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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兵器》

内容概要

《中国的兵器》内容简介：在7000多年中，我国古代兵器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钢铁兵器与火器
等各个发展阶段，数量、质量、性能、用途、效果等参数都一起搭阶而上，逐级攀升，在较长的历史
时期内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其间发展的节奏虽有起落，但相继传承却未曾一日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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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兵器》

作者简介

　　王兆春（1937～ ），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中国军事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在军事科学院从事中国火器史、军事技术史、中国古代兵法、明代军事史研
究。出版专著有《中国火器史》（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科学技术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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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兵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发展简史  一　中国古代兵器的分期  二　冷兵器的起源与发展  三　火器的创制与更新第二章
　冷兵器  一　格斗兵器  二　卫体兵器  三　特种兵器  四　射远兵器  五　防护装具  六　城池和城战
器械第三章　火器  一　火药  二　燃烧性火器  三　爆炸性火器  四　火箭  五　火枪  六　手铳  七　火
绳枪  八　燧发枪  九　轻型火炮  十　重型火炮  十一　短管炮  十二　佛郎机炮  十三　红夷炮第四章
　综述　一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二　富于创造不断更新　三　火药发明意义重大　四　火器领先全
面发展　五　火药西传影响深远　六　军事变革中欧殊途　七　兵器论著如林垂史　八　善于学习不
甘落后附录　一　中国历代尺的长度比较简表　二　中国历代升的容量比较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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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兵器》

章节摘录

　　蒙古族崛起后，也仿造中原各民族制造各种钢铁兵器。忽必烈即蒙古汗位后，于至元五年（1268
），在大都（今北京）设立军器监。到至元十六年（1279）灭亡南宋时，已经形成一个从大都到地方
各路的兵器制造和管理系统。元至大四年（1311），又将军器监升格为武备寺，制造和管理兵器。此
外，大都还设立甲匠提举司、弓匠提举司、大都弓局和箭局等专业兵器制造作坊，在各地设有军器人
匠提举司、军器局、军器人匠局、甲局、弓局等作坊，制造刀、斧、剑、床弩和抛石机等兵器。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继续进行统一战争，迅速建成由工部下辖的军器局、鞍辔局、割工局（缄工
局）、宝源局与后期的盔甲厂、王慕厂，内务府下辖的兵仗局、内官监的火药作、戊字库，地方各布
政司下辖的军器局，各地都司卫所驻军下辖的兵器制造机构，组成庞大而完备的兵器制造系统，采取
改善工匠服役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政策，促进兵器制造业的发展。明代的钢铁兵器，虽然因火器的大量
发展而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在兵器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等方面，仍有相当大的进展。其中长
柄格斗兵器除长枪和长柄刀外，还创制了锐、钯、马叉和狼筅，短柄卫体兵器有短刀、腰刀和剑，防
护装具有各种盾牌和甲胄，射远兵器有弓箭、强弩和各种抛石机，此外还有各种战车。自嘉靖年以后
，钢铁兵器与火器，大致各占军队装备兵器的一半，随着战争的发展，有些冷兵器已经开始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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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兵器》

精彩短评

1、过于简略，罗列。
2、插图太少了，还好我有其他书佐证，要不对兵器的认识，光凭想象肯定又要搞错了
3、我觉得冷兵器可以好好写写，不必求全。
4、有关兵器的学术著作，作为保藏不错。
5、比较实用的军事书，喜欢
6、题目用的有点大，重点不够突出。
7、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冷兵器，孩子很喜欢，有图有说明，开心极了。
8、书还没看，大概翻了下，从头到结尾，认真的介绍了中国兵器的发展方向和形制。具体还没时间
看，因为购的书比较多。先一一而来。谢谢
9、挺有意思的一本书.
10、skim。查漏阅读。kindle版值回价系列。末章可以直接跳过，纯属废话。图例不佳，大小比例略失
控。
11、感觉对兵器的介绍太简短，少例子，图也少了点～
12、很专业的科普读物
13、做个概要吧，没啥特点，只是为了写东西才看的
14、真正的古兵器考证，比武侠和游戏里的兵器真实啊。
15、内容挺多，图少了点，当当保存的不好，封面上都是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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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兵器》

精彩书评

1、中规中矩，无甚亮点。内容还行，就是太简单，也没有高质量的插图，看着挺厚，但字大行疏，
也就是osprey小册子的信息量。其实现在国内插画家也不少了，按照osprey的模式，绘制一些相对精美
的，场景复原图，应该不难，这事不能总让外国人做，他们连中国字都是画上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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