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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
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系统的国防教育，加强普及国防知识，不仅是现代化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
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需要。
　　本书是《军事小天才丛书》之《未来的战争与战法》，书中告诉你了一些“未来的战争与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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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争形态的历史回顾　　战争形态是指由主战兵器、军队编成、作战思想、作战方式等
战争要素构成的战争整体。
其中，主战兵器、军队编成、作战思想、作战方式等战争要素的变化决定了不同战争形态的特性。
主战兵器决定着军队的编成、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不尽相同的战争形态。
主战兵器是战争形态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标志。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把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将可能发生的战争分为四种战争形态，即冷兵器战争、
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第一节 冷兵器战争时代　　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人类的作战武器是肢体和木石器具（如石斧
、石刀），这时间大约历经了五六十万年。
从当今出士的石兵器判断，中国最古老的兵器是古代猿人采集石英石、砂岩等原料，经过敲打、磨制
而成的，有扁、圆、方等各种形状。
它们为后来金属兵器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与此同时，人们还借用兽骨、蚌壳、竹木等材料制作兵器。
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中，没有正式的军队，战争组织由氏族部落成年男子组成；作战武器是狩猎或
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石制、木制或骨制的生产工具；作战指挥通常由部落首领负责实施；采用搏斗及狩
猎式的作战方式。
　　一、冷兵器的出现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夏_E朝）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
一次军事变革——冷兵器军事变革。
冷兵器军事变革是以“金属兵器”代替“木石兵器”为主要标志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变革
，是对原始军事活动状态的否定和超越。
　　据兵器史料记载，青铜兵器在夏王朝已经用于装备军队。
到了商代，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青铜兵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制品有长杆格斗兵器戈、矛、
斧，卫体兵器短柄刀、剑，防护装具甲、盾等。
商代以后，铜的采掘和青铜冶铸业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考工记》中有关于“六齐”的论述，已经总结出春秋时期一些青铜兵器中铜和锡的组配比例。
其中斧是五比一，戈是四比一，大刃是三比一。
有了这些组配比例，就能保证所制各种兵器有适当的坚韧度，满足作战的需要。
这表明，当时铜兵器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是铜器的衰变期。
这时期虽然在铸造技术上有许多发明与创新，然而在整体上却衰落了。
因为铜兵器密度较大，韧性不够，一寸长一寸强的武术器械优势得不到体现。
战争迫使人们不得不致力于追求兵器材料的革新，铁器顺应着这种需求，登上了战争兵器的舞台：　
　铁质兵器在我国运用得非常早，1931和1972年在河南、河北出土的铁援铜戈和铁刃铜钺，证明我们
的祖先用铁制作兵器从商代就开始了。
但是，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对铁的冶炼技术还没有掌握。
一直到了春秋晚期，我们的先人在冶铁上取得了生铁、钢与铸铁柔化技术重大的突破时，才意味着真
正意义上铁器时代的到来。
早期的生铁含碳量太高，质地硬而脆，很容易折断，妨碍了它的实际运用。
生铁的柔化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生铁进行长时间的加热，使原来的碳化三铁得以分解为铁和石墨，原来的脆性铁就变为了展性铁。
钢铁刚且有弹性，用以制作的兵器在战斗中既不易折断，又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三国张飞的丈八蛇矛、关羽的偃月大刀等就产生在冶铁技术发展的成熟时期。
铁兵器的广泛制造和投人运用，使得冷兵器的质量和性能大大得到提高，使古代中国军队的兵器发生
了巨大的变革。
大量手持锋利铁兵器的骑兵、步卒等相应而生，在一次一次的实战中总结格斗经验，各种新兵器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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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而出，其用法也随逐渐走向成熟。
正由于此，才有后来的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二、冷兵器战争的特点　　冷兵器战争，主要指农业时代（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0世纪），以青
铜、钢铁等金属装备为主战兵器的战争。
冷兵器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木石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
军事活动中，有了职业军队，各国的军队都有着正规的编制的，组织严密，每一级组织都有一名头领
，等级森严，军令严格。
组成军队的兵种也有了功能分类（如，挥舞马刀的骑兵和拿着长矛的步兵以及手握弯弓的弓箭手等）
。
士兵们还配备了铠甲、战车和比木石兵器锋利百倍的金属兵器，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由于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是一种近体格斗的武器，冷兵器杀伤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人的体能，体能是
冷兵器时代能量释放的基本形态。
体能的大小决定了冷兵器作用力的大小。
因此，在冷兵器时代，军队数量多、士兵的身体素质好就成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当然，国家对军人的素质要求就是“体能”及“搏杀技巧”，体能强、武功高的士兵往往会被提拔重
用。
　　冷兵器战争在战术上对“阵法队形”非常注重。
战争开始前，作战双方在空旷的地域排兵布阵，“将领”位于队伍的最前面，战争发起后，身先士卒
带领属下与对方展开近距离的作战。
血腥肉搏、刀光剑影、战马奔腾、锣鼓震天是冷兵器战争时代战场情形的生动描述。
好莱坞电影《勇敢的心》、《亚瑟王》、《魔戒》、《特洛伊》、《角斗士》、《天国王朝》等，非
常形象地描绘了令人震撼的冷兵器混战场景。
综上所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一种近体格斗的体能释放形态，其基本战术是集团冲杀、方阵队
形、将对将、兵对兵，具有前后方界限分明、军队人数多等特点。
不过，这个时代行军速度缓慢，后勤补给缓慢，物资运送耗损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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