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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军事思想研究
·

从石鼓文看秦国富国强兵思想与后 勤实践

后勤学院 陈 少华 张大庆

北京故宫博物院铭刻馆陈列着 0 1个鼓形圆石
,

上

面刻有大篆文字
,

这便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物石鼓文
。

石鼓文于唐初从陕西风翔田野里发现
,

至今已有 130 0

余年
。

经历代学者考证
,

大多认为是秦刻石
,

刻石的

年代上限为秦襄公八年
,

下限秦惠文王十三年
,

即公

元前 770 一前 325 年
。

石鼓文原文约有 60 0 余字
,

唐宋

时尚存 4 6 0 多字
,

现仅存 2 6 0 来字
。

因年代久远
,

石

质脱落
,

其中有两鼓一字无存
。

在我国古代
,

凡纪念性石刻
,

方的称碑
,

圆的称

码
。

因石鼓文记述春秋时秦国君主征 猎 之事
,

故 称
“

猎确
” ,

即圆形的征猎纪念碑
。

碑文为
“
四言诗

” ,

由于文字奇古难识
,

篆刻年代不明
,

加之历代朝野倍

加珍视
,

使奇特的石鼓文更加神秘莫测
。

因石鼓文记

叙征猎之事
,

具有鲜明的军事性质
,

并反映了春秋战

国时代富国强兵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后勤实践
,

颇有特

色
。

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

以就教于军事史

学界的专家
、

学者
。

石鼓文记述的内容为秦襄公 八年 (公元前 77 0 年 )

出兵救周
,

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 襄公立西峙
,

举行

祭祀
,

欢庆胜利与丰收
,

歌颂秦君功德
,

祝周天子康

宁的史事
。

现据宋代拓本将 10 鼓各篇文字的内容简述如下
:

“
马荐

”

鼓 (笔者列为一鼓
,

以下依次称之 ) :

文字残缺不全
,

其中
“
天虹

”

二字十分重要
。

正常天

气出现虹
,

都在雨水充足的春末夏初
,

雨过天睛
。

这

是征猎出发的天时情况
。

“

济瘫
”

鼓 (二鼓 ) :

记述裹公领兵从秦都研城

出发
,

沿研水前进
,

所见研水水产丰富
,

养鱼
、

捕鱼

繁忙
,

鱼多且大
,

要用柳条筐搬运的情景
。

“

吴人
”

鼓 (三鼓 ) :
记述征猎队伍继续前进

,

路过吴阳野人居住地的情景
。

由于秦君对吴阳野人采

取了怜悯政策
,

吴人对秦君敬谨倍至
,

主动献牲食
,

尼深刻指出
:

发展国防
,

决不应该忘记 国家的财政状

况
。

应把财政状况 同决定 战争胜负的其他因素同等看

待
,

既要重
“

钢铁
” ,

又要重
“

黄金
’ 。

若米尼认为
,

尽管拿破仑的军队善于
」 “

以战养战
” ,

善于把领袖们

的鼓励当成精神食粮
,

然而
,

他们士气不衰
,

归根结

底是 由于拿破仑能够
“

在正常地支付国家开支和军钩

的同时
,

还在杜伊勒丽 宫的地下室里储藏 了 两亿 法

郎
。 ” L 因此

,

若米尼指出
,

决不能把
“

以战养战
”

和
“

领袖们的鼓励
”

作为国防的墓础
,

而必须重视发

展 自身的实力
,

使国家从根本上富强起来
,

从 而为国

防建设打下雄厚的物质荃础
。

只有这样
,

才能从根本

上建成真正巩固的国防和真正 强大的军队
。

若米尼有关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思想是比较丰富

的
。

尽管这些思想产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
,

但 由于它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净物发展的一 般规律
,

所 以至今

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然而
,

我们还 必须看到
,

若

米尼有关国防建设的思想理论
,

其根子是深植于资产

阶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向帝国

主义过渡时代的土壤里的
,

他所倡导的国防建设不完

全是为了防御
,

而湘 当程度是为了列强向外扩张
;

有

些观点虽然立论精彩
,

但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
、

君主

立宪制
、

封建专制的国度和军队里
,

事实上是无法实

现的
。

注
:

① 〔瑞士〕 若米尼
: 《战争艺术概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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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加征猎队伍
。

“
吾车

”

鼓 t四鼓 ) :

是 10 鼓中所存文字最多的

一鼓
。

记述征猎队伍车坚马壮
,

弓矢精良
,

以及随征

猎队伍前进的牛车保障队伍的随行保障情况
。

“

奎车
”

鼓 (五鼓 ) :

记述围猎开始前
,

秦君坐

在安车里
,

对卿士
.

将领发布围猎命令
,

检阅队伍
,

以及围猎开始后的壮观场面
。

“

执雨
”

鼓 (六鼓 ) :

霖 即雷
。

记述征猎队伍继

续前进
,

到了研水
、

渭水交流处
,

雷雨交加
,

河水斗

涨
,

原来可涉水而过的研水
,

现在只能乘舫舟而渡
。

“

田车
”

鼓 ( 七鼓 ) :
记述作战经过

。

车马队伍

到达作战地域
,

士气高昂
,

求战心切 , 战斗开始后
,

排成战阵的队伍围攻敌人
,

如同围猎野兽一般 , 吴阳

野人配合进攻
,

打得敌人溃散奔逃
。

战斗结束
,

秦君

下令不杀俘虏
,

敌我双方臣民欣喜雀跃
。

..

而师
”
鼓 (八鼓 ) :

记述征战结束
,

打败西戎
、

犬戎
,

欢呼胜利
;
周天子 (刚即位的平王 ) 到来

,

与

秦君及卿士共庆胜利
,

即封襄公为诸侯
。

“

作原
”

鼓 ( 九鼓 )
:

记述秦军征战凯归
,

先辟

原场
,
后建祠宇

,

再起池沼园林
,

立西峙之盛况
。

“

吾水
”
鼓 (十鼓 ) :

记述周平王东迁洛邑
,

秦

君送天子还都
,

诸侯朝见天子
,

祝天子永远康宁之事
。

这 10 篇鼓文
,

按其大意
,

可分为四个单元
。

第一

单元包括一
、

二
、

三鼓
,

通过交待征战出发时间
,

行

进路线
,

经过地区
,

以及对天时
、

地利
、

人和的描写
,

表明秦国国富兵强
。

第二单元包括四
、

五鼓
,

通过对

围猎的描写
,

赞烦秦国兵强马壮的盛状
。

第三单元包

括六
、

七
、

八鼓
,

通过对征途
、

作战
、

胜利的描述
,

进一步歌颂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

第四单元为九
、

十

鼓
,

通过立西峙
,

送天子还都等的描写
,

表明秦国在

征战胜利后
,

将继续增强国力
。

总之
,

石鼓文以叙述

一次征猎为线索
,

把国家的社会
、

生产活动纳入军事

活动中
,

同时又 以歌颂征战胜利为主调
,

反映了秦国
、 ·

富国强兵
”
的战略思想

。

石鼓文中虽不曾有
“

后勤
” 、 “

华障
”

等文字
,

但融汇
、

统一于征猎
、

生产之中的后勤保障内容和反

映出的军事后勤思想是十分丰富的
。

戈一 ) 给养
。

最主要的是保证人马吃的
。

给养最

基本的来源是生产
。

生 产活动在石鼓文中有记载
:

一

是牧
。

一鼓
“

马荐
”

有
“

研晰马荐
”

句
,

荐
,

为兽食

之草
,

意思说秦国雨水充足
,

草木茂盛
,

有良好的畜

牧条件
,

既能牧马
,

也能牧牛羊
。

二是囿
。

三鼓
“

吴

人
”

有
“

囿
”

字
。

囿
,

指范有垣
,

用于圈养禽兽
。

三

是渔
。

二鼓
“

济殷
”

记载详细
。

渔
,

泛指钓
、

捕和养

鱼
。

四是种
。

三鼓
` 。

吴人
”

中有
“
截

” ,

即九 (音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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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种之
,

撒种
。

《 说文解字》
: ` 、

我如黍很
” ,

种庄

稼
。

四鼓
“

吾车
”

有
“

键
”

字
,

即负 (音台 )
,

指灰

煤
。

刀耕火种
,

烧灰煤以播种
, “

抚
” 、 “

良
” ,

都

是指种植粮食
。

五是猎
。

猎获禽兽食用
。

当时军队补

充给养的方式
,

不外三种
:
一为军队随行携带

。

四鼓
“

吾车
”

中的战车 (马车 )
,

征战途中可运输粮草
。

鼓文中有
“

吾驱其特
” 、 “

吾驱其朴
”

句
,

特
、

朴都

是公牛
,

意为我赶牛 (车 ) 前进
,

跟部队随行
,

为人

马运送粮草
,

田猎时装载猎物
。

二为奴隶
、

平民
“

献
” 。

三鼓
“

吴人
”

中有献字
,

指吴人为襄公部队献吃的
。

三为
“

掠
” 。

孙子的
“

因粮于敌
” ,

就是指春秋时代

军队的军需给养在远征他国时靠掠取进 行补充
。

据
“

田车
”

鼓记述
,

秦军打败西戎
、

犬戎
,

秦君下令不

杀战俘
,

据此推断
,

秦军也可能从敌人手中获取大宗

军裕给养
。

穿
,

在给养中次要一些
。

古时参加征战之

人
,

从兵甲到衣服都是自带
,

有带有穿
,

不带无穿
。

《诗经
·

秦风
·

无衣》 : “

岂日无衣
,

与子同袍
。

王

于兴 师
,

修我戈矛
,

与子同仇
。 ”

意思是说秦军出征
,

有的战士无衣御寒
,

有衣的战士说
,

我们共着穿
,

跟

随国君
,

去战胜共同的敌人
。

(二 ) 武器装备
。

从 石鼓文中
,

可见秦国军队的

武器装备有车
、

马
、

牛
、

弓矢
。

当然
,

这不是秦军武

器装备的全部
。

从 《诗经 》 则可看出
,

春秋时各诸侯

国的武器装备还有戈
、

矛
、

戟
、

甲等
。

这些武器装备
,

用于或猎或征
,

是当时生产力和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
。

装备的来源
,

除国家组织生产一部分外
,

主要靠

与征兵同时征集
。

当时各诸侯国依周制实行
“

井田
” ,

人
、

马
、

武器装备的征集统一 于该制度中
。

据台湾学

者李启明 《 中国后勤体制》 称
,

井田
“

故四井为邑
,

四邑为丘
,

丘十六井也
。

有戎马一匹
,

牛三头
。

四丘

为甸
,

甸六十四井也
。

有戎马四匹
,

兵车一乘
,

牛十

二头
,

甲士三人
,

卒七十二人
,

干戈备具
,

是谓乘马

之法
” 。

( 三 ) 运输
。

在四鼓
“

吾车
”

中
,

有马车
、

牛车
。

前者有作战兼运输的功能
,

后者则主要用于运输
。

六

鼓
“
馥雨

”
中

,

有
“

舫舟
”

记载
。

舟即船
,

是长途水

上运输工具
。

在我国
,

制舟与制车的历史同样悠久
。

相传夏朝就有舟
。

殷商的舟使用很普遍
,

甲骨文
“

舟
”

的写法就有好多种
。

西周已有比较大的船
,

《诗经
·

大雅
·

碱朴》 : ` .

澳彼径舟
,

悉徒揖之
” 。

说明船大
,

要许多人划桨
。

春秋战国舟揖更盛
,

《左传
·

落公十

二年》 载
: “

秦于是输粟于晋
,

自雍及绛相维
,

命之

曰泛舟之役
” 。

这是秦国有组织的水运
,

从雍至绛
,

几百里的水路船只不断
。 “

爵雨
”

鼓中的
“
舫舟

” ,

亦作方舟
,

即把两船并在一起
,

以增加航行的平稳性



和负重t
。

石鼓文中关于乘舫舟出济入渭
,

赴周参战
,

路程也在百里之上
,

由此可见舟在军事后勤运输中的

巨大作用
。

(四 ) 体制
。

十鼓
“

吾水
”

有
“

嘉树则里
”

句
,

意为将法律或规章制度写刻于木头或石碑上
,

树立在

乡里
,

以规范集民
、

奴隶的行为
。

这
’ `

里
”

是春秋时

的行政基层组织
。

但这种行政组织
,

从中央到地方都

是与军事 (包括后勤 ) 组织溶为一体的 (见图表 )
。

国国 君君

三三军统帅帅

一一
,,

舆 军 行

司 司 司

马 马 马

筑 治

` 尸

领经常要进行的一项重大活动
。

从有文字记载看
,

商

周以后
,

田猎已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
,

并作为训练军

队的主要手段
。

田猎四季都进行
,

春为 兔 (音搜 ) ,

夏称
“

苗
” ,

秋为
“

称
”

(音显 )
,

冬称
“

狩
” 。

田

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猎物
,

巡视地域
。

客观上则

有炫耀武力
,

展慑内外
,

训练部队
,

鼓舞士气的作用
。

从石鼓文看
,

游猎活动是十分隆重
、

壮观的
。

这实际

上是当时国家政治
、

经济
、

科技及军事后勤最高成就

的集中检阅
,

也是提高部队征战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
的有效训练方式

。

历史表明
,

春秋前期
,

秦国与其它诸侯国相比是

个弱小的国家
。

到战国时期
,

它能够争雄七国
,

实现

统一
,

其中在军事后勤方面有它成功的经验
。

而石鼓

文就有这种成功经验的萌芽
。

从四鼓
“

吾车
”

的记载

看
, “

吾车既工
,

吾马既同
,

吾车既好
,

吾马既毛 ,’,

意思是说秦军车坚马壮
。

这表明秦国的生产力相当发

展
,

尤其是造车的科技
、

工艺水平很高
,

以及养马畜

牧业发达
。

从七鼓
“
田车

”

记载看
,

车坚马壮用于征

战
,

说明秦军战斗力强
,

后勤保障能力也很强
。

在一

个国力有限的诸侯国
,

既要为生存而征战
,

又要为强

盛而发展生产
。

这里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征战与发展社

会生产的关系
。

石鼓文的启示在于
:

在
“

富国强兵
”

思想指导下
,

通过
“

兵农合一
”

的组织形式
,

要努力

寻求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军队战斗力 、 后勤保障能力的

具体统一
,

这样就能使有限的国力发挥出最大效益
,

以利求得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

匠人梓人

、

轮人
、

架人

氏氏

欢迎评选19 88年 《军事历史》 优秀文章

这种完备的组织体制
,

从先秦玺印中也得到证明
。

我

国现存有先秦时代官私玺印60 00 多方
。

在官印中
,

诸

如司徒
、

司马
,

司寇
、

计宫
、

伍宫
、

左康
、

右康
、

左

库
、

右库
、

攻师等数 t 最多
。

其中计官
、

左康
、

右康
、

左库
、

右库
、

攻师等
,

都属于管理国家财政事务和军

事后勤事务的官吏
。

秦国陶印
“

咸 那里举
” 、 “

咸朋

里善
” ,

就是
“

嘉树则里
”

中所说的
“
里

”

这一级行

政组织的印信
。

(五 ) 训练
。

石鼓文中的
“

猎
” ,

亦称田猎
。

田

猎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
,

是当时的氏族
、

部落首

为鼓励更多作者为本刊撰写富有 军事史 研 究特

色
、

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的精华之作
,

促进本刊质量的

提高
,

我们决定由厂 大读者和专家
、

学者 一 起评 选

19 88年 《军事历史 》 的10 篇优秀
、

文章
、

在本刊公布
,

’

并给予作者颁发优秀文章奖
。

参加评选的同志可从本

刊 1 9 88年刊登的所有文章中选出您认为最好
、

最喜欢

的l 。篇
,

写清其题目 (可以写不满 10 篇
,

但不 能超过

10 篇)
,

寄给本刊编辑部
。

凡选中 8 篇以上者
,

给子

纪念奖
。

参加评选的
.

来信 日期截止 12 月25 日 ( 以邮戳

日 期为准 )
。

来信请寄
:

北京海淀 区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 》

编辑部收
。

邮政编码
: 1 0 0 0 9 1

。

猎用具的制造生产掌管生产用具征与战部郊野之委积

委人!掌薪色疏材
、

木材
、

蓄聚
、

兵器等遗人!直辖乡里之委积旅师l掌枷粟
、

屋粟
、

粟间等郊野委积

本刊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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