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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軍事、武力相關書目整理

方震華

一、軍事制度

(一)通論

1.專書

Graff, David A.; Higham, Robin, eds.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Oxford,
England: Westvew Press,2002.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2。
方積六，《五代十國軍事史》，北京市 : 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邵石，《中國全史系列：中國隋唐五代軍事史》，北京市：人人出版社，1991。
唐長孺著，《唐書兵制箋正》，北京：中華書局，1962。
高銳主編，《中國軍事史略》（中冊），北京市：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
黃水華，《中國古代兵制》，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8。
陳高華、錢海皓，《中國軍事制度史‧兵役制度卷》，河南市：大象出版社，1997。
陳高華、錢海皓，《中國軍事制度史‧武官制度卷》，河南市：大象出版社，1997。
陳高華、錢海皓，《中國軍事制度史‧後勤制度卷》，河南市：大象出版社，1997。
陳高華、錢海皓，《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法制卷》，河南市：大象出版社，1997。
陳高華、錢海皓，《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教育訓練制度卷》，河南市：大象出版

社，1997。
陳高華、錢海皓，《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組織體制編制卷》，河南市：大象出版

社，1997。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六章〈兵制〉，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臺北：文史哲出

版社，1994。
赫治清、王曉衡《中國兵制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

2.論文
丁放、解立紅，〈近年來中國古代軍制史研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5(北京：

1989)，頁 6-15。
石壘，〈五代的兵制〉（上、下），《幼獅學誌》，1：2、3(臺北，1962.4、7)。
林瑞翰，〈宋代兵制初探〉，《臺灣大學歷史學報》，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87，
頁 101-118。
齊勇鋒，〈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獻》，3(1988)，頁 16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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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f, David, “The Sword and the Brush: Specialization and Career Patterns in 
the T’ang Milita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6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二)府兵制

1.專書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市：人民出版社，1957。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5。
氣賀澤保規，《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會──》，東京都：同朋舍，1999。

2.論文

毛漢光，〈唐代軍衛與軍府之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5：1，
(嘉義：1994)，頁 111-171。
毛漢光，〈隋唐軍府演變之比較與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6：
1，(嘉義：1995)，頁 119-157。
甘懷真，〈隋文帝時代軍權與「關壟集團」之關係〉，《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487-520。
李方，〈唐折衝府增考〉，《文史》，36(北京，1998)，頁 199-221。
杜洽，〈唐代府兵考〉，《史學年報》，3：1(北京，1939)，頁 1-27。
何茲全，〈讀《府兵制度考釋》書後〉，《歷史研究》，6(北京，1962)，頁 158-164。
谷川道雄，〈（谷霽光著）府兵制度考釋〉，《東洋史研究》，22：2，1963，頁 109-115。
谷川道雄，〈西魏‧北周‧隋‧唐政權と府兵制〉，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律令制

の展開その國家‧社會との關係──周邊諸地域の場合を含めて──》，唐代史研

究會報告第Ⅴ集，19843，頁 144-152。
谷川道雄，〈府兵國家と府兵制〉，收入氏著《增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都，

竺摩書房，1998-1 增補，頁 409-429。
谷川道雄，〈府兵制國家論〉，收入氏著《增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都：竺

摩書房，1998 增補，頁 451-472。
谷川道雄，〈府兵制國家論〉，收入氏著《增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都：竺

摩書房，1998 增補，頁 451-472。
谷霽光，〈西魏北周和隋唐間的府兵〉，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368-402。
谷霽光，〈再論西魏北周和隋唐間的府兵〉，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

卷），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403-422。
谷霽光，〈三論西魏北周和隋唐間的府兵（府兵的階級成分問題商榷）〉，收入氏著

《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423-449。
谷霽光，〈唐折衝府考校補〉，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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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297-342。
谷霽光，〈五論西魏北周和隋唐間的府兵〉，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

卷），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472-486。
谷霽光，〈四論西魏北周和隋唐間的府兵〉，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

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449-471。
谷霽光，〈府兵制度的起源〉，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南昌市：

谷霽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364-367。
〈唐折衝府考拾補〉，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南昌市：江西人

民出版社，1996，頁 343-349。
谷霽光，〈鎮戍與防府〉，收入氏著《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一卷），南昌市：江西

人民出版社，1996，頁 350-363。
邢義田，〈從涵化觀點看府兵制〉，《史繹》，6(臺北：1969)，頁 1-13。
武伯綸，〈唐京兆郡折衝府考逸〉，《考古與文物》，6(西安市，1990)，頁 90-94。
孟彥弘，〈唐代前期的兵制與邊防〉，收錄於《唐研究》第 1 期，1995。
周曉薇、王其禕，〈唐折衝府考校補拾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頁

129-139。
周曉薇、王其禕，〈唐折衝府考校補拾遺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頁

215-218。
周曉薇、王其禕，〈唐折衝府考校補拾遺再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頁

59-60。
倪岱峰，〈唐代府兵制中設府之基本構想（上、下）〉，《香港：東方雜誌》，20：
7、8(1987.1、2)，頁 36-41；32-41。
栗原益男〈府兵制と新兵種──前半期唐朝支配の崩壞に關する若干の考察をふ

くめて──〉（Ⅰ）、（Ⅱ），《史學雜誌》，73：2、3，1964，頁 1-25、29-55。
唐耕耦，〈唐前期的兵募〉，《歷史研究》，4(北京：1981)，頁 160-172。
岡崎文夫〈唐の府衛制就て〉，《唐宋時代の研究》，9：5，1935，頁 12-23。
黃永年，〈對府兵制所以敗壞的再認識〉，收入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

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10，頁 138-153。
陳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收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六章〈兵制〉，

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135-153。
陳寅恪，〈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收入《陳寅恪先生全集》上，臺北市：九思出

版公司，1977，頁 665-677。
菊池英夫，〈唐折衝府の分佈問題に關する一解釋〉，收入劉俊文主編，夏日新、

韓勝、黃正建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市：

中華書局，1993，頁 514-557。
菊池英夫，〈唐代府兵制度に關する一疑問〉，《史淵》，58，1935，頁 95-115。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の展開〉，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歷史 5》第 11 章，東京都：

岩波書店，1970，頁 40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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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英夫，〈唐代折衝府分佈問題研究〉，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

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七月一版一刷。

張國剛，〈唐代府兵淵源與番役〉，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市：

文津出版社，1994，頁 1-27。
張國剛，〈唐代防丁考述〉，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市：文津

出版社，1994，頁 77-92。
張國剛，〈所謂府兵「隨身七事」辨〉，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

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頁 259-260。
張國剛，〈關於唐代兵募制度的幾個問題〉，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

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頁 29-53。
張國剛，〈唐代行軍研究〉，收錄於《唐研究》第 1 期，1995 年。

張國剛，〈唐代防丁制度考述〉，收錄《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

版社，民國 83 年 5 月版。

陳仲安，〈唐府兵隨身七事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二）》，西安市：三秦出

版社，1989，頁 183-187。
章群，〈唐代地方軍權之擴張〉，《學術季刊》，4：3(臺北，1955)，頁 69-83。
勞經原，〈唐折衝府考〉，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臺北市：開明書店，1959，
頁 7593-7629。
曾我部靜雄，〈唐代均田府時代的士兵身份與特權〉，《歷史教育》，8：6，1960。
曾肅良，〈從唐代對外政策和府兵制的變化論玄宗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及其影響〉，

《台南家專學報》，15(臺南：1996)，頁 61-67。
雷家驥，〈唐初十二軍及其主帥雜考論〉，《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3 期，（臺北：蘭

臺出版社，民國 93 年 3 月版）。

雷家驥，〈從政局與戰略論唐初十二軍之興廢〉，《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2 期，（臺

北：蘭臺出版社，民國 92 年 3 月版）。

雷家驥，〈從戰略發展看唐朝節度體制的創建〉，載《唐代研究論集》第 4 輯。

愛宕元，〈唐代府兵制の再檢討──折衝府の歷史地理的分析──〉，《東洋史研究》

56：3，1997，頁 61-89。
濱口重國，〈府兵制より新兵制へ〉，《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日本：東京大

學出版社，1980。
羅振玉，〈唐折衝府考補〉，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臺北市：開明書店，

1959，頁 7631-7659。
羅振玉，〈唐折衝府考補拾遺〉，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臺北市：開明書

店，1959，頁 7641-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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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鎮

1.專書
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一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系》，東京

都：三一書房，1980。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
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 : 兼論唐廷与西北諸族的關系及其演變》，長春市 : 吉

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論文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學報》，26：4，1939。
王賽時，〈唐代的淄青鎮〉，《東岳論叢》，第二期，1994。
方積六，〈略論唐憲宗平定藩鎮割據的歷史意義〉，《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三輯

1982。
毛漢光，〈魏博二百年史論〉，收於其《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1990，頁 391-445。
正博：〈唐朝の對藩鎮政策にっ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

46：2，1987，頁 96-125。
谷川道雄，〈唐代の藩鎮について〉，《史林》，35：3，1952。
袁英光，〈試論唐代藩鎮割據的幾個問題〉，收於《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
孫繼民，〈唐代行軍統帥僚屬制度及其對藩鎮形成的影響〉，《河北學刊》，一九九

二年第六期。

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

80：1(臺北：1990)，頁 3-22。
黃清連，〈宋威與王、黃之亂─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二〉，收於《中

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1-36。
黃清連，〈杜牧論藩與軍事〉，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頁 351-405。

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東洋學報》，44：
2，1961，頁 54-88。
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續編）〉，《東洋學報》，

45：1，1962，頁 33-68。
渡邊孝，〈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鎮の權力構造にっいての再檢討〉，《東洋史研究》，

54：2，頁 96-139。
張國剛，〈肅代之際的政治軍事形勢與藩鎮割據局面形成的關係〉，《南開學報》，

6(上海：1982)。
張國剛，《唐代藩鎮類型及其動亂特點》，《歷史研究》，4(北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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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樂成，〈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收於《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

1984。
盧建榮：〈中晚唐藩鎮文職幕僚職位的探討--以徐州節度區為例〉收於《第二屆

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1993。

(四)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

1.專書
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文書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孫繼民，《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唐長孺，《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唐長孺，《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論文
朱雷，〈唐開元二（714）年西州府兵──〈西州營〉赴隴西御吐蕃始末〉，《敦煌

學籍刊》，1985，頁 1-10。
沙知，〈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唐軍府名掇拾〉，《敦煌學籍刊》，1998，頁 1-17。
吳麗娛，〈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 680 年）府兵衛士簡點文書的研究〉，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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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of Kuo Tzu-I.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2.

Fang, Cheng-Hua,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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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Winston W. "The Self-imag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1(1997).
王明蓀，〈宋初的反戰論〉，收於《宋史研究集》第 23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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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頁 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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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
曾瑞龍，《經略幽燕 (979-987) : 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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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野開三郎，〈自衛兵団の諸称呼と義軍〉，收入氏著《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

福岡：著者自刊，1984。
黃寬重，〈南宋高宗孝宗之際的抗金義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3（臺

北，1980），頁 547-618。
黃寬重，〈從塢堡到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收入劉岱主編《中國文化新論》，

第七冊「吾土與吾民」（社會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229-280。
黃寬重，〈南宋寧宗理宗時期抗金的義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3(臺北：

1983)，頁 93-159。
黃寬重，〈南宋初期抗金義軍的組織與性質〉，《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

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頁 123-152。
黃寬重，〈南宋飛虎軍：從地方軍到調駐軍的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
1（臺北，1986），頁 123-146。



唐宋社會變遷網站資料

13

黃寬重〈南宋對地方武力的利用和控制：以鎮撫使為例〉，《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

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 1047-1080。
黃寬重，〈廣東摧鋒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5：4（臺北，1994.12），頁 957-988。
黃寬重〈福建左翼軍：南宋地方軍演變的個案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
2（臺北，1997），頁 369-415。
黃寬重，〈政局變動與政治抉擇：以宋元之際東南地區三支地方軍的遭遇為例〉，

《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1（臺北：1997），頁 175-194。
黃寬重，〈從地方武力的發展看南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演變〉，《中國史學》，9（東

京：中國史學會，1999.12），頁 1-15。
黃寬重，〈兩淮山水寨──南宋中央對地方武力的利用與控制〉，《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72：4（臺北，2001），頁 801-831。
黃寬重，〈唐宋基層武力與基層社會的轉變：以弓手為中心的觀察〉，《歷史研究》，

（北京，2004），頁 1-18。

兼任助理：盧意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