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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周先生首开先河，而后国人方有近年成果

中国兵器史稿一书是中国古兵研究的拓荒之作，可预见的将来，无出其右者，单独的见识上超越周先生不困难，但对比所占有的资料在相对高度上超越。对中国古兵感兴趣者，当以此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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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兵器史稿》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兵器史的拓荒之作，内容宏富，资料详瞻，其中许多见解与论述至今仍广受重视，其价值自不待言。但《中国兵器史稿》完成后的几十年中，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少前所未见的兵器实物，在兵器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层面也取得了大量成果，我们对于古代兵器的认识已较作者创作《中国兵器史稿》之时大大向前推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与《中国兵器史稿》不同的看法，这一点，望读者阅读时留意。为使读者对书中论述的问题获得更全面的认识，编者还补充了部分考古发掘所得兵器实物及相关资料图片，置于卷首，供古代兵器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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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试读

子清代防守武器

防地者，包括海防、江防、城防、营防，一切防守武器而言也。清代外患，非先代边患可比，自海来者多，自陆来者亦有，其来犯者亦多所谓强国。是以防守武器亦与先代不同。如海口防务须用战舰及在沿海、沿江险要处筑炮台；并于必要时沉船封锁海口及水道，并派敷设水雷船舰，沿海沿江设置水雷，以阻敌国海军前进。庚子事变时，天津大沽口各炮垒，曾猛烈抵抗来侵各国之联军舰队至数口之久，并击沉各国新式军舰数艘。因陆军失败，各国军队由他处登陆袭炮台之侧面后面始败；事后《庚子和约》中有拆毁大沽炮台，不准重建之一条，即各大国尚有所恐而云然也。在陆地方面，如炮台及壕沟之旁，须用钢丝网或电网防守城塞营垒，并将机关枪及迫击炮预先择地埋伏，亦可于敌人迫近时襄助炮台防守。至于地雷、炸弹及于榴弹，均抵御敌人近攻之利器。凡此均属子现代军事军器范围。唯所用兵器大都舶来品，盖非本书中所应列述者，兹不赞。至于清代前期，侵略势力尚未来以前之防守武器，则较为简单；除弓弩、鸟枪及旧炮外，大都袭用宋明两代防城之器，已略见上方矣。

H清代卫体武器

清代卫体武器，情形特别，异于先代。因外侮之变迁，致用器之凌替随之，可分为上半及下半两期言之。清代上半期，即顺治元年至乾隆六十年（一六四四年至一七九五年），共计一百五十二年间。在此时期中，白种人侵略势力尚未至，对内用兵，仍恃白刃及弓箭，旧式火器有而不多用，是以将帅官佐以至骑兵士卒，尚多用盔铠护身者。此期之盔甲及军装军服，各地尚有实物可见，就吾人所示之影片言之，其较古者，似为第八十九图版第二号盔胄及第三号铠袍，盖清初之器也。第二号盔系用坚革为底，外面上罩铜钵，下安宽钢缘边，钵上复安一大铜顶，有如清代文武官礼帽之宝石顶子而特别加大；顶上复有一小尖锥，钵与缘边之间复安数铜星，是故革质之露出者甚少，俨然一铜盔也。盔下装联一红绒衬绵护颈，绒上满饰小铜星及玳瑁或明始片，以御兵器。盔高二二五公厘，连护颈高四八。公厘。此盔恐系满洲王公贝勒之盔，因其盔上所装饰之铜片，均刻作龙凤蛇鸟等形体，极为精美，殆非寻常将士之物也。其第三号铠袍，系与此盔同属于一人所用之器，故其制造同式同质。此战袍之外面系一丝质绣花短袍，长仅及膝，想系骑士所用。袍面装饰多數半圆体凸形小铜星，排列有序，肩上加置钢条；袍之里面则为衷甲，系以多数长方大块明始片或玳瑁片制成，满护胸背，联以膝皮条片，衬于袍内。其质坚厚，可御矢缺及鸟枪丸弹，逊于钢铁片不远，而较铜铁片柔和温轻，较皮镜则薄小便于贴体，又藏而不露也。但因有铜星及甲片之缀连，袍之重量亦正可观：其重为九公斤又五分之一，近于今秤二十斤，盖非体小力弱之士所能服用而且能骑射交兵自如也。次古者为第八十九图版第四、五两号盔铠，系清帝遗物，或在乾隆之前。盔有覆项及覆耳绣龙。护身甲分为胸马甲

（背心甲）、腰甲、腹甲及腿甲四项，均嵌铜铁片，能御白刃及箭簇。

中日事变前尚存故官博物院。至第六号盔及藏甲战袍，亦清帝遗器，曾经实用，或亦系乾隆以前之武装，保存完好。再次为此第八t九图版第一号清高宗御用之全套武装。此武装今已难于见及，其分件如下：（a）铜盔。内衬皮质，外包铜钵、铜箍、铜缘、铜星、铜顶，上有缀缓，大体形式略与二母盔相同，但多一中籍，且前有外沿向前凸出，似庇眉而非庇眉，想系清帝盔制，异于将帅军盔之处。（b）护项。丝及编制，外面有上下四排铜星，以御兵器；内面尚可装玳瑁或明始片。（c）护膊或肩。皮底饰钢屋，质坚厚可徇刀矢。（d）战袍或衷甲战衣。丝及绵制，袖窄而长，此为异于第三母战袍之处；衣面满排小韬星，两袖亦满，此亦与第三号战袍相异之点；衣内则满衬长方甲片，其形体已透露于外。（e）护胸铜镜，俗称护心镜。正圆两县形，边缘饰铜星，镜体厚数分，可御枪刀矢镁及鸟枪丸弹。（f）战裙或衷甲下服。丝及绵制，窄而长，已近于近代服装；外面仅有八排钢星，内面所装甲片之数亦少（亦有不装甲片者）。（g）战靴。满洲人喜着高白底靴鞋，男女皆然，文武官礼靴如此，战士亦不能免。大概膏缴制者多，革制者鲜见。满洲虽不产丝，满洲人则极喜服绸缴绣花之袍褂，清室在人关称帝以前，朝廷上下，均已深具此习。（h）佩剑。

中国兵器史稿读后感

我是因为想要找一些关于唐刀的信息才在网上搜索有什么资料可以看的，找了半天，才发现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只有周纬老先生半个世纪前的大作算是比较靠谱的。本来打算买来着，后来想想，先去图书馆找了一下，居然真被我找到了，除了基藏区的，只有一本可借，遂把它搞来了。

看完之后，发现，没有唐刀的资料，书里连唐刀俩字都没出现过。但是，周纬老先生写作风格之严谨，搜集资料之翔实，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中，我仍然能够看出周纬先生对古代兵器的喜爱之情，我也就放下对唐刀的心思，一心投入其中。

书中，重头放在了史前兵器和三代兵器中，其中，以周代的兵器资料最为翔实丰富，实在是太美、太有爱了。

读完之后，我发现，这样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在周代，中华民族的兵器体系就已经发展成熟了，除了材质和一部分后来的融入中华兵器中的胡族风格，其他基本差不多，我对发展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读完之后，我发现了为什么本书中没有唐刀，因为没有实物！周纬先生著述严谨，要么是依照实物判断，要么是根据信史进行判断，而唐刀，首先因为实物存留颇少，因为经过了五代这么长一段的战乱年代，唐朝官方的制式兵器肯定已经被各地军阀消耗一空，而军头出身的军阀么，往往有时候还没有胡人重视兵器打造，以致没有实物留存下来。其次，可能是因为叫法不同，而且没有留下关于兵器的专门著述，如《武经总要》《纪效新书等》。以致唐兵只能通过壁画书画日本方面的证据进行推断。

然而，虽略有遗憾，但酣畅淋漓

作为拓荒之作，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当时中国古兵器研究方面的历史状况，比如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铜器文明自西方传来，之类的民族压力

还有当时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被外国人购走，近到日本，远到瑞典。

书本身也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虽然作为最初作品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文言文直接引用理解费力，图片资料和考古挖掘当时也比较薄弱，有诸多遗憾之处。

但三十年而成的此书，仍然不愧是真正的学问，真想问一问我们的郭嘉，靠你们那些拨款能研究出几个这样的成果来？唉，师道之不存，由来六十年矣。

作为男人，没有几个不喜欢兵器的，从少年时候用把树枝木棍当做宝剑来回挥舞，把自己幻想成绝世高手或者英勇无敌的将军，到现在那些兵器模型也是男孩子的心爱玩具之一。

在历史书上看到越王剑，也很是好奇几千年的深埋，这样的神兵利器再出世的时候依然能够锋利异常，连现在人都没有办法再制造出那样的宝剑，深为敬佩我国古代铸剑师。

这样喜爱的念头在每个男人心里都有，只是不会想着去研究，直到我有一天看到《大秦帝国》里在秦赵长平之战的描写，那些血肉纷飞的战场上，各式武器的运用，忽然有个念头，以后我如果写小说，不也要涉及到兵器运营和城墙防守吗，于是在网上搜索起来，买了两本对于中国古代兵器和建筑很有过专业研究的书，关于武器的这本就是周玮先生的《中国兵器史》。

我的小说是没写成，但是不耽误我对于我国古代兵器的喜爱，翻开此书后，特别让我感到震惊和佩服的是周玮先生为了写成这部《中国兵器史》付出的巨大心血。

周玮先生，1903年官派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职于外交部、曾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虽然本职是法学，但其毕生倾心于兵器史研究，而之所以对兵器感兴趣的原因，其实跟很多男孩子一样，只是他拿的不是树枝木棍，而是家藏的周剑，虽然铜绿满身，但是用来劈砍厨刀，厨刀马上缺口，此刻的小周玮感到震惊，就像历史书上的越王剑一样，为何几千年过去了，这把剑还能这么锋利，肯定是因为古代的文化技术有现代人做不到的，等到周玮先生长大，更加爱慕并且收藏古代兵器，并且因为公职得以游历各国，增长见识，最后致力于研究我国古代兵器和亚洲兵器，一生孜孜不倦，搜集材料，

终于写出了几本著作的初稿，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就去世了，其中就有这本《中国兵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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