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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

内容概要

外一种为: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
本书上编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批评估价;下编解释了抗战的意义与士兵英勇的原因,阐述了对于前途的
希望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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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思考历史的书，本身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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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
二十本”。它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但却不是一本专著,实际上是有连续性的论文集。书篇幅不大,但
融汇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史前的断代问题等。当然本文主
要是通过兵这一角度来评论雷先生的著作。雷先生对于中国的兵文化有其自己的看法,其对错虽然值得
商榷,但雷先生研究历史的态度却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雷先生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
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先生的这本书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但看完
之后,我对其兵的解读印象深刻。因此我决定从此处着手，谈谈我对此书的看法，并试图构建一个框架
，更好的理解雷先生的思想。以下就是我对于此书的一些认识。 兵的文化雷海宗此书一个重大的亮点
，就是创建一个强兵的文化与解析一个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试图通过对整个历史的回顾，探讨中国兵
的文化。其观点之新颖，见解之独到，值得读者深思。贵族与兵贵族与兵其实很难让我们联系起来，
雷先生此种见解可谓独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意识不知何时起在国民中根深蒂固。而雷
海宗先生认为，中国的兵秦以前却是很高贵的。春秋以前只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
当兵，从事军事和战争的行动，打仗是贵族的职业。军队是贵族阶级的军队。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荣
，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
阳刚之气。当然贵族当兵并没有延续下来。原因在于贵族丧失了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土壤。贵族，即所
谓诸侯国的贵族，在秦以后没有了生存条件。春秋时期，各国互相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
只求服从，不求占领。然而自吴越之争（雷先生认为吴越战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也可以说是第
一次的战国战争）之后局面开始改观。（战国）战争都是灭国的战争，为达到灭国的目的，任何手段
都可采择。自此，诸侯国及其所依附的贵族逐渐消失。其中较强的山东六国遗民贵族虽说最终灭秦复
仇，却也只是回光返照，各诸侯国统一的文化趋势已是必然。为何诸侯国灭，贵族就不愿当兵？雷先
生对此解释很是透彻，他说秦以前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
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也就是说“国”，即国都，即贵族阶级的“国”
。贵族阶级爱当兵和爱国，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爱自己的家，恨别国。列国并立时所激荡而生
的爱国主义自秦之后，势然回转，爱国思想本由列国竞争所产生，天下一统之后爱国思想既然源泉枯
竭，当然要趋于消灭。也就很容易明白贵族不怎么愿意当兵了以及贵族军队的消失。雷先生文中提及
“这支（章邯）军队又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支国家军队，代表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征兵制度下有训练、
有组织的正式军队。从此以后，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君王与兵君王其实是最大的
贵族，这里另立标题叙述，当然自有其道理。秦之前，贵族阶级所组成的大家庭处于最盛行的时期。
春秋末期，贵族已经显现弱势，其所关系的家庭意识渐渐削弱，反之国家意识提高，即君王个人意识
的提高。最终经过战国初（约西元前470-前370年间）的变革之后，贵族家庭愈加显示成为社会的细胞
与经济的集团的趋势，政治机体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贵族阶级其家庭意识已经很难牵制国君。特别是
秦以后，随着贵族阶级的爱国主义“消失”，国君个人意识毫无节制地增长。雷先生认为古代封建制
度下的阶级到汉代早已消灭。⋯⋯阶级消灭后总是产生个人独裁的皇帝政治，没有阶级的社会，无论
在理论上如何美善，实际上总是一盘散沙。至于这盘散沙，国君既然无法动员贵族（这时的旧贵族丧
失了生存土壤，更不需要通过武功来保全名利）当兵了，他就必须寻找尽可能的办法填补空白，毕竟
兵是不可缺少的。汉之后的君王开始主要是利用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
。而这些侠士缺失了旧贵族所拥有的信仰，他们是群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的人。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
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
页）也就是自此，君王为了自己的大一统事业，寻找尽可能的兵源。贵族军队消失了，流氓军队出现
了，雇佣军出现了，外族军队出现了，囚犯军队出现了，兵开始变得不好辨别了，兵到底是什么？最
终，帝王凭借其新式军队夺取政权，可以乾坤独断。而君王的兵名声却不怎么好了，不用说贵族，就
连一般百姓都渐渐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想法。士大夫与兵（流氓）雷海宗先生书中认为随着原贵
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
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
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而文人与“侠士”在政治竞争中的代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是
士大夫和流氓。雷海宗认为自汉以来两大较强的社会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
之后，士大夫地位开始上升，开始取代了旧贵族的地位。然而他们却已经没有了旧贵族的作为。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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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时不用兵，他们还可以
勉强维持自己的势力和帝国的秩序。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无法应付，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
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
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139页）之外乱世士大夫就是清谈与做汉奸。既然士大
夫最多只能守成， 天下大乱时大权自然就转移到了流氓集团手中。雷海宗认为太平时代，流氓并不甚
强，虽然可以患难相助，但是流氓集团缺失有知识的人，无法形成一个巩固势力，更不用说干大事。
实际上他们非常松散，无法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成为士大夫的卒子，大则
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但是一旦乱世来临，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他们
既可以为朝廷服务，也可以为其他大流氓头子服务。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
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总是还可以出现象朱元璋和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他们成事至少一部
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权力又回到了士大夫手中。不管是
士大夫，还是流氓，都无法在乱世和太平之世独占鳌头。而流氓在士大夫眼里既可以是兵，也可以是
匪。而兵匪其实本是没有区别的，至少在秦之后是如此。列国与兵“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
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种意义上，“兵”是一个国家的脊梁，特别是列国的脊梁。没有兵，列
国很快就会被灭亡，没有兵，列国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中国秦之前为什么能够产生强兵强将，源
于列国的生存危机。秦之后的大一统，为什么没有产生强兵强将，源于很少产生列国的局面。当然我
所说的列国并非只是简单的几个国家的同时存在，而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程度的国家并列。自秦以来，
中国所面对的局势，大体上不是几个汉族政权的并列，而是边疆民族的内迁与内侵。他们跟本上是无
法灭亡中国的。雷先生书中就提到中国虽屡次被征服，但始终未曾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
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其实雷先生所要设计
的强国强兵很容易得到解释与例证。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列国形态很容易阐释这点外。雷先生时
代的欧洲大陆其实是更好的例子。近代社会的欧洲大陆，列国并立，文明昌盛，这里成为了一些文明
大国的舞台，各国一不小心就有被吞噬和瓜分的威胁。因此各国极其重视兵。骑士精神也是由此而产
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对军队建设极端重视，普鲁士君王作风简朴，历代国
王几乎对每一份不是用于军队的钱都感到痛心，并使全国的一切活动围绕着军事建设而展开。除了德
国，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中世纪情形虽然没有欧洲大陆明显，但是却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
，天皇和将军很大程度都未能绝对控制各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在各自地盘上很长时间推行地区战争，
即列国战争。由此日本极其容易产生其武士道精神，至于近代化后，也就很容易富国强兵。对于列国
与兵，其实雷先生目的非仅仅理论而已。而是想联系实际的。雷先生认为近代的中国其实多多少少正
在承受着列国的局势。我们暂不提英法俄等文明大国的入侵。雷先生在书中单独提到“此次（对日）
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雷先生认为抗
战正是列国的再生，是建国的开始，是再望的第三周文化，是富国强兵的再生。雷先生认为二千年来
，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
，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无兵”的中国与中国的生存自秦以来，列国的局面实然回转，中国的贵族
军队消失了，剩下或者代替者只能是贵族解体分离出来的“侠士”。而这群侠士全然没有了独立的取
向，早已经丧失贵族的情操。被百姓看做是流氓。加上士大夫与君王无力也无意识去改变这种局面，
他们致力维持现状，重文轻武，反对改革，反对兵的兴起，反对强兵的文化。雷先生书中认为这样一
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这
种无兵的文化形成之后，秦以后的中国屡受外族欺负，王朝很难在外族面前保持攻势和优势。而且自
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
行动的主角。 既然中国“无兵”，何以漫长的中国可以坦然地生存下来？雷先生对此颇有说法。雷先
生观点并不是以其具体全面见长，而是其分析之独道，足以启迪后人。以夷制夷的策略雷先生认为二
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
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
种都不作，是办不到的事。秦以后，中国喜欢采用册封，和亲等手段加强与一方外族的联系，从而反
对另一方外族。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治标不治本，但总是被证明十分有用的。雷先生书中提及班
超所以制服西域，一方面靠他个人特殊的将才与超人的勇敢，一方面还是靠以夷制夷政策的大规模利
用，西域各国的军队互相攻击。另外书中提及东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外征所用的兵大半是外
族人，而实际战败北单于的完全是南匈奴的兵。之所以中国可以对外族政权采取这种策略，并屡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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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主要归结于外族的野蛮落后。一旦外族逐渐开化，就不容易被控制了。特别是近代英法德俄智力
智略上让国人屡次栽了跟斗，国人以夷制夷策略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杰出人才的出现也许有些人
会提到中国秦以后，确实有过兵强的时候。当然我并不否定，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强兵也许用强将代替
更加恰当。春秋战国之后，人才的需要较列国并立时并不减少。有才就可擢用，尊崇无比的皇帝并不
计较臣子的出身。所以产生了中国历史文明的戚家军，岳家军，杨家将等。使战事颇为传奇。最可以
说明这种情况的就是三国时期了，董卓之乱原本使中原乱为一团，五胡乱华已是迫在眉睫。然而恰巧
当时中国出来几个特殊的人才，把这种厄运又暂缓了一百年的功夫。雷先生认为所谓三国时代，由这
个观点来看，可说是曹操、司马懿几个善练兵善将兵又有政治谋略的人重新组织散漫的中国以便抵抗
外族的时代。可见英雄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当然杰出人才并非绝对有的，一个时代不可
能寄托在毫无预警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身上。雷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定的机制，而他所认
为的机制就是重建兵的文化。中华文化的魅力秦之后，每当大地气候干燥时，中国的一部或全部被西
北或东北的外族征服，但是中国始终未曾被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
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当然外族被同化是有条件的。由西元383年开
始，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逐渐渗透中国，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改变了传统上第
一周文化的中国。这也就是雷海宗理论框架中第二周的中国。雷先生认为第二周的中国已非纯华夏族
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
，本性没有转移，但外来的成分不可小觑。所以当雷先生论及他那个时代时，他强力谴责民族自负的
观点，认为这只是一次冲击，列国对于中国的威胁其实只是中国进入文化第三周的正常形态。雷先生
自信地认为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
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
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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