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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制，古代多称兵制，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维持、管理、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社会规范，
是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之一。
它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受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民族特点、地理、历史等
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军事制度。
但是，任何军事制度的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一定阶级建设军事力量、实现其统治意志和阶级利益的
工具。

　　本书以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夏商周三代至清代的军制及其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系
统、详细的阐述，内容涉及各代军事领导体制、军队构成、组织编制、武器装备制度、兵役制度、教
育训练制度、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军事法制等诸方面。
从《军制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军制沿革的线索及军制对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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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卫，男，1952年生，重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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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将训练有制，武学武举大兴
4.前期军户制为主体，后期募兵制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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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给建圣库，管理设典官
6.立法定军规，执法极严格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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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制度大体为以后历朝相沿，但权力有轻重之分，隶属关系及四司名称略有变化。
　　设十二卫和太子东宫六率，为全国府兵的最高军事指挥领导机关。
每卫置大将军1人、将军1人或2人为正副长官，下置长史、录事参军及仓、兵、骑、胄诸曹参军等僚属
，分理各自事务。
每率置率、副率为首领，下亦有长史、录事及仓、兵诸曹参军，分掌业务。
直隶于皇帝的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等北衙禁军，各置大将军1人、将军2人为正副长官，僚
属与卫、率无异。
战时，由皇帝通过兵部临时任命行军元帅、行军总管或招讨、宣慰、处置等使为帅，统领从军府或其
他军队调集的士兵出征，战争结束，兵回原营，将归原任。
　　在地方，唐初沿隋制，在各大州和边镇设大总管府，在中小州设总管府，为高级军政机构。
分别置大总管、总管为长，掌管本辖区军政事务。
后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长官称大都督和都督，僚属有长史、别驾、司马等名。
中唐以后，于边镇和军事要冲置节度使、经略使等，为总揽一区军、民、财、政的最高长官，大者辖
州十余，小者亦统二三，都督之权被侵夺。
此外，边境还设有军、守捉、城、镇、戍等军事机构，负责统兵戍守边要。
　　为加强对军权的控制，唐建有监军制度。
武则天执政以前，主要派御史监军。
自玄宗开始，改派宦官监军。
一是派宦官任出征军队的都监或都都监；二是在各藩镇设监军使，以监护将帅，控制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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