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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
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
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
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文库基本上涵
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
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
化交流的主要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本书为
哲学社会科学类，作者着重从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兵员、兵制和兵文化演变的角度对中国
历史、中国文化作了一番全新的剖析。作者还对中国古代文官与武官的关系、士大夫与
流氓的关系、家族制度与国家体制的关系，皇族血统退化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等问题都作
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对中国历史分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内容简介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探讨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官与武官的关系、家族制度与国
家治理的关系、皇族血统退化与国力盛衰的关系、中国历史的分期等问题。由于本书主
要内容写成于1930年代，作者对中国古代兵制尤为关注。作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游
牧民族未能对中原构成大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原各诸侯国不仅平民当兵，富人、贵族也
当兵，近于全民皆兵，军队素质高、战斗力强；而自汉代以后，军队多由流民组成，战
斗力明显下降，所以不断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作者推崇文武兼备，认为武德使人
坦白光明，而文德之畸形发展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病态。本书版本采用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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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中国的兵
（一）春秋
（二）战国
（三）秦代
（四）楚汉之际
（五）西汉初期
（六）汉武帝
（七）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八）东汉
（九）后言——汉末至最近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
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
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
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
，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一）春 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
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兵，即或当兵也
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
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国
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
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
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政的划
分如下：一 中国的兵 （一）春秋 （二）战国 （三）秦代 （四）楚汉之际
（五）西汉初期 （六）汉武帝 （七）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八）东汉
（九）后言——汉末至最近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
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
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
，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
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 （一）春 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
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
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
、《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
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
高子帅五乡焉。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
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
。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政的划分如下： 
（一）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二）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三）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四）里分十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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