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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兵，是中国历代军队在实战中使用的兵器和装备的总称。

本书作者依据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分析古代兵器发展演变的序列，保证实物标本的可靠性和
科学性；同时对有关文献加以考辨、去伪存真，再与实物标本相结合，进行深入的探研。
从注重出土兵器的组合关系，考虑到兵器与使用者的联系，进而推导其与兵种、战法的联系和制约关
系；并且充分注意中国古代战争的特点及其对兵器的影响，包括工艺技术、兵法、礼俗、兵种、装备
与民族的关系，及兵器的民族特征等方面。

本书二十个讲题依古代兵器的历史分期规律编排，在材料运用上兼顾文献、考古，旨在将准确的知识
及最新的学术成果系统的介绍给大众。
文辞晓畅，图文并茂，是一部严谨的中层文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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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考古出土情况可知，当时车上乘员的位置和兵器配备是：一乘战车上有三名乘
员，主将或射手的位置在左面；武士在右面，即“右”（或称“戎右”），他是进行战斗的武士。
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他的任务就是御马驾车。
因为当时的马车都是单辕，在两侧驾二马，驾车的人只有站在正对车辕的居中位置上，才能保持车子
的平衡和很好地控制双马。
这种一乘战车上有三个乘员的制度，正是在商代就已采用。
安阳殷墟发掘的小屯C区M20车马坑中，埋有一辆驾马的战车，还殉人了这辆车上的三个乘员和他们
的兵器。
其中“戎右”身边的一组兵器最为典型，包括有远射的弓矢，但弓已朽毁，箭箙也已朽毁，里面装的
两组箭只剩下了镞头，每组10枚，一组是青铜镞，另一组是石镞。
用来格斗的长柄兵器是戈，有铜质的和石质的各一件。
用于卫体的兵器，有一柄长32厘米的马头刀。
另外，还有用来磨兵器的两块砺石。
这种一车三乘员和他们的如此分工，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并且在文献中留下相应的大量记载。
 此外，战车上可以装备旗鼓等指挥用具，方便了部队的通信联络，保证了战斗指挥。
但是限于当时马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对当时车战的进行，包括战斗队形、作战方式等等方面，都
有着很大的局限和影响。
 首先，两马双轮战车颇为笨重，一乘车的总宽度超过3米，驾上辕马以后，全长也有3米左右，也就是
说一乘晚商战车，至少要占9平方米的面积。
同时轮大箱短，运转不很灵活。
加上又是单辕而用缚在衡上的轭驾马，全靠辔来控马，所以驾好车很不容易，除非受过专门训练，否
则很难胜任。
车体既笨重，驾驭又困难，要想拐弯半径很大，因此临阵变换队形是难以办到的。
又由于车体长、面积大，同时当时弓矢的射程有限，所以难作纵深配置，更无法采用纵队的队形战斗
。
因此通常是采用一线横列队形，配置二线兵力，需要把后列战车排在相当于前列两车的缝隙处，才可
能发挥其远射兵器的威力。
 其次，双方接战时，先是弓矢对射，当逼近合战，就必须与对方错毂时才有格斗的可能。
因为受战车本身结构上的限制，使得两车正面相向时，车上的乘员无法相互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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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讲系列:中国古兵二十讲(插图珍藏本)》二十个讲题依古代兵器的历史分期规律编排，在材料运
用上兼顾文献、考古，旨在将准确的知识及最新的学术成果系统地介绍给大众。
文辞晓畅，图文并茂，是一部严谨的中层文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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