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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兵书，在我国源远流长、卷帙浩繁。
是我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军事斗争的产物，又对人类的军事斗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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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兆春，中国军事技术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祖籍江苏高邮，出生于上海。
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1963～1973年，从事国防科研工作。
1974年至今，在军事科学院从事中国火器史、军事技术史、中国军事史研究。
已出版的专著有9种：《中国火器史》、《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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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兵书发展源流  一  甲骨文和金文的军事记载  二  最早的兵书《军志》和《军政》  三  兵书
著述的第一次高潮——春秋战国时期  四  唐宋时期兵书著述的创新  五  兵书著述的第二次高潮——明
代后期  六  兵书著述(含译)的第三次高潮——清代后期第二章  历代兵书集粹  一  “兵圣”孙武及其“
兵经”《孙子兵法》  二  战绩煌煌的吴起及《吴子》  三  执法如山的司马穰苴及其宏大深远的《司马
法》  四  身残志坚的孙膑与竹简《孙膑兵法》  五  兴周灭纣的姜子牙及《六韬》  六  史书记载的尉缭
和《尉缭子》  七  圯上奇翁黄石公及《三略》  八  李世民和李靖的《李卫公问对》  九  少室书生李筌
及《太白阴经》  十  知文通武的曾公亮及其《武经总要》  十一  城防专家陈规及《守城录》  十二  首
倡兵制研究的陈傅良与《历代兵制》  十三  胸怀韬略的华岳及其《翠微北征录》  十四  《南船纪》和
《龙江船厂志》  十五  抗倭名将戚继光及其练兵论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十六  首倡海防研
究的郑若曾及《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  十七  自发从戎的何良臣和《阵纪》  十八
 博学知兵的唐顺之及《武编》  十九  火绳枪专家赵士桢与《神器谱》  二十  威严廉洁的何汝宾及其创
论火器战法的《兵录》  二十一  兵学巨匠茅元仪及其编纂的《武备志》  二十二  威震蓟辽的孙承宗和
《车营叩答合编》  二十三  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与《西法神机》  二十四  火器理论家焦勖及其专著《
火攻挈要》  二十五  博学多思的黄道周及其评注的《广名将传》  二十六  宛溪先生顾祖禹及其千古绝
作《读史方舆纪要》  二十七  抗英殉国的关天培及其《筹海初集》  二十八  师夷制夷的倡导者魏源及
其《海国图志》  二十九  军事技术家华蘅芳及其译著《防海新论》  三十  三度抗击列强入侵的爱国名
将聂士成及其《淮军武毅各军课程》  三十一  兵工专家徐建寅及其《兵学新书》第三章  中国兵书通览
 一  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  二  历代兵书的分类  三  历代兵书论述了哪些军事问题  四  历代兵书的社会意
义和历史价值  五  历代兵书的特点  六  中外兵书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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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编制的方式和训练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以德军的编制装备为模式，吸取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
战争经验，以及清军几次抗击外军入侵失败的教训，全部改用新式武器，编练马、步、炮、工、辎重
合为一体的合成军，采用德军操典进行训练，让官兵学习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和
理论，以适应抵御外侮的需要。
这些主张和措施，反映了晚清军事要员和统兵将领，在建军和作战思想上，放弃湘军营制和战法而改
习西法的重大转变。
　　淮军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率先组织部下编写了晚清第一部军事训练条令式的兵书《淮军武毅各军
课程》。
在其影响下，张之洞组织编写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和《湖北武学》，袁世凯组织编写的《训练操法
详晰图说》，刘坤一组织编写的《江南陆军学堂武备课程》等官方军事训练条令式兵书，纷纷应时并
放。
其中《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还有幸得以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式出版。
这些兵书虽然也不乏为清王朝卖命献身之训词，以功名富贵引诱将校建功立业之说教，但是其中要求
把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实现练为战的目的，并模拟作战对象进行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等做法，却
反映了晚清兵学新的发展动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晚清军事改革又有重大的调整，从仿效德国转化为学习日本，开始聘请大
批日本教官和顾问，训练清军官兵，其军事著作、兵法操典、军事教科书也随之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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