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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作者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著名历史学家
。

本书由作者陆续发表的论文组成，探讨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家族制度与国家治理、皇
族血统退化与国力盛衰等几大关系。
作者推崇国家文武兼备，不要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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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扬名中外的史学大家，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以博闻强记、史学自成体
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雷海宗提倡兼顾考证和综合，是“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其主要著作有《国史纲要》《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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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上编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
　一 中国的兵
　二 中国的家族
　三 中国的元首
　四 无兵的文化
　五 中国文化的两周
下编
　总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
　六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七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附录——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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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但已被新设的中垒校尉所并。
七校统称北军，由中垒校尉总管。
中垒校尉同时又掌管西域，所谓北军已不是专卫京师的禁军。
至于这七支军队的组成方法，三支外族兵当然是由胡越的降人充当；其他四军的士兵如何召来虽不可
考。
但由期门羽林的例与当时人民不肯当兵的风气来看，一定是由召募而来，或者也多是六郡的子弟。
这是汉武帝时第一种新的兵力。
汉初戍边的人以一年为期。
但这种办法并不妥当，文帝时晁错已见到此点。
胡人游牧为生，往来不定，乘虚入寇，边兵防不胜防。
中央或邻地发大兵来援，胡寇早已不知去向。
所以边兵费的粮饷虽多，效力却微乎其微。
戍兵屯边一年，对边情方才熟习，就又调回，新来的兵仍是生手。
况且戍边本是苦事，内地人多不愿去。
晁错见到这种种困难，于是想出屯田的方法，专用囚犯与奴婢，不足用时再以厚利高爵召致良民。
这些边兵兼营农业，可省去国家一大笔军费；都终身甚至世世代代守边，对边情必定熟习，防御边寇
的效率必高。
文帝听信了晁错的话。
开始在边境屯田。
②但大规模的屯田到武帝时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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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雷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著名的富有思想的史学家，在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方面
，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极富见地。
⋯⋯我认为，其分析之深刻，笔力之犀利，观点之独到，用心之良苦，对东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知识之
渊博，给人的震撼力仍然不是时下一些使用了大量现代术语的文章可以相提并论的。
何炳棣：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的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
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
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
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
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陈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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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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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陈晓律：  雷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著名的富有思想的史学家，在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积弱的根
源分析方面，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极富见地。
⋯⋯我认为，其分析之深刻，笔力之犀利，观点之独到，用心之良苦，对东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知识之
渊博，给人的震撼力仍然不是时下一些使用了大量现代术语的文章可以相提并论的。
　　何炳棣： 回忆清单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的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
极面之“深” (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
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
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
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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