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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金元时期冷兵器的技术管控及其对战争的影响
徐 建 新

摘　 要：宋代对弓弩等制作技术复杂的大杀伤力武器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在同北方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宋军对神臂

弓等弓弩武器进行了一系列改良与革新。 同时，金、蒙军队对此亦有所因应，其主要措施有仿制和加强改进骑兵战

术两种，最终促进了武器技术与军事战术的交替进步。 宋军试图以技术管控之方式维持弓弩对骑兵的优势，但因

战役层面失利而最终失败，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手段的金元军队虽然对神臂弓有所仿制，但未给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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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１－０１３５－０６

　 　 宋金元时期，冷兵器中杀伤力和制作技术复杂

的箭弩技术进步明显，如神臂弓、克敌弓、神劲弓，其
射程和威力都比一般弓弩强大。 这些武器在宋金战

争、宋元战争中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宋、
金、元政权也都制定了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来防止

其制作工艺泄露。 目前，相关研究或聚焦于军事制

度①，或聚焦于武器本身②，对此类武器技术发展和

管理方面的研究尚付之阙如。 故本文拟对宋元时期

大杀伤力弓弩类武器的技术发展和管理及其在战争

中的应用效果和对战争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宋元时期的冷兵器及其管理

在研究古代兵器时，一般将火药武器发明之前

的刀剑等兵器称为冷兵器，其杀伤力的能量来源为

人力或由人力转换而来的机械力。 如刀、剑、弓箭、
矛等。 按照使用方式及其战场上的作用可将冷兵器

分为长兵器、短兵器、远程兵器、防御兵器、攻守城兵

器等。
本文将接近或超过士兵平均身高的兵器称为长

兵器，不及者称为短兵器。 长兵器主要为长柄枪、长
柄刀等。 例如“右拐突枪，杆长二丈五尺”，“抓枪，
长二丈四尺”，“拐刃枪，杆长二丈五尺”，③其他还

“有锥枪、梭枪等”④，可供马上使用。 长柄刀则有

屈刀、笔刀、棹刀等。
短兵器应用于近战，形制上约可分为两类。 一

为利刃，包括短柄刀、枪、剑等，“刀则有太平、定戎、
朝天、开山、开阵、划阵、偏刀、车刀、七首之名，棹则

有两刃、山字之制，要皆小异”⑤。 建康都作院先后

生产的利刃有“破阵刀、皮鞘全腰刀、月斧、朴刀、大
斧、手刀、摔刀、红油把手刀、铡刀、掠阵刀、手斧”⑥

等。 此一时期，刀的地位高于剑，《武经总要》中仅

记载了两种剑⑦，只有图，没有专门命名。 常见钝器

有棍、棒、骨朵等，亦可在短柄一端加上铁蒺藜、狼牙

等形成异形武器，常见钝器有“白棒、杵棒、杆棒、诃
藜棒、钩棒、挀子棒、蒺藜、蒜头、铁鞭、铁简、铁链夹

棒”⑧等。 棍棒类兵器“利于自下击上”⑨。
远程兵器主要在非接触条件下杀伤敌人，依赖

机械势能将弓箭、弩箭或石块等发射至敌方。 如投

石机、抛石机，被称为“砲”或“礮”，属于利用杠杆原

理增大扭矩从而将重物（石块、石球、泥瓦块等）抛

向敌人的武器。 根据构成杠杆的梢木的数量可以将

砲分为“单梢砲、双梢砲、五梢砲、七梢砲”⑩。 根据

砲的支架及其载具的不同，又衍生出“旋风砲、虎蹲

砲、拄腹砲、独脚旋风砲、旋风车砲、卧车砲、车行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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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五砲、合砲、火砲”等。 弓弩种类繁多。 弓主

要有“黑漆弓、黄桦弓、麻背弓、白桦弓”等。 弩主

要有“黑漆弓、雌黄桦稍弓、黄桦弩、白桦弩、三弓床

子弩、跳蹬弩、木弩、大合蝉弩、小合蝉弩、 子弩、手
射弩、三弓弩、三次弓弩”等。 宋人将一部分弩亦

称之为“弓”。 从西夏传入宋的神臂弓亦为弩的一

种，形制与跳蹬弩类似，但更加精密复杂。
以上冷兵器中，制造技术难度并不相同。 刀剑

枪杖等长短兵器，制造难度较低，故没有完全被官方

垄断，民间可以制作，如宋金交战地区的一位农户

说：“天下兵兴，戈 载路。 人欲挟利刃，家欲藏铦

锋。 以刀剑镞镝来谒者，日填吾门。”此农户自造

的兵器分别有戈、 、利刃、刀剑、箭镞等。 这类兵器

与农具类似之处在于，其形制皆为在木杆一端加上

铁制物。 虽然宋朝严禁民间持有兵器，但是对这些

制造难度较低、制造技术较为普及的冷兵器，采取了

事实上的弛禁政策。
朝廷对制造技术含量高的冷兵器，尤其是弩进

行了严格控制。 弩是由机栝控制的弓，它与弓的区

别在于增加了一套控制发射的机栝。 机栝由匣、照
门、钩、拨机、垫机等精密部件构成，同时还需要带有

刻度的望山进行射击误差的修正。 弩的弓身由复合

材料组成，需要牛角层、木胎层、筋胶层、丝线、漆、竹
等原料。 宋代的神臂弓、克敌弓等是弩箭类冷兵器

中杀伤力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兵器，宋军围绕神臂

弓展开了一系列的技术管控和战术革新。
１．神臂弓

清人彭孙贻认为：神臂弓“当是（唐）伏远弩遗

制”。 宋神宗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宦官张若水将神

臂弓的制作工艺献给朝廷。 神臂弓的发明者，史书

记载为“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的西夏人李宏。
神臂弓的巨大威力与其独特的造型有关。 关于

神臂弓的形制，《宋会要》的记载最为详细。 “以鳿

为身，檀为梢，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解索

札丝为弦。 弩身通长三尺有二寸，两弭合长九寸有

二分；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弝长四寸。 通长四尺

五寸八分。 弦长二尺有五寸。”弓身的材质，除了

《宋会要》以外，其余均记载为“檿木”。 檿，即山

桑，属桑科。 据《考工记》记载：“凡取干之道七：柘
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鳿”是一种鸟，不可能

作为制造弓弩的材料。 因此神臂弓身应为“檿木”。
“蹬子枪头”是安装在神臂弓前端，用于脚踩发力的

装置。 宋代神臂弓手直接踩稳“蹬子枪头”，然后再

用力拉弦，既提高了动作的稳定性，也加大了对弩身

结构的保护。 “马面牙发”是弩机的结构，每次弩机

在做功运动之时会发生碰撞，以硬度较低且具有一

定延展性的材料———铜来进行制造，是非常合适

的。 弦的材料，《宋会要》 《玉海》记载为“麻解索札

丝”，《容斋三笔》 《文献通考》 《宋史》的记载为

“麻绳札丝”。 弦的材料应该是一种麻制品，将多

根细细的麻丝拧在一起，提高弹性，增大应力。
弓、弩等兵器的射程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标。

文献记载中，神臂弓的射程值相差很大，但又集中在

若干个数值区域，现按照射程从小到大逐一讨论之。
首先是表演距离，标准为 ７０ 步或 ２４０ 步。 如

果未经专项训练，是不能命中 ７０ 步之内的目标的。
相反，如果经过训练，就可以“连中”。皇宫内试射

神臂弓，必定受限于宫殿的实际布局。 “崇政殿后

有柱廊，倒座殿。 次北景福殿”。 延和殿向北开

门，与景福殿相对。 “俗呼倒座殿”。 这就决定了

神臂弓的试射只能在有限的距离进行。 宋神宗将试

射场地改到南熏门外被用作校场的玉津园后，表演

距离增加到了 ２４０ 步。 “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

半簳，有司锯榆。”

其次是训练距离，标准为 ８０ 步和 １２０ 步。 元祐

三年（１０８８）八月、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八月、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朝廷先后规定或者重申了神臂弓手的训练

标准：“日给箭二十射亲，去垛百二十步。”元祐年

间，标准降低到了 ８０ 步。 政和四年（１１１４），有大臣

上奏重新制定对射击精度的考核细节：“将中贴箭

数并改为上垛，其一中贴比两上垛。”该标准从追

求准确率改为追求命中率。 宋高宗时，又增加了对

高命中率弩手的奖励。 “箭六只皆上垛，三中帖，押
解赴帅司，保明解赴阙再试，换承信郎。”

最后是实战距离，为 １００ 步左右，不超过 ２００
步。 这是神臂弓在实战当中，能够有效杀伤敌人的

距离。 在百步之内，神臂弓“其劲可穿重甲”。 当

宋军的训练标准降低后，神臂弓就从精确的杀伤性

武器，变成了区域拒止武器。 如果距离超过了 ２００
步，其压制功能则失效。 金军在同宋军交战中，如果

遇到神臂弓，也会“引退约二百步”，暂避锋芒。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记载的射程，可能存在错

误，如《宋史》中记载的 ３４０ 多步。 也有可能是作

者的推测，如明朝人推测为 ３００ 步，清朝人推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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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 步。 实际上，这些千差万别的数据恰恰反映

了宋代军事技术的先进性。 它充分反映了宋人对神

臂弓的认识相当深入。 宋人不仅掌握了神臂弓在不

同条件下的射程，而且还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实战

价值。
２．克敌弓

克敌弓是韩世忠于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在神臂弓

的基础上，“侈大其制”而成。 韩世忠对神臂弓的

改进使其更加便捷易用，“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

六十步”。 这个射程相较神臂弓 ２４０ 步的标靶射

程和不足 ２００ 步的实战射程，有了巨大的进步。
首先，射程更远，重量更轻。 “增二石之力，而

减数斤之重。”其次，成为破甲神器。 克敌弓“斗
力雄劲，可洞犀象，贯七札，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

倒”。 “札”是武士胄甲上由皮革或金属制成的甲

叶。 即便“七札”的说法有夸大的成分，克敌弓击中

目标时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也足以让敌方士兵暂时失

去战斗力，或者让敌方的战马、战象等因为受到软组

织损伤而无法保持攻击阵型。 最后，训练方法改进，
更加实用。 韩世忠同时改良了弓弩的训练和实战技

巧，“今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鍪，及跳涧以习骑，洞
贯以习射，皆其遗法也。”这些训练方法利用地形

进行模拟战斗，是针对性较强的训练方法。
３．神劲弓

神劲弓与神臂弓相比，射程更远，但射速降低。
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工部侍郎李昌图上奏：“神臂弓

斗力及远，屡获其用。 后又造神劲弓，及远虽在神臂

弓上，军中多言其发迟，每神臂三矢而神劲方能一

发，若临敌之际，便疾反出神臂下。”神臂弓作为单

兵武器，无论如何演进，都必须在射程和杀伤力以及

易用性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神劲弓的射速

仅为神臂弓的三分之一，易用性有所降低。 从北宋

开始，朝廷就对川陕地区的弓箭手多有措置，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此基础

上，宋孝宗提出了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发挥神劲弓

特点的应用思路。 “平原旷野宜用神劲弓，西蜀崇

山峻岭，未知孰利。”同时，宋孝宗下令各地官员认

真讨论以后，制定具体的应用方案。 “既而都统制

吴挺奏：‘神劲弓并弹子头箭，诸军用之诚便疾，神
臂不及也。’诏从其便。”“弹子头箭”为何物，如今

并无可考，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箭能够提升神劲

弓的射击速度，甚至超过了神臂弓。

从神臂弓到克敌弓，再到神劲弓的改进过程，就
是宋军以战场应用为导向，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

题的过程。

二、神臂弓的使用及对战争的影响

随着神臂弓在军队中的推广和应用，宋军在局

部小规模战斗中常常利用神臂弓扭转战局，出奇制

胜。 神臂弓不仅受到了宋朝军队的重视，也引起了

金和蒙古军队的注意。
１．神臂弓在运动战、遭遇战中的作用

神臂弓装备到军队以后，解决了宋军遇敌“以
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为将者全不预谋，所以不能

立”的问题。 在运动战和遭遇战当中，宋军可以有

效地组织进攻，进行反击，也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对骑

兵进行反制。 据统计，此类战例不下 ２０ 次。 例如，
在宋与西夏的宥州之战中，西夏军队“为神臂弓射

却，死者甚众”。 在宋金靖康之战中，李纲“以神

臂弓射金人，却之”。 在宋金磁州之战中，宗泽

“令壮士以神臂弓射走之”。 宋金永兴之战中，
“（郭）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敌不得前”。 宋金

马家渡之战中，宋军“以神臂弓射却之”。 宋金仙

人关之战中，“（杨）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敌遂遁

去”。宋金沙金平之战中，“官军用神臂弓、砲石并

力捍御，杀死金贼甚众”。 宋金顺昌之战中，宋军

“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陈规和刘锜“用神臂弓射

之，稍引退”。 宋金采石矶之战中，宋军“以神臂

弓、克敌弓齐力射敌，应弦而倒者以万数”。 在局

部的战斗中，拥有神臂弓的一方至少可以使敌方

“稍引退”，如果组织有序，多兵种配合得当，甚至可

以起到“应弦而倒者以万数”的战果。 在此激励

之下，宋廷朝野常常有神臂弓乃“中国长技，宜多行

教习，以扞边骑”的呼声。 神臂弓的出现丰富了宋

军的战术选择，宋朝将士可以利用神臂弓来控制战

斗的节奏，从而使战局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２．神臂弓在宋军守城中的应用

“古人以城卫兵，以兵援城，远近内外，皆有次

第。”可见，守城需要各兵种按照一定层次来布防。
李纲主持京城防守期间，“治守战之具，不数日而

毕”。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军“攻善利

门，告急殿前司，姚友仲选武库神臂弓硬弩，一千五

百人救援”。 “凡十日，贼桥不能寸进。”宋人认

为：“用弩之法，尤利处高以临下。”因此依托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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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是宋军应用神臂弓的一个重要方式。 如靖康

元年三月，宋军于“城上多张神臂弓，矢石等乘间击

射，金人往往畏避不敢轻犯”。 “上用神臂弓、偏
架女墙上。”淳熙年间，羌人聚众攻打白水、水西等

处城寨，“羌贼为神臂弓射死甚多”。 绍兴十年六

月的一次宋金交战中，金军攻城，“城上悉以破敌弓

及神臂弓临下射之，人马自退”。 宋军守城时充分

发挥了神臂弓的射程优势，实现了战斗的预期目标。
３．神臂弓在阵法中的融合与创新

宋军在战争中发现，神臂弓的短处是在平坦战

场上直面骑兵的冲击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

三发，而短兵已接”。 吕颐浩曾感慨道：“我师遇

之不暇成列，辄奔溃败走者。”其改进方向是将神

臂弓融入现有的阵法当中。
起初，神臂弓阵法继承了宋代的弓弩阵法，《武

经总要》有一篇《教弩法》，将射击过程一分为三，弩
手也一分为三，分别为：发弩人、进弩人、张弩人。

“迭阵法”是神臂弓的应用同实战经验教训全面融

合的结果。 在双方长期的战争中，宋军逐渐认识到

“蕃兵惟劲马奔冲，汉兵惟强弩掎角”，吴璘在此

前阵法的基础上，“以新战阵之法”，创制出了“迭
阵法”。 “迭阵法”中的核心兵器是神臂弓，同时

阵中集成了一个完善的指挥系统，“主管敌阵统制

一，统领四，主阵拨发各一，正副将、准备将、部队将

则因其队为多寡”。 具体而言，“迭阵法”中持神

臂弓之弩手共有 ２６４ 人，占全部人数的 ８％。 如果将

平射弓手也统计在内，那么该比例可以达到 ２２％。

其余将近八成的兵力配置主要是为了保证远程攻击

兵种的战场生存能力，从而使“临敌不过三发”的弓

弩手们可以从容攒注，瞄准射击。 “我师立定，然后

可以语战。”“迭阵法”创制后，在实战中经受住了

考验。 绍兴三十二年夏，金军 ７０００ 人攻打原州。 金

军采用交替冲锋，“迭为进退”的方法，打乱了宋军

的阵型。宋军战败后，姚仲随即按照“迭阵法”重

新组织战斗。 “令左军第四正将张传传令枪手尽

坐，神臂弓先发，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 敌兵引退

约二百步。”“迭阵法”在此战中取得了成功。

三、宋朝对神臂弓的技术管控与金元的

技术窃取与仿制

　 　 神臂弓等弓弩的巨大威力为金、元所注意，并大

受震撼。 宋朝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技术管控以维持技

术优势，同时金、元则试图窃取仿制。 各方围绕以神

臂弓的管理使用采取了多种措施。
１．宋朝廷对神臂弓的严格管理

首先，禁止民间私造神臂弓。 宋神宗熙宁八年，
即神臂弓被创制 ８ 年以后，朝廷下令管控，“诏：私
有及私造神臂弓者，论如私造弩法”。 宋代法律规

定：“有若私造禁兵器，罪至徒。” “诸私有禁兵器

者，徒一年半。 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
二千里。 甲三领及弩五张，绞。 私造者，各加一

等。”私有神臂弓五张，就要判处绞刑。 在法律的

具体执行过程，实际的量刑可能更为严苛。 绍兴七

年，张九成因为“上堂言神臂弓，朝廷毁其衣牒，窜
衡州。 至是二十一年十一月，移梅州”。 张九成因

言获罪，虽然有秦桧迫害的因素，但这也从侧面反映

了朝廷对神臂弓控制的严厉。 其次，集中制造、存储

神臂弓。 熙宁六年，朝廷“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

政”，“凡产材州置都作院”。神臂弓由朝廷统一制

造，并在“金木、丝枲、 胶、角羽”等主要原材料的

产地设立作院进行生产。 “诸军器样制，模法式同。
传写漏泄者，徒二年，许人捕。 若制造辙改样及减功

料者杖一百。”宋徽宗还增加了将神臂弓和弩箭分

别储存的制度。 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出师教射，缄于

匣，贮之别库”。 “库有内外之异，及弓弩弦箭亦

各异职分官主之”。 最后，全面控制边境兵器流

通。 《宋刑统》规定沿边关塞，不得私下与外国人交

易，“私与禁兵器者，绞”。 宋神宗时，下诏严格查

验出入境人员所携带之物资。 如有将“堪造军器

物”携带至沿边州界“卖与化外人”，或“以熟铁与外

国使人或非使人交易者”，处以不同刑罚。
严格的制度固然可以保证神臂弓技术不外流，

但是，长期僵化的制度最终导致了神臂弓制造的退

步。 宋仁宗时， “天下承平，武备稍弛，故衣甲皆

软”。 靖康时期，“翁彦国令杨州作院造神臂弓，
限一月成，皆不可用”。 高宗建炎年间，承认了原

本不符合规定的短桩神臂弓，“每年比拟春秋教阅

法，别立新格行下。 短桩神臂弓给箭十只射亲，去垛

一百二十步”。 制造技术的退步趋势难以避免，朝
廷只得降低制造标准。 政和三年，“姚古奏更定军

器。 曩时神臂弓硾二石三斗，今硾一石四斗。 从

之”。 神臂弓的威力此后下降了接近四成。 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政和二年二月，仅仅一年之前，朝廷

还下诏：“诸路州郡造军器有不用熙宁法式者，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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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罚，具为令。” 欧阳修曾批评道：“诸州所造器

械，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小太多不中度。”神

臂弓先进性和制造工艺之间，出现了显著的落差。
靖康年间，人们试图恢复熙丰旧制，但纵使“严立赏

刑，而卒亦无补”。
２．金军的仿制

首先，搜集情报，仿制仿造。 靖康之战后，金朝

向宋朝索取的财物当中，就包含了大批的工匠和书

籍，“画工百人，医官二百人，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

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
“金人来取应修内司并东西八作司、文思院、后苑作

工匠、唱探营人、教坊乐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

属”。 北宋的神臂弓制造主要集中在都城的作院，
这其中的木匠、石匠等，都有可能掌握神臂弓制造的

各种信息。 南宋还有一本官方兵书 《造神臂弓

法》。 即使金军只得到少量的相关书籍，加上被掠

夺的工匠、各级官吏等，再加上金军本身的弓箭制作

水平，仿制出神臂弓还是有可能的。
其次，金军在战争中直接仿制使用神臂弓。 金

海陵王完颜亮进攻四川时，吴璘以神臂弓克制金军。
主将合喜孛堇发现：“昔我军皆漠北人，故短于弩

射，今军士多河南北人，何不习阅以分南人之长？”
５０００ 多人经过昼夜训练，“一日设射于石岩下，张宴

以第其中否。 岩皆如粉飞坠”。 金军的仿制品可

能没有神臂弓的名称，但其击碎岩石的实验效果已

经基本接近“其射洞札”或者“贯榆木半笴”的宋军

弩器。 皇统五年（１１４５），金军进攻蒙古，试图依靠

神臂弓来改变战局，“自将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万

人讨之”。 从神臂弓的使用而言，金军对神臂弓的

认识还比较粗浅，停留在表面。 例如，绍兴四年宋金

在四川展开激战，“敌（金）布神臂弓东岭下。 侯亦

发神臂弓五百只与之对。 敌去”。 当面对同样持

有神臂弓并且训练更为有素的宋军时，金军只好退

兵。 宋军的神臂弓手是一支从弓箭手中挑选出来的

精锐部队，不仅享有“免本户差役”的优待，而且在

作战时，“其行军犒赏、带甲等钱，并许依正军例一

等支破”，待遇优厚。 相对而言，金军的神臂弓手

多为“河南北人”，即燕云十六州以及华北平原的普

通汉人，构成复杂，且并非职业弩手。
金军对神臂弓的学习和利用并不深入。 一方面

是由于神臂弓部队并非金军主力，金军并没有围绕

神臂弓进行战术布置。 另一方面是金军战时倚重骑

兵，实战中神臂弓发挥的空间较小。
３．蒙古军队对神臂弓的使用

元世祖中统二年（１２６１），“敕诸路造人马甲及

铁装具，万二千输开平。 七月命总管王清制神臂弓，
柱子弓”。 宋朝如果抓获了民间私藏神臂弓等兵

器式样的人，会将“其式样给与边将收藏”，因此

以王清为代表的诸多宋军降将手中，很可能会有神

臂弓的制造图纸。 中统三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

兼领工部及诸路工作，以孟烈所献蹶张弩藏于中

都”。 可见，至少在元世祖时，蒙古军队已经得到

了神臂弓，并且掌握了相应的制造技术。 至元三年

（１２６６），“命制国用使司造神臂弓千张、矢六万”。
蒙古军队大批量制造神臂弓，并将其应用到战争当

中，“宋代有神臂弓”，“元世祖灭宋，得其式，曾用以

制胜”。可见，神臂弓对蒙古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

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蒙古军队兵并没有像宋军一样，专门围绕神臂

弓建立一套战法，而是将神臂弓和其他的弩类兵器

一同管理使用。 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因为“扬州冲要

重地，置五翼军马并砲手、弩军”。 蒙古灭宋以后，
对兵种进行了调整，“又有以技名者，曰砲军、弩军、
水手军”。 弩手和砲手是技术兵种，属于射程较远

和很远的战斗力量，在战斗组织上，蒙古军队对其进

行了单列。 神臂弓与普通的弩毕竟有所不同，也有

一些个别的将领针对神臂弓同类的蹶张弩进行专门

训练，如庆端“别立神锋军，亲教以蹶张弩技，作整

暇堂、犀利局”。 这种个别将领的行为，并没有上

升到整个朝廷的层面。 蒙古军队对神臂弓的应用程

度不高于宋军，也不高于金军。

四、结语

神臂弓在宋金、宋元不同战争体系之下，有着不

同的使用条件。 “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犹中国之

工强弩也。”神臂弓等高技术兵器虽然射坚及远，
贯彻重甲，但毕竟是单兵武器，尤其是蹶张的开弩的

方法需要在地面上完成。 强弩被宋军发明创造的目

的是对抗骑兵，而金、元的敌军是以步兵为主的宋

军。 以神臂弓为核心构建的以步制骑的战术，在金

元军队中失去了最佳的应用场景。

注释

①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徐东升：《宋代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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