别身份。
但笔者认为在汉兵马俑等资料中并不是每个士兵都佩戴这种章的，并且作为识别士兵身份的徽识完全
没必要背在后面更没必要做成这么大的尺寸，笔者认为这种章和二战时期美军战地军官所戴钢盔背面
的标识作用可能一样（右图），是为了小队其它人员能紧紧跟随指挥官，避免跟错队而使用的，所以
这种章很有可能也是汉军基层军官所佩戴的。
　　② 根据陕西省咸阳市北郊杨家湾汉墓兵马俑绘制。
多数资料说幡是作为指挥官标记而佩戴的，这种说法虽然是可行的，但笔者认为更可能是信使、传令
官特有的识别装饰，因为杨家湾汉墓中披戴幡的汉兵马俑连护甲都没有，这在战场上是不合乎逻辑的
。
　　③ 在各种文献中常常提到负羽，但是并没有形象上的说明，但其中有一种根据汉俑背后的盒子是
装置负羽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它作为装置弩箭的矢箙（fu）更为合理。
　　④ 负羽作为什么人使用也并不明确，但作为基层军官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明显的标识会使
敌人集中兵力加以攻击。
根据日本战国时期的资料，当时的军队中也有类似负羽的装束，佩戴者是传令兵，明显的标识方便传
令兵往来战场与大本营之间。
也许汉军中的负羽也是如此作用。
图中所绘是根据日本战国时期铠甲背后安装的指物装置（右图）而假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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