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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革命史》

内容概要

《世界军事革命史（套装上中下册）》分为七编22章，共计135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时间跨度
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的信息社会，按金属时代、火药时代、法国大革命时代、工业化时代、机械化时代
、核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分为七编，分别论述有史以来发生的七次军事革命，即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
化军事革命、拿破仑军事革命、军事工业化革命、机械化军事革命、核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军事革命。
每编的前言概述本编军事革命的特点与地位、作用与影响。在每编的第一章，首先阐述历史条件和时
代背景对本次军事革命的影响和推动；在随后论述军事变革的核心章节，均以战争或危机实践来佐证
变革的效果和作用；在每编最后列有总结性篇幅，阐述本次军事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作用。《世界
军事革命史（套装上中下册）》写作的原则是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厚今薄古、突出重点，对工业时
代以后的重大军事变革的论述占全书近4/5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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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世界军事革命史（公元前35世纪至公元19世纪初）》：
第一编
金属时代的军事革命
第一章
铜兵器的出现与军事形态的产生
第一节
原始社会后期的战争与军事形态的萌发
一、战争的起源
二、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与军事领域的形成
第二节
青铜兵器的出现与金属时代军事革命的开始
一、青铜兵器的出现
二、军队的诞生
三、军兵种及其早期战术的形成
（一）军兵种的形成
（二）早期陆海军战术的形成
第二章
铁兵器的出现推动金属时代军事革命的发展
第一节
兵器质量的提高
一、铁（含钢）冶炼技术的出现及其传播
二、铁兵器的发展和运用
（一）铁兵器的改良
（二）铁兵器的推广
第二节
兵种的多样化和战术的丰富
一、从古希腊方阵到古罗马军团的三线横队
二、古代中国作战方式的变化
三、攻城战术的发展
四、古代海军和海战战术的发展
第三节
军队的组织结构和兵役制度的发展
一、希波战争时期交战双方的军事制度
二、古罗马的军事制度改革
三、古代中国军事制度的变化
第四节
古代兵学的发展
一、古希腊的战争史著作和军事思想
二、古罗马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
三、古代中国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
第三章
金属时代军事革命的深入
第一节
封建军事制度的发展
一、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制改革
二、法兰克王国军事采邑制改革
三、雇佣军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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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至宋时期中国封建军事制度的嬗变
（一）封建军事领导体制趋于完善
（二）征兵制度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逐渐向募兵制转变
第二节
骑兵革命与城池攻防战的发展
一、拜占庭帝国的重装骑兵及其战术发展
二、西欧重装骑兵的创建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
三、蒙古骑兵体制及其战术
四、城池攻防技战术的发展
第三节
14世纪欧洲步兵革命
一、长弓与英格兰步兵革命
二、瑞士长矛步兵方阵
第四节
水（海）军技战术发展
一、“希腊火”与拜占庭海军
二、唐宋时期水军的发展
第五节
军事理论的发展
一、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家和军事著作
⋯⋯
第二编
火药时代的军事革命
第三编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军事革命
《世界军事革命史（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
《世界军事革命史（20世纪中叶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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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军事革命史(上中下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精)》(作者于江欣)分为七编22章，共计135万字
，分为上、中、下三卷。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的信息社会，按金属时代、火药时代、法国大革
命时代、工业化时代、机械化时代、核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分为七编，分别论述有史以来发生的七次军
事革命，即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化军事革命、拿破仑军事革命、军事工业化革命、机械化军事革命
、核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军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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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革命史》

精彩短评

1、看了两个月。编者组企图心很大，水平参差不齐，还是可以当资料集看看的
2、对世界军事的发展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客观，全面，精辟，读后感触很深。作者们下了很
大的功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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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杨奎松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文章，文章中就对军事科学院的编写者在参考资
料的注释方面太过随意提出了批评，这里姑且就摘录一段，让大家看一看：“《战争史》最值得讨论
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通常，各国军事部门编写作战史，因大量直接利用部
队战报加以分析叙述，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注释资料出处者甚少。《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受
此习惯影响，虽然在此书中试图按照一般学术规范对引文资料加以注释，但却没有一定规范，表现出
很大的随意性。如全书第一卷中引用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即《美国外交文件》中的文电，极其详尽，
不仅注文不做缩写，而且不厌其烦，一则电文有时能分做三条引注。[10]然而书中引用俄国档案处，
除少数例外，大部均未加注释。少数注释者，也不按照规范注明引文资料的原始出处和转引出处。甚
至就连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电，也不时出现想注就注，想不注就不注的情况。[11]即使是
那些直接引自原始档案的资料，作者的处置同样随意性极大。如对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记录的谈话内容，作者在60页连注两条，且使用的都是直接引语，显示其来自原始档案。但在90页再
度提到此会及其发言内容，却只是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历史的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文字
全文照录了事，既不加引号，也不做注释，结果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看过原档，前面的注释是否
真实。引文注释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尽管中国多数学者目前还
没有条件直接查阅档案以检验某些著作中的某些引文的真确性，但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
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研究者就绝不能不加注释、不做说明地随意处理
那些一般人目前看不到的档案资料。况且，引文注释的随意性，通常一定会伴随着对引文处理和解释
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研究的基础发生动摇，从而使读者对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
与可靠性从根本上发生怀疑。遗憾的是，《战争史》一书就明显地存在着这种情况。”对杨奎松的观
点我是绝对赞同，军事科学院的人似乎搞军事搞过头了，对历史的考据远没有历史工作者那么严格。
不仅仅是引文的注释规范严不严格的问题了，有些根本不靠谱的参考资料（即俗称的“地毯文学”）
也能被引用。这本《世界军事革命史》我刚开始读，所以发现的问题不多。但是仅有的几个问题已经
足够让我对这本书大失所望了。比方说，在讲述诺门坎战役时，引用了一篇文献。我一看这文献名我
就头晕。这篇文献的名称是《“皇军之花”凋谢在中华草原——5万关东军兵败诺门坎纪实》，刊载
于《法律与生活》1995年第9期。纪实、纪实、纪实、纪实、纪实，我勒个去！！！！！！纪实文学你
竟然也当参考资料！！！！！！！！！！还《法律与生活》，这种没有在历史期刊上登载的纪实作品
你拿来当参考资料，你手头就没有别的资料了吗？日军的战史应该有吧？苏军的战史应该有吧？非拿
一个纪实文学当参考资料干什么？类似的情况还有苏芬战争，引用的参考文献是陈肇祥的《苏联战争
史上的一大败笔1939：镜头里的苏芬战争》，刊载于《国际展望》2004年第23期。无论是文章的名称
还是刊载的杂志都很难让人觉得这是一篇严肃的历史论文，更像是某些科普小短文。这样的文章你拿
来用，不觉得丢人吗？刚拿到这套书的时候，我给它打得是五星，看了一阵子后，就单纯因为参考资
料的问题，直接变成四星了。毕竟我没有看过这两篇文章，也许这两篇文章只是名字不靠谱而已，所
以我才没有给它打三星。如果我发现这两篇文章就是不靠谱的地毯文学，我绝对要给这本书打三星
。=====================================================好吧，我承认我当时有点
激动。毕竟整本书大部分的参考文献还是很靠谱的，只是那么几篇让人不舒服的文章出现多少让我有
些不习惯。两篇文献我查了，第一篇没找到原文，但是作者是空军大校，而且原作者似乎改了一下发
到了《军事历史》上，看样子还算是靠谱（对诺门坎不了解的人不知道文章到底写得怎么样）。第二
篇文章的作者不了解，但我敢肯定是个苏黑，因为文章的最后在谈到苏芬战争苏军伤亡的时候说苏军
伤亡了五十万人，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弧：可能还要多一倍。我去！！！！！！！！苏芬战争苏军伤亡
百万！！！！！！！！！！！！！你敢再不靠谱点吗？小小的芬兰就能让苏军伤亡百万，元首的三百
万大军竟然没灭了苏联还真是个奇迹啊！！！就凭这篇文章的这句话，这一星我扣的不冤
。=====================================================我TM受不了啦！！！！
！！！！！请大家去看1108页，那一页里关于P51野马战斗机的性能参数列出的参考文献是.......百度百
科！！！！！！！！！百度百科啊大哥！！！！这种什么人都能修改的互联网的百科出现在专业书籍
里你觉得靠谱吗？？？？？？？而且百度这个词条也完全是照抄维基的，抄来抄去的东西你竟然也敢
用！！！！！！！有没有点基本的学术概念
？=====================================================算了，思前想后，还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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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星吧。因为我想来想去觉得打三星对这本书不太公平。虽然它列出了很多不靠谱的参考文献，可
它终究是把参考文献列出来了啊！我看的很多军事历史的书，那是连一篇参考文献都没有列的，天才
晓得里面的内容到底有多少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国内在军事历史学方面的差距就在这里，国内很多网
络写手都是从老外那里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写成书然后就出版了，这些人可是连参考文献都不敢列的
，因为要是列出来读者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与其叫写手不如叫打字员更合适一点
。=====================================================资料的不准确直接影响到
了本书的严谨性，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本书中在介绍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就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又把以色列第190装甲旅全军覆没的战例拿出来说事儿了。需知以色列一共也就那么几个装甲旅，番号
怎么可能排到第190呢？真正被歼灭的其实只有一个装甲营而已。这种明显的谬误天才晓得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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