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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中国的兵》和《无兵的文化》。
有关中国兵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雷海宗从侧面发力，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兵的精神，也就是武德的历
史及其丧失，其间牵出中国文化中很多值得注意的特点。
6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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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
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总起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各
以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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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外的春秋时代　　雷海宗　　一　　春秋时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发展上，都可说是最美满的
阶段。
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战国。
它仍保有封建时代的侠义与礼数，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乱与不安；它已具有战国时代的齐整与秩序，但
尚未染有战国的紧张与残酷。
人世间并没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但在人力可能达到的境界中，春秋时代可说是与
此种理想最为相近的。
　　春秋背景的封建时代，是文化发展上的第一个大阶段。
由制度方面言，封建时代有三种特征。
第一，政治的主权是分化的。
在整个的文化区域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称王（如中国的殷周），或称皇帝（如欧西的所谓
中古时代）。
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天下的土地与人民，虽然大家在理论上或者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
”他所直辖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分的王畿，并且在王畿之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
的状态。
至于天下大部的土地，都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实际各自为政，只在理论上附属于帝王。
但诸侯在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他只自留国土的一小部份，大部土地要封与许多卿大夫，
分别治理。
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绝对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于一批家臣的手中。
家臣又可有再小的家臣。
以此类推，在理论上，封建贵族的等级可以多至无限，政治的主权也可一层一层的分化，以至无穷。
实际的人生虽然不似数学的理论，但封建政治之与“近代国家”正正相反，是非常显明的事实。
　　封建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阶级的法定地位。
人类自有史以来，最少自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来，阶级的分别是一个永恒的事实。
但大半的时期，这种阶级的分别只是实际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认并且清清楚楚规定的。
只有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等级、业务、权利、责任，是由公认的法则所分派的。
　　封建时代的第三个特征是经济的，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邑，而非私产。
自由买卖，最少在理论上不可能，实际上也是不多见的。
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邑。
土地最后的用处，当然是粮食的生产。
生产粮食是庶民农夫的责任，各级的贵族，由帝王以及极其微贱的小士族，都把他们直接支配的一部
土地，分给农夫耕种。
由这种农业经济的立场看，土地称为井田（中国）或佃庄（欧西）。
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绝无自由买卖的办法，井田可说是一种授给农夫的“采”，不过在当时“封
”或“采”一类的名词只应用于贵族间的关系上，对平民不肯援用此种高尚的文字而已。
　　总括一句：封建时代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自由流动的社会，没有自然流通的经济。
当时的政治与文化，都以贵族为中心。
贵族渐渐由原始的状态建起一种豪侠的精神与义气的理想，一般的纠纠武夫渐渐为斯文礼仪的制度所
克服，成了文武兼备的君子。
但在这种发育滋长的过程中，政治社会的各方面是不免混乱的，小规模的战事甚为普遍，一般人的生
活时常处在不安的状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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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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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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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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