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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唐朝竟有纸质铠甲 唐朝国力鼎盛，
军队的一部分戎服和铠甲开始从实用的
功能中脱离出来，出现众多以装饰为主
的仪典服饰。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的
铠甲有13种：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
锤、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
锁子、马甲。其中白布甲、皂绢甲、布背
甲、木甲等铠甲是用丝绸等布料和皮料
制成的，这些铠甲用于礼仪性质的场所。

宋代华丽的“五色介胄”宋代的军
戎服饰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战铠甲，另一
种是仪卫礼服。实战铠甲中，用铁制作
的叫铁盔、铁铠、铁甲，组件较多。据记
载，全副盔甲有 1825 片甲叶，一副铠甲
近50斤。还有用皮、纸制作的轻甲。

宋代仪卫礼服外表装饰华丽，被称为
“五色介胄”。《宋史·仪卫志》记载，宋代铠
甲的颜色有黄、青、朱、白、黑、金等。

明代出现“V”字领铠甲 明代是重
型铠甲和轻型铠甲地位交替的时期。重
型铠甲不便于实战，逐渐被淘汰，另一种
轻型甲——绵甲应运而生。绵甲柔软轻
便，表面缀有大量的铜甲泡和铁甲泡，蘸
湿后还可以抵御初级火器的射击。另
外，明代铠甲还出现了“潮味十足”的“V
字领”“镂空式护耳”等时尚元素。

清八旗军队以服色命名 清代甲胄
分为明甲、暗甲、铁甲和绵甲等，清代中
后期，铠甲逐渐以绵甲为主。早期的八
旗以红、白、橘黄、蓝为基本色，配上四色
镶边，组成八旗服色，并根据服色确定旗
名。 据《北京晚报》《解放日报》

古代士兵受阅时的着装

古代阅兵场面也震撼
在即将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中，阅兵是备受期待的一项。阅兵是国家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仪式，自古就有。自

先秦开始，阅兵就成为定制，一般在秋冬季节举行，展示军容军姿、新型战服和武器装备等。在历史上的多次阅兵活动中，明成祖于永乐十九
年调动十万军队举行的一次大阅兵，曾经惊艳了世界。至今，阅兵始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倍感荣光和振奋的庄严盛典。

清朝冬季冰上阅兵活动清朝冬季冰上阅兵活动。。

八旗大阅图局部八旗大阅图局部。。

先秦已出现的高科技战争用车“指
南车”（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制）。

阅兵自先秦开始

阅兵作为传统军事仪式，以田
猎的最初方式发展演变至今。从

《周礼》《礼记》等先秦典籍中可以
看出，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阅
兵仪式的雏形。那时已经有了常备
军性质的国家军队，并且有了金属
兵器和战车，具备了阅兵的基本条
件。武王伐纣之前，曾经在今河南
孟津组织军事演习，吸引了多个诸
侯国加盟，为伐纣做准备，史上称
其为“孟津观兵”，这是历史上比
较早的规模较大的阅兵之一。

到了春秋时期，阅兵活动开始
频繁起来，只是阅兵的形式是以打
猎方式进行。军队列好阵势，最高
统治者或长官在阵前先用弓箭射猎
禽兽，然后检阅部队。当时人们把
这种活动称作“搜”（意为春天里
打猎），以后又发展为定期检阅军
队或战车。检阅步兵每年一次称作

“搜”，检阅战车三年一次称作“大
阅”，检阅步兵和战车五年一次称
作“大搜”。受农耕社会的影响，
军事演习一般安排在秋冬农闲时
期。据《汉书》记载，“春振旅以
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
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
分别在农历二月、五月、八月和十
一月的农闲时节以狩猎的名义进行
军事演习，以训练和整顿军队。其
中，以冬季十一月的大阅最为隆
重，是对军队日常训练成果的年终
检阅。

此后，秋冬阅兵活动逐渐发展
完善成为君主亲自主持的国家性军
事礼仪。西汉时，汉军经常举行各
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军队进行校
阅、考核。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
军，每年秋季都要举行一次，这被
称为“秋射”“校阅”或者“都
试”。到了唐代，阅兵成为军队训
练的重要形式，几乎每年秋季都会
举行阅兵仪式。在大军出征或凯旋
时，皇帝也要亲自阅兵，检阅部队
的同时展示武力。即便到了“重文
轻武”的宋朝，秋冬阅兵的习俗也
沿袭下来，并且逐渐形成了制度。

明朝的阅兵，每年年终考阅一
次，三年大阅一次，也称“小阅”
和“大阅”。清朝大阅的制度更加
完善，大阅的地点主要在南苑、卢
沟桥、多伦诺尔 （今内蒙古多
伦）、畅春园等地。除了皇帝亲自
阅兵外，还会钦派知兵大臣数员前
往阅兵，阅兵内容有“军容、军
技、军学、军器、军阵、军律、军
垒各项”。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制的古代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制的古代““记里鼓车记里鼓车”（”（局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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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阅兵也讲究“队列”和“阵
形”。《尚书·牧誓》记载，三千多年前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在牧野（今河南
省淇县西南）举行大战前阅兵仪式。仪
式开始前，周武王命令：“称尔戈，比
尔干，立尔矛。”这些都是对队列的要
求，意思是，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
的盾，立好你们的矛。

但古代阅兵的阵形与现代的“方
阵”并不是一回事。阵形又叫阵势，或
阵法，是实用战术，善战者无不通晓阵

法。先秦时已有一套相当成熟和实用的
军事阵法，战国军事家孙膑总结出十大
阵形。《孙膑兵法·十阵》称：“凡阵有
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
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
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

在古代所有阵形中，大概要数诸葛
亮的“八阵图”最出名。所谓八阵图，
就是八种攻防方式，分为天、地、风、
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形，民间称
之为“八卦阵”。

“方阵”什么样

叁
阅兵是国家级重要活动，不能有丝

毫闪失，历朝历代都是下“死命令”，
确保大阅兵“万无一失”顺利进行。那
么，古代阅兵如何做好安保工作？

从隆庆三年大阅兵来看，明朝大阅
兵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在大阅兵正
式开始前几天，阅兵场所便要“戒
严”，时称“预肃教场”。《明史·军礼
志》记载：“总协戎政大臣、巡视科道

督率将领军兵预肃教场。”从记载看，
戒严工作由“阅兵总指挥”负责。

阅兵途中的安保同样要一级防卫，
三大营官军备好甲胄器杖，将官四人统
领马兵二千人跟随皇帝。前往大阅兵现
场的人员全都配挂“出入证”——腰
牌，并统一着装，穿大红便服，提前到
达大阅兵现场指定位置，即所谓“关领
扈从，牙牌悬带，先诣教场”。

如何“安保”

肆
战车大约在距今 4000年的夏王朝

初期就已成为军事装备。到商王朝，战
车功能已很丰富，从河南安阳殷墟考古
发现来看，商王朝的战车独辕、双轮、
长毂、扁方车厢，车上装备有弓箭、盾
牌、戈、矛、殳、短剑等各种兵器。每
辆战车上载 3 名士兵，其中一名为驭
手，负责驾车，另外两名分站两侧，负
责作战，远用弓箭，近用戈矛。

春秋以后，战车种类相当齐全，分
为攻车、守车、副车、阙车、指挥车等
不同用途。秦汉时期，战车不仅功能强
大，其数量也大增。大阅兵中“战车方
阵”最为抢眼，这从西安发现秦兵马俑
坑便可看出。

就战车而言，各朝阅兵看点大概是
这样：先秦看“指南车”，这是先秦时
高科技战车，可以自动识别方向，虽然
不可能直接作战，但打仗出征时不可或
缺；三国时看“木牛流马”，这种粮草
运输车是当时最高效的运输车，系蜀国
丞相诸葛亮发明；西晋看“偏箱车”，
这是当时作战性能最出色的战车，由军
事将领马隆发明，可攻可守，攻防两
用；唐朝看“记里鼓车”，与“指南
车”一样，系机械化自动工具，可自动

记录行程……
宋朝以后战车制造装备进一步升

级，有一个叫魏胜的武器专家曾发明了
多款战车，其中的炮车便十分神奇。

《宋史·魏胜传》记载：“炮车在阵中，
施火石炮，亦二百步。”可见，这种炮
车颇像那个时代的导弹发射车。

到了明代，阅兵时可以展示的先进
战车更多了：装备“神机枪”的战火兵
车、雷火车、全胜车、冲虏藏枪车、火
炬攻城车……为此，明朝还专门成立了
特种部队“车营”。

移动战车不可或缺

宋代铠甲展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