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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
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
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
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
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
函索求。
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
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
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
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
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
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
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
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本书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
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
版。
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
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
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
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为第3册，涵盖了从楚汉战争到东汉一朝的战争史内容。
主要包括楚汉战争，西汉前期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对西南夷和西域的开拓
，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和东汉的建国战争，以及东汉对匈奴的战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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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
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
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
史。
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
完毕，历时16年。
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
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
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
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
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
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
务凡40年。
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
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
权威。
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
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
《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
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
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
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
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
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城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
誉人文学博士。
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
。
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
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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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
《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
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
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
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
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
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
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
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
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
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
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
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
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
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
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
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
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
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
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
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
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
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
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
湾各大学教授等职。
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
197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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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楚汉战争全般形势（附图3-82 3-83 3-84）　　一、楚汉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
西楚霸王，并封诸侯王于戏。
四月诸侯王各分途就国，天下之政，皆由羽出。
　　二、是年五月齐相田荣击走齐王田都。
六月，击杀田巿于即墨。
七月，使彭越击济北王田安，杀之，遂并三齐。
旋复使越击楚；并出兵助陈余，以击常山王张耳。
于是，北方大乱，齐楚之战首先展开。
　　三、是年八月，刘邦自南郑出袭三秦，旋即掀起楚汉之战。
　　第一节?刘邦入咸阳后之动态　　刘邦入关，秦王子婴出降，其事已详于第四卷末章。
兹仅述其入咸阳后之主要动态如次：　　一、收秦档案?楚汉元年（前206年）冬十月，沛公刘邦进入
秦都咸阳时，诸将竞逐于争夺金帛财物，独萧何先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沛公得赖以具知天下阨塞、
户口多少及强弱之形势。
　　二、还军霸上?刘邦入咸阳后，见秦宫室帏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以自娱。
樊哙、张良谏阻之。
哙主沛公安定天下，应还军霸上。
张良则曰：“秦为无道，故公得至此。
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
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愿听樊哙言。
”于是沛公遂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于十月率十万兵号二十万还军霸上。
　　三、收拾人心?十一月，刘邦召秦诸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除去。
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乃使人与秦吏赴各县乡邑遍告而抚安之，秦民大悦。
　　四、派兵拒项羽入关?刘邦还军霸上后，时有解生劝刘邦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
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王关中。
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
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
”刘邦恐不得王关中，乃从其计，派兵守函谷关，以拒项羽。
按刘邦入咸阳曾数变其计，始则欲据富丽堂皇之秦宫以自娱，继则还军霸上以待诸侯，复则遣兵拒关
欲自王关中。
盖刘邦之进入关中，其经过之顺利与疾速，实非其所预料，故未能制有定策；但关中之得失，甚为重
要，故仓卒中遂不得不数易其计。
　　第二节?项羽入关与鸿门之会　　项羽于巨鹿之战，破降章邯，其事已详于第四卷。
羽乃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十月，即刘邦还军霸上之时，将诸侯兵四十余万号称百万，浩浩荡荡
，向关中挺进。
十一月，秦降将长史司马欣将秦军二十余万为前导，行到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时，秦吏卒因多受
诸侯军之奴役折辱，遂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
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
”诸将微闻其言，以告项羽，项羽因念秦吏卒尚众，恐其至关中叛乱，乃密召英布与蒲将军计议。
夜击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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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独留章邯，长史司马欣，及都尉董翳与之入秦。
（按此次所坑者皆秦卒。
至王离所率之蒙恬军，其中多胡人。
就中楼烦骑兵尤强悍，则已为项羽所收编，故楚汉激战时，楚兵最强。
及楚失势，楼烦骑兵，又屡为汉所俘，详见以后各章）　　项羽西至函谷关，刘邦守关兵拒之不得入
，又闻邦欲自王关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关，遂于十二月至于戏西（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
时刘邦军霸上，项羽驻节鸿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之白鹿原），相去四十里。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密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
”项羽大怒，欲翌日即出击刘邦军。
范增亦主急击，以勿使逃逸。
时楚之左尹项伯（项羽季父）以其恩人张良（其事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从刘邦在霸上，恐
同遭难，乃夜密往告之，良因转告刘邦。
邦大惊，乃因良而固要项伯相会饮，并约为婚姻以厚结之，然后请伯从中调解。
并请其转告项羽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取，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
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项伯许诺，并嘱邦明旦至鸿门拜谢。
于是而有鸿门之会。
　　项伯是夜回至鸿门，因将刘邦之言转告项羽，并说羽以刘邦有入关之功，今击之，将为诸侯所议
，不如因而善遇之，使为己所用。
项羽许诺。
　　翌晨，刘邦偕张良率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将，及卒百余人至鸿门见项羽。
至即拜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
然不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
”项羽曰：“此公之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即日因留刘邦饮宴。
但范增又劝羽就席间杀之。
是宴也，项伯、范增、张良均在座，饮酒间范增数目视项羽，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羽均默然不应
。
范增又起，出召项庄（项羽从弟），谓曰：“君王为人不忍。
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舞剑，因击沛公，于座杀之。
”庄遂入为寿。
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
”项羽曰：“诺。
”项庄拔剑起舞，意常在刘邦。
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刘邦，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召樊哙。
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告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于是哙急带剑拥盾入，至则瞋目视项羽，严辞责之。
略谓：“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
’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赏；而听
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
”项羽未有以应，而赐哙坐。
须臾，刘邦借词如厕，而宴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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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乃急乘骑不辞而走，而留张良辞谢羽。
并约曰：“此去霸上二十里，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谢。
”四将则率从卒步行而走。
刘邦回至霸上，立诛曹无伤，并即作应变之准备。
嗣以张良对项羽方面处置得宜，遂得在霸上暂获安顿以待后命。
　　张良度沛公已至军，乃入谢羽曰：“沛公不胜杯勺，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将军
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亚父足下。
”项羽曰：“沛公安在？
”良曰：“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
”项羽受璧。
范增则将所受之玉斗掷之于地而撞破之。
盖愤彼欲杀刘邦之主张未被采纳也。
　　按刘邦鸿门之宴及逃走，显然为与张良预筹之措施。
彼始终借张良之力，以左右项伯；终因项伯在楚之地位，始得免于难。
至于范增之主张所以不行者，一因刘邦实有入关之功，尚未得显著翦除之借口。
二因刘邦当时之地位与实力，尚不足以引起严重之注意，且已表示俯首臣服。
三因秦国已亡，诸侯毕集于关中，如何区处天下之全局，端为项羽此时迫不容缓之要图，故实无暇注
意沛公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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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
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
⋯⋯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
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
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
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
⋯⋯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
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
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
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
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
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
约着下一层战略。
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
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
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
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
，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
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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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战争史》由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钱穆、王云五、陶希
圣等史学大家倾力襄助，一部空前权威的中国古代战争通史，两岸军方分发军中将校阅读的第一读本
，16年编纂，5年修订，18巨册，500万言，800幅地图，中国现代史上顶尖军事专家和史学名家的集大
成之作！
　　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
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
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
阵容之强，盛况空前。
　　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
　　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
　　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
　　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
　　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
　　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
　　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
　　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
　　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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