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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
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诸子学，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学，以左迁为代
表的史学，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学，以《诗经》、乐府、李杜韩白苏辛周姜为代表的诗词学，以
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关王白马高孔洪为代表的曲学，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为代表的小说学，还有其余相关的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等诸种学问，应该是国学
的主要内涵。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国学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在不断丰富发展，唐代的国学总比秦汉要丰富
，后代往往胜过前代，国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国学的典籍
、文献资料也有所扩展增添。
近百年来，大量甲骨文的发现，青铜铭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古籍的发现，敦煌宝藏
大量经卷典籍的发现，西部大量古文书简的发现，不是使我们的国学、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大大地
丰富了吗？
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吗？
所以，国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载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
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力量
的源泉。
从内容上看，国学与传统文化部分内容是重叠的，但国学并不能完全等于传统文化研究。
西方文化进入以前，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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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兵学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在对影响乒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武器技术装备、军队体制编制、军事地理、兵种与兵役、作战
方式、军事训练等等，开展认真梳理与深入阐述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并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杰出兵学家
、主要兵学著作和先秦两汉诸子学派的兵学思想及其对兵学发展的贡献，揭示了先秦两汉乒学文化嬗
变的内在规律与基本特点，为人们第一次准确勾勒了伊始于“军礼”，转折于“诡道”，演进于“整
合”，终结于“更化”的先秦两汉兵学文化发展主线与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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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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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集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主编)，并著有学术随笔集多种，曾在《历史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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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实力。
编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
五人为伍。
”其特点是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
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
可见，其阵是以二十五乘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
置稍居后。
这就是在“三阵”框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
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另外，缩葛之战中郑军首先攻击周王室联军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从三面攻击周军中军，说
明当时的“三阵”已采用了侧翼攻击方法，有别于西周时期平行推进的全正面进攻。
其他，如以十五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五十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
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
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在战车的两侧和前
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和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
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
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调动，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追击创造了条件。
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这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
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三阵”为基本形式的条件下，军阵内部的结构（战术编组）是处于不断的演进改革过
程之中的。
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概括总结，指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车阵的进攻战术有了很大变化，大体经历了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初期，这时的进攻队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阵；第二阶段是春秋中期，以车兵
为主，步兵人数剧增的疏散方阵进攻；而第三阶段则是春秋末期的纵队进攻了。
这一勾勒的大体脉络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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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儒家学说从总揽全局的高度，为战国兵书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使战国
兵书在哲理上获得了升华；而注重实事的法家学说，则从政治操作的层面，满足了大变革时代对兵书
的要求。
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这两者的密切结合，互为弥补，这就是儒、法两家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
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渗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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