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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完成这部著作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军事历史的由衷热爱。
古今士子对于议论兵戎之事多有浓厚的兴趣，正如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曾听过宁可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的地
理环境》一课，老师纵论古今形势之演进，屡出妙语灼见，满堂学子为之倾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
我毕业任教以后，有幸分配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接受宁可先生的专业指导，后又在其门下攻
读博士学位，耳提面命，获益良多。
先生曾推荐阅读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
和南北对峙局面来研究军事枢纽问题。
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拟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遂奠定了探讨此项课题
的决心。
由于《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一题目所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夏商以来至明清垂垂四千余年，
所涉及的军事重镇不可胜数，以个人渺渺之身来对它们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庄
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另外，现代学者亦对于历代兵家要地多有论述，如何在前人的成果基
础上取得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在动手写作之前曾对这项课题的研究范围和切入角度做了一番详细的思索，特向读者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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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一 兵学中的“衢地”——枢纽区域二 我国古代战争的地域分类和锁钥地点三 对内地战略枢纽形
成原因的分析四战略枢纽与首都及基本经济区的关系五 我国古代枢纽区域地位价值的演变郑州在三代
战争中的枢纽地位一 “甘”地与夏初军事冲突的地理背景二 “韦”地对商汤灭夏作战方略的影响三 
“阑(管)邑”与武王伐纣的战略部署四 周初洛邑的兴建与枢纽区域的西移三 代中国的经济区划、政治
格局与国家防御战略一 东亚大陆在三代时期的地理形势二 从地理角度来看三代建立、巩固国家的战
略活动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一 诸侯争郑的历史演变二 诸侯争郑的原因三 郑国对盟主承担的义务四 列
强为争夺、控制郑国而采取的策略、手段五 春秋后期争郑战事的沉寂春秋地理形势与列强争夺中原地
带的战略一 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二 春秋战争之地域分析三 从地理角度所见列强争夺中
原地带的战略四 余论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一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疆域及其主要特征二 
从战国前期魏之用兵方向和次序分析其地缘战略三 从地理角度分析魏国的战略失误战国中叶秦、齐、
楚诸强对“天下之枢”——韩魏的争夺一 韩魏两国的枢纽地位和战略价值二 列强争夺韩、魏的政治
、外交斗争三 从地理角度分析齐、秦、楚国的进攻战略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一 战国
中叶的地理形势与函谷关、豫西通道的重要军事价值二 范雎献“远交近攻”之策以前，秦在豫西通道
沿线的作战方略三 战国后期秦军主攻目标的改变与进兵路线之转移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一 敖仓出
现的历史背景二 敖仓对关中、山东势力军事影响之异同三 东汉敖仓军事意义的削弱四 敖仓在魏晋南
北朝废置的原因合肥与曹魏的御吴战争一 孙吴在合肥——寿春方向的历次进攻战役二 合肥在军事上
备受重视的原因三 曹魏防守合肥的兵力部署与战略之演变孙吴的抗魏重镇濡须和东关一 吴国所置濡
须督将考述二 孙吴在濡须驻军的人数三 濡须守军的兵力部署四 魏吴在濡须地区的历次攻防作战五 濡
须地区在军事上备受重视的原因六 结语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一 对太和二年孙吴“东关”地理位
置的疑问二 三国有三“东关”，贾逵所向之“东关”乃武昌三 “东关(武昌)”名称来历的探讨蜀国在
汉中的兵力部署与对魏战略之演变一 汉中郡的地理特点及战略影响二 蜀国对魏战略与汉中兵力部署
之演变三 汉中对蜀魏两国作战影响之区别东晋南朝战争中的寿春一 寿春战略地位之分析二 寿春的城
防与周边要戍三 南北双方在寿春地区的水战四 余论河东与两魏周齐的战争一 “河东”地望及其历史
演变二 河东区域的地理特点三 东、西魏分裂后的军事形势四 西魏弘农、沙苑之战的胜利与军事形势
之变化五 西魏巩固河东防务的措施六 沙苑战后东魏北齐对河东、汾北的反攻七 从地域角度分析西魏
、北周进攻战略的演变北朝至唐中叶的河阳三城一 河桥的由来二 河阳三城的建立三 河阳三城的筑立
原因与战略影响四 西魏、北周攻取河阳的战略演变五 隋朝的河阳六 隋末唐初战争中的河阳七 唐朝前
期的河阳八 安史之乱中的河阳三城九 五代以后河阳战略地位的衰微隋末唐初战争中东都洛阳的防御
部署一 隋朝政府对洛阳的军事防御部署二 隋王朝以东都为战略防御枢纽的原因三 从地理角度分析隋
朝东都防御部署的弱点及失败原因蒙古灭宋之役中的襄阳一 襄阳的地理环境与军事价值二 南宋在蒙
古灭金之后的防御部署三 窝阔台时期蒙古的南征与襄阳防务之废弛四 蒙哥的征宋之役与襄阳防务之
复振五 蒙古南征战略的再次调整与进攻襄阳的谋划成功附一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一 夏、商、
西周时期的防御战术二 三代作战不据城防守的原因附二战国秦汉的“陷陈一 “陷陈”的含义二 “陷
陈”的起源三 汉代的“陷陈”部队及其战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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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郑州在三代战争中的枢纽地位　　郑州古称“管”、“管城”，《史记正义?周本纪》引《括地志
》日：“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
”《元和郡县图志》卷8《河南道四》郑州条载：“管城县，本周时管叔之国，自汉至隋皆为中牟县
，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管城县，属管州。
大业二年改管州为郑州，县又属焉。
”“管”在先秦亦称为“关”，受封于该地的管叔也叫做“关叔”，见《墨子?公孟篇》：“周公旦为
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
”毕沅《校正》：“‘关’即‘管’字假音。
⋯⋯《左》僖三十二年《传》云‘掌北门之管’，即关也。
”在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里，该地的名称“管”又写作“阑”。
①邹衡先生通过考证认为：“郑州在成汤未伐韦以前，本名韦，成汤占据韦以后，筑了今郑州商城，
加了‘邑’，或叫都。
但同时又改称‘毫’了，因此又叫‘部薄（毫）’。
”②我国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夏、商、西周三代，各民族集团间的战争在规模、范围、次数、手
段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从地理角度来考察，这个时代的战争特点之一，就是逐渐形成了近代军事地理学所谓的“枢纽地
区”，即位于交通冲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韦、阑、管所在的今河南郑州地区引起了军队统帅们的瞩目，三代建国的君主都曾调兵遣将至此激战
，或在那里设置重兵驻防，其中原因何在？
　　下面试作分析：　　一　“甘”地与夏初军事冲突的地理背景　　据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地区早
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大河村、牛寨、二里岗等原始村落遗址。
至龙山文化——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中原各部落集团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传说中的西方部族首领黄帝
率众东进时，也在这一带长期活动过；黄帝号“有熊氏”，曾“居有熊”，①《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后世所称的“轩辕之丘”也在那里。
古籍中记载黄帝所临的大隗、具茨之山，亦在与郑州相邻的密县。
②后来，当地又成为祝融氏的住地。
见《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虚也。
”夏朝建国之际，初王天下的禹、启率领族众与有扈氏在郑州附近的甘多次激战，史载：　　禹攻有
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
　　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
④　　《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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