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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著作、军队名称等 1.孙子兵法。 亦称《孙子》、《吴孙子

兵法》、《孙武兵法》。中国古代的军事名著，中国现存最

早的兵书。春秋末孙武作。《史记#8226.艺文志》著录《吴孙

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据唐杜牧称:“孙武书数十万

言，魏武（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成此书。”1972年山

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残简，并有《吴问

》等佚文。今存本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

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该书

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重

要规律，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历来被称为“兵经

”，受到国内外的推崇。 2.孙膑兵法。 亦称《齐孙子》。中

国古代的军事名著。战国时齐国孙膑作。《汉书#8226.经籍志

》中不见此书目，可能在隋以前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

银雀山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该书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

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包含

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3.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吴

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的辑录。《汉书#8226.艺文志》兵形

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今本共五卷，计分二十四篇:天官

、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

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

卒令、勤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

兵令下。(本资料由北京安能学校提供) 6.司马法。 中国古代



兵书。隋唐诸志误为司马穰苴作。据《史记》载，战国时齐

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而把穰苴兵法附其中，定名《

司马穰苴兵法》。据《汉书#8226.蜀志#8226.沔水注》及《汉

中府志》说在陕西沔县（今勉县）东南诸葛亮墓东. （2）《

寰宇记》说在四川奉节县南江边. （3）《明一统志》说在四

川新都县北三十里牟弥镇。 15.三军。 ①春秋时，大国多设三

军，如晋设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楚

设中军、左军、右军。②《商君书#8226.兵志》谓贞观十年（

公元636年）共有六百三十四府，分隶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军

府绝大部分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用意

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每府兵

额由八百人至一千二百人，编制单位有团、旅、队、火。从

高宗时起，府兵即因分番更代多不按时，负担过重，逃避兵

役。玄宗开元时，以府兵无力自备兵器、资粮，须由政府拨

给，卫士改用招募，戍边的兵士也改用官健。天宝八载（公

元749年），折冲府无兵可交，府兵制已名存实亡。 19.禁军

。 ①原指皇帝的亲兵，即侍卫宫中及扈从的军队。历代有直

称禁军、禁兵的，也有另立名目的。又有此名义而扩大其任

务范围的。唐代禁军初有元从禁军，以后陆续出现飞骑、百

骑、千骑、万骑等名目，演变为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

神武、左右神策、左右神威等十军。其中如神策军即戍守各

地，任务不限于宿卫。 ②北宋称正规军为禁军或禁兵。从各

地招募，或从厢军、乡兵中选拔，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分

隶三衙。除防守京师外，并分番调戍各地，使将不得专其兵

。每发一兵，均须枢密院颁发兵符。编制单位有军、指挥、

都。士兵出自雇佣，且沿五代朱梁定制，文面刺字，社会地



位低于一般人民。北宋中叶，禁兵增至八十余万人。王安石

变法时裁减兵额，置将分领，加强训练，战斗力有所提高。

北宋末年，政府腐败，军队缺额极多，京师三衙所统十余万

人，实际仅存三万人。南宋时仍有禁军、厢军的名称，实际

情况则屡有变化。 20.三大营。 明成祖时京军分为五军、三千

、神机三大营，前期用兵都以此为主力。正统十四年（1449

年）土木之变后，三大营丧失殆尽，于谦乃在各营中选精兵

十五万，分十营集中团练，称为团营。嘉靖时罢团营，恢复

三大营旧制，并改三千营为神枢营，但以寡兵代替世军，实

质上已和过去不同。 21.神机营。 明代京军三大营之一。使用

火器，皇帝亲征时得随军出征。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

之变后，三大营丧失几尽，后改革军制，建立团营，未入选

的军士归本营，称“老家”。嘉靖时罢团营，恢复三大营旧

制。清代也有神机营，设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选八旗

满州洲、蒙古、汉军及前锋、护军、步军、火器、健锐诸营

的精锐为营兵，守卫紫禁城及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其后

逐渐腐化，清末废。 22.八旗兵。 清代兵制。努尔哈赤初定兵

制，每三百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

。每都统设副都统二，领兵七千五百人，为一旗。在明万历

三十四年（1606年）时，只有四旗.四十三年，增至八旗，六

万人。其后佐领之数，增至四百，旗数不变。皇太极天聪九

年（1635年），分设蒙古八旗，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

七年（1642年）分设汉军八旗，兵二万四千零五十人。以后

佐领愈增，各旗也分设护军、前锋、骁骑等营伍。清朝统一

后，八旗兵分为京营和驻防两类。京营又分郎卫和兵卫。郎

卫侍卫帝室，由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挑选，组成



亲军，归领侍卫内大臣统率。兵卫之制:八旗都统直辖的为骁

骑营。不归都统指挥，另置总统或统领统率的有前锋营、护

军营、健锐营、火器营、步军营。步军营除八旗兵外，兼辖

一部分绿营兵。此外，下五旗的亲军，属于各王公。领侍卫

内大臣统率的，还有虎枪营。总计京营兵额十万余人。驻防

兵分驻各省冲要地点，共十万七千余人，分由各地的将军、

都统、城守尉统率，为清王朝进行统治的骨干力量。乾隆时

佐领之数将近二千，兵额则仍为二十万余人。 23.绿营兵。 清

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兵种分马兵、步

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者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

领。在各省者有督标（由总督统辖）、抚标（由巡抚统辖）

、提标（由提督统辖）、镇标（由总兵统辖）、军标（设于

四川、新疆，由将军统辖）、河标（由河道总督统辖）、漕

标（由漕运总督统辖）。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

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

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

清末裁废。 24.新军。 清末编练的新式陆军。1895年（光绪二

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以胡在小站

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

署两江总督任内编练“自强军”，是为新军之始。《辛丑条

约》签订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的名义，中央设练兵处

，各省设督练公所，改编军队。1905年又计划在全国编练新

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

设官兵12 512人。至1911年，全国连混成协在内只编成二十六

镇。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借以

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但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各省



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多，成为武昌起义

和各省光复的重要力量。 25.国民革命军。 1925年7月，国民

政府在广州成立，将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开始设

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人担任。由于共产党

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

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

变革命后，国民党军队仍用这一名称。 26.叶挺独立团。 北伐

战争时，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以

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英勇善战，被称为“

铁军”。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湖北前线

。8月27日和29日，在攻占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

役中，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对开创北伐战争的胜利局

面起了重大作用。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该团扩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二十四师，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27.西北军。 冯玉祥所

统辖的军队。原属北洋军阀直系。1924年，冯联合胡景翼、

孙岳两部分军队，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组成国民军。1925年

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分驻于北京、察哈尔和绥远

地区，通称西北军。1926年9月，西北军在五原誓师，改称国

民联军。1927年初，参加国民革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1930年5月，冯联合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失败，所部被

国民党政府改编。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西北军将

领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为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 28.东北军。 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军队。原称“

奉军”。1924年张联合冯玉祥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率部进

入关内。19271928年张的部队被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



阎锡山的联军打败，退回东北，1929年1月被蒋介石改编为东

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张学良统率。1931年九一八

事变时，执行蒋介石的对日本侵略不作抵抗的政策，退入关

内。1935年被蒋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1936年12月12日，在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

和推动下，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发动了

西安事变。随后东北军为国民党政府改编。 29.晋绥军。 山西

军阀阎锡山的军队。1911年阎任山西都督，建立晋军。1926

年阎联合张作霖击败西北军，进占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

区），所统辖的军队称晋绥军。1927年9月，改称国民党军第

三集团军。抗日战争期间，几度与日军暗中勾结，进攻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日本投隆后，积极参加反共反人民

的内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 30.

十九路军。 国民党军队。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

廷锴。1930年冬和1931年在江西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九一

八事变后调往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对上海

的进攻，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进行了英勇

抵抗，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打击。这次抗战因蒋介石坚持对

日投降政策而遭致失败。接着，十九路军又被蒋调到福建进

攻中国工农红军。随后，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和红军作战没

有出路，又加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于1933年11月联合国民党

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

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

定。不久，在蒋介石进攻下失败。(本资料由北京安能学校提

供) 31.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

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



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

，1932年发展到三十万人，这些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

”。在辽宁南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嫩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由于这些部队中有许多国民党军官，他们不依靠人民的力

量，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至1933年春，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

，只有一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坚持战斗，后来

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32.察绥抗日同盟军。 即“民

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省，向河北、察哈尔等省

（今并入河北、山西）进犯，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政

策。是年5月，原国民军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

方振武等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

盟军，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抗击进犯察哈尔

的日伪军，收复宝昌（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正镶白旗

、太仆寺旗）、沽源、多伦等地。部队从几千人发展到十余

万人。8月，在蒋介石的破坏和威胁下，冯玉祥离开张家口，

吉鸿昌、方振武等宣布成立抗日讨贼军，继续在热河和长城

一带抗击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攻，至9月底失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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