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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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册，涵盖了从春秋时代后期到秦末农民起义中的巨鹿之战为止的战争史内容。
主要包括春秋时代的晋楚、吴楚争霸，秦国经商鞅改革后的崛起及其并吞六国的历场战争，秦朝与北
方和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以及秦末农民起义的历次主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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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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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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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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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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目录：
第二卷 春秋（下）
第十三章 吴楚战争——初期之战争
第一节 吴国之兴起
第二节 吴楚两国之地理形势
第三节 吴楚初期六十余年之战争
第四节 申论
第十四章 吴楚战争二——鸡父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之导因
第二节 鸡父地理形势
第三节 鸡父战斗经过
第四节 战后状况
第五节 申论
第十五章 吴楚战争三——吴破楚入郢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楚国之政情
第三节 吴国之政情
第四节 孙武、伍员之才略
第五节 吴楚作战之兵略与地形
第六节 吴伐楚之作战方略
第七节 初期作战经过
第八节 吴破楚入郢之战
第九节 战后之政局
第十节 申论
第十六章 吴越战争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吴越地理形势
第三节 吴越之政情与国势
第四节 伍子胥范蠡文种与吴越战争
第五节 吴越争霸方略
第六节 第一阶段之作战——吴破越
第七节 第二阶段之作战——越灭吴
第八节 战后局势
第九节 申论
第十七章 春秋末期之局势
第一节 总说
第二节 各国概况
第十八章 申论春秋时代
第一节 国家规模之建立
第二节 战争形态与战略之发展
第三节 战术之变迁与发展
第四节 结言
第三卷 战国时代
第一章 战国时代全般形势
第一节 时代形成之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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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国七强国之地理形势
第二章 魏霸中原时期
第一节 魏文侯建国与其霸业
第二节 魏国霸业之衰落
第三节 申论
第三章 齐霸中原时期
第一节 田齐之兴起
第二节 齐魏桂陵之战
第三节 齐魏马陵之战
第四章 秦孝公之图强与商鞅变法
第一节 秦国变法前之概况及列国形势
第二节 秦孝公与商鞅
第三节 商鞅变法及其功效
第四节 秦在变法时期与变法后国势之扩张
第五节 申论
第五章 六国抗秦与苏秦合纵
第一节 合纵前之全般形势
第二节 苏秦合纵之进行
第三节 合纵之失败
第六章 秦惠文王之扩张与张仪连衡
第一节 张仪相秦与远交近攻
第二节 北灭义渠南并巴蜀
第三节 连衡事秦
第七章 六国抗秦与赵武灵王之变法
第一节 武灵王即位时之国势
第二节 武灵王变法改制之动机
第三节 武灵王变法改制之经过
第四节 武灵王武功之扩张
第五节 申论
第八章 六国抗秦斗争间齐燕两国之混战
第一节 战前之形势——齐伐燕之战
第二节 燕昭王之励精图强
第三节 乐毅伐齐之战
第四节 燕之易将与齐田单反攻
第五节 申论
第九章 秦昭襄王之扩张战一——南路伐楚之战
第一节 昭襄王时代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昭襄王扩张之方略
第三节 南路攻楚诱执楚怀王
第十章 秦昭襄王之扩张战二——中路伐韩魏伊阙之战
第一节 战前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
第三节 两军作战经过
第四节 战后之形势
第十一章 秦昭襄王之扩张战三——南路破楚拔郢之战
第一节 战前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秦楚地理形势与秦军作战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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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作战经过
第十二章 秦昭襄王之扩张战四——中路攻大梁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魏之地理形势与秦之进攻方略
第三节 作战经过
第四节 华阳战后之形势
第十三章 秦昭襄王之扩张战五——北路伐赵之战
第一节 战前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赵国之政情
第三节 秦国之政情
第四节 秦赵两国之地理形势
第五节 阏与之战
第六节 长平会战
第七节 信陵君救赵之战
第十四章 诸侯再合纵抗秦与二周之灭亡
第一节 周赧王合纵抗秦前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周赧王合纵抗秦与其败亡
第三节 燕赵之混战
第四节 东周君之合纵与其灭亡
第五节 魏信陵君河外破秦之战
第十五章 申论
第四卷 秦代
第一章 秦统一中国
第一节 统一前之全般形势
第二节 秦始皇及其辅佐人物
第三节 秦始皇初年之形势
第二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作战
第一节 作战总方略
第二节 灭赵之战
第三节 灭韩
第四节 灭燕之战
第五节 灭魏之战
第六节 灭楚之战
第七节 灭齐之战
第三章 统一后政治军事与经济之建设
第一节 建立政制
第二节 经济建设
第四章 北逐匈奴与边防之筹划
第一节 匈奴与塞外形势
第二节 秦始皇之筹边方略
第三节 蒙恬北逐匈奴之战
第四节 修建长城与充实边防
第五章 南征南越之战
第一节 南征动机及一般形势
第二节 地理形势与交通概况
第三节 秦之南征作战方略
第四节 作战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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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战后开辟
第六章 秦末纷乱
第一节 始皇逝世后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陈胜吴广之发难
第三节 刘邦项梁田儋之起兵
第四节 反秦军之全般形势
第五节 秦章邯击灭陈胜战役
第六节 秦章邯灭魏及破齐楚军战役
第七节 申论
第七章 秦之灭亡
第一节 全般形势
第二节 项羽救赵巨鹿之战
第三节 刘邦西向入秦之战
第四节 申论
结言
《中国历代战争史》总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上古～春秋（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春秋（下）～秦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楚汉战争～东汉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三国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5册）：两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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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八章 申论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之形成，与其政治军事之发展，已详述于第一章中。
总括言之，春秋时代，由于外患之侵迫，以及国内铁器之发明使用与学术之进步，促使文化作划时代
之跃进。
由春秋初年散漫无组织之封建社会，逐渐进化为一种小型国家。
再由许多小型国家互相兼并，成为一种疆土广大，人民众多，及军队坚强之新型国家。
此种进化之过程，在春秋历史上层次井然，最能看出其痕迹。
兹就春秋时代政治与军事之进化过程作一简要之述叙，以作春秋全史之总结。
　　第一节　国家规模之建立　　中原民族，实际上至春秋时代，方开始于近代国家规模之建立。
因为古代人民以畜牧狩猎为生，迁徙靡定，人口稀少，故无固定之国土与疆界，亦无固定之国都与政
府。
周初施行封建制度，虽分封功臣子弟于各地，建立许多封建诸侯之国家，然其性质等于近代之驻防军
，其时诸侯之国都，即为军队之军营。
因当时军队之给养，系属“井田”之屯田制，故又划封以附近之若干土地使自耕自给，而军队则常集
中驻屯于国都所在地，遂形成如古代希腊之城国。
至春秋时代铁器发明后，农耕之技术进步，农产日增，因而农耕之土地，遂成为诸侯争夺之对象，诸
侯土地疆界之划分日益严格，于是乃有固定之国土。
　　周代封建所封之国极多。
自周代开国至于春秋之初，已历三百五十余年，诸侯各国均已经十余代子孙相传之繁衍，其原有之统
治组织久已隳坏。
故至春秋时代，封建诸侯各国，率皆成为散漫无组织之社会。
　　春秋时代之演变即以此种无组织与无固定疆土之原始封建国家，逐渐组成强有力之新型国家。
兹体察其建国经过，概有如下之步骤：　　强化政府组织及其权力　欲建立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强
有力的政府以为领导，齐国之管仲首先创导此项理论。
管仲初登相位，即从事于其“内阁制度”之建立，并引用多方人才参与其事。
因才任职，分工各司所事，充分发挥权能政府下人才与组织配合之功用。
其后晋文之治晋，楚令尹子文之治楚，百里奚蹇叔之治秦，以及以后子产之治郑，伍员之治吴，范蠡
文种之治越，均首先注重政府之组织与权力之加强，而后始能领导国家臻于强盛之途。
是为春秋时代建国强国之第一步骤。
　　严密地方行政组织及社会组织　管仲之治齐也，首先将散漫无组织之人民全部纳入社会组织之中
。
划全国为二十一乡，将人民划分为士农之乡与工商之乡，并设轨里连乡各级地方行政区域，并各设乡
官，以管理其行政与教育。
一面并依照此项地方行政组织，编组军队，将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队组织，熔为一炉，将经济生
产与军队组成，合为一体。
如此不仅中央政令贯彻于全国，有如指臂相使之效；同时全国国民，皆在此种军事组织之下成为全国
皆兵，凝成强大之武力，桓公时代齐国之强盛即由此而成。
以后其他诸侯各国，莫不步武此种思想，加强其国家之组织。
是为春秋时代建国强国之第二步骤。
　　先富国而后强兵　管仲已将国家政治组织及社会组织严密健全之后，遂即展开全国人民从事生产
，开辟山林矿泽及海上渔盐之利，又展开与诸侯各国之贸易通商，并从事与诸侯各国之外交活动。
于是，齐国国库富裕，军实充足。
又以上述国民军事化之组织与教育，军力因以强大。
此种富国强兵之思想，后来亦为各国诸侯所仿效，如晋悼公购买戎地，扩展农业，实行社会化经济，
民生富裕，国库充盈，因而得以动员四军，施行三分罢楚之战略。
又如楚令尹孙叔敖在蓼六地区开辟水利，扩展农田，建立北侵之基地，使原有申息基地，形势益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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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吴王阖庐除奖励农耕及工商之业外，并亲自牧鸭以为民倡，扩大农村之副业，增加国家之资源，于是
其兵益强，遂能破楚入郢。
故先富国而后强兵，乃春秋时代建国强国之第三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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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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