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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是以日本海盗为主，夹杂了与之相勾结的中国海盗的武装抢掠集团。

在明朝洪武年间，倭寇就开始侵袭中国沿海，至嘉靖年间而形成大倭乱，给中

国沿海地区造成了重大灾难和损失。当时明朝的卫所军已经十分腐败，不堪一

战，所以每每以绝对多数兵力，却被倭寇打得大败。这时，出现了一位杰出的

军事家戚继光，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术先进的军队，经过大小百次战斗，

无不全胜，最终彻底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患。戚继光消灭倭寇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从部队的组建训练，战略战术的探讨，直到实战运筹指挥，甚至官民友军

各方的支持，各个环节缺一不可。本文只集中探讨戚家军的核心战术编队—

鸳鸯阵。

戚继光最有名的军事著作就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而《纪效新

书》又分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两个版本，有着很大差异。根据范中义的考证，

十八卷本大约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后又经修改，最终定稿的时间不迟

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可以看作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期的思想总结。

而十四卷本最早刊刻于万历十二年（1584），加入了戚继光后期镇守蓟镇、抵御

鞑靼入侵的经验。所以，我们要研究戚继光御倭的思想，主要应该依靠十八卷

本《纪效新书》。如无说明，本文中《纪效新书》引文均引自十八卷本。

要研究戚继光的战术，首先就要了解倭寇的战术。倭寇善于分成小股行

动，机动灵活，经常以少数兵力分散、设伏，居然包围、击溃明军优势兵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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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宪、郑若曾等《筹海图编》卷二记载：

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

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阵必四分五裂，故能围。对营必先

遣一二人跳跃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炮。……战酣，必四面伏起，突

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至于武器，倭寇虽然也有佛朗机、鸟铳等热兵器，但是似乎数量不多，用得

也不是很纯熟，所以主要还是以冷兵器为主,其中最厉害的有三件：倭弓、倭刀、

长枪。

关于倭弓，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四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足踏其

弰，立而发矢。矢以海芦为干，以铁为镞。镞阔二寸，为燕尾，重二三两。近身

乃发，无不中者。中则人立倒。”可见其威力。

倭刀是最令人胆寒的武器。刀身长五尺，后用铜护刃一尺，柄长一尺五寸，

共六尺五寸，重二斤八两。而明军的腰刀，长仅三尺二寸，重一斤十两。从长度

来说，只有倭刀的一半。况且日本刀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属于最精良的刀具，其锋

锐大概仅次于西亚的大马士革钢刀，经常一交手就把明军的刀枪都砍断了，给明

军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采九德《 倭变事略 》）

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馀，刀长

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

双手使，用力重故也。（《 纪效新书·手足篇·长刀解 》）

这种五尺长刀，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主要战场兵器之一，称为野太刀或大

太刀，双手使用。但是在中国战场上，却屡有同时使用双刀的记载，颇为奇

怪。按道理，单手挥舞这么长、这么重的刀，是很消耗体力，也很难发挥实

战效果的：

刀长五尺馀，用双刀则及丈馀地。又加手舞六尺，开锋凡一丈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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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则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诸葛元声《 两朝平攘录 》卷四）

倭法：左手持刃挺而前，右手刃才数寸。人不虞其右也。近则舒之，长

五六尺。削铁如肉。”（《 江南通志 》卷一九五）

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采九德《 倭变事略 》）

另外，倭寇还使用长枪和标枪。如《两朝平攘录》卷四记载：“矟长一丈

八尺馀，制亦工致。”《筹海图编》卷二记载：“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

测。”在日本战国时代，长枪是常用兵器。但是在中国倭乱史料中，对它的记载

不及倭刀多。大概是因为倭刀形制与明军装备大不相同，又容易引发明军的恐慌

崩溃，所以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之故。

戚继光的鸳鸯阵，是专门针对倭寇的兵器、战术而设计的。许多学者都强

调鸳鸯阵是为了对付倭寇的双刀的，而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在《纪效新

书》中，提到鸳鸯阵的假想敌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长枪，很少提到倭刀。因为

长枪长达一丈七八，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5.5米至 5.8 米，比倭刀和明军的长枪都

长很多，所以实际上造成的威胁比倭刀只大不小。

戚氏鸳鸯阵是从唐顺之的鸳鸯阵的基

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唐顺之乃兵法奇才，

抗倭英雄，戚继光曾经向他请教过枪术和

阵法，受益匪浅。唐顺之在其著作《武

编》中论述道：

秘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谓也。

每冲锋，五人为伍，用长挨牌一面，伍

长选身长力大者一名，在前执牌，面

左，止许顾左，不许顾右。后身第二名

执狼筅，面右，以筅出牌右五尺，紧紧

靠牌。其枪手在筅之后三步，平执枪。

伍长执牌径进，馀各紧紧依法随行， 鸳鸯阵

戚继光御倭的鸳鸯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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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绝不敢以枪戳牌。……至于贼之短兵刀、钩等项，必不能近。

我们注意到，唐顺之创设的鸳鸯阵，其假想敌亦是以长枪兵为主的，如果能

够克制倭寇的长枪兵，则其他执短兵器的敌人，就不在话下了。这段话的核心

理念，就是用五人作战小组，攻守结合，密切配合，用人数优势来压过敌方的单

兵战斗力优势。不过，五人小组仍然有不足之处。既然牌兵要举牌向前冲锋，

则不可能一直面向左边，狼筅兵也不可能一直面向右边，这是很别扭的。另外，

小组中以长枪为杀手，但是没有考虑到万一敌人杀进了长枪兵的身边，长枪手就

会陷入被动的情况。而且，五人一小组，前面、左边、右边都得兼顾，兵力还嫌

单薄。戚继光充分吸收了唐顺之战术思想的优长，弥补了其不足，创建了戚氏

鸳鸯阵。每一小队十二人，队长一名，牌兵二名，狼筅兵二名，长枪兵四名，短

兵（镋钯手）二名。另有一名火头军，负责挑锅做饭，不参加战斗。参加战斗

的十一人，除队长外，共十人，分成两伍，每一伍牌兵站在最前面，其后是狼筅

兵，其后是两名长枪兵，最后是镋钯手。这样，两伍各列成一个纵队，分别负责

左半球和右半球，既方便向前冲锋，也减少了各伍的对敌区域，缓解了压力。不

同的武器，有不同的职责。下面分别作具体介绍。

盾牌分为圆形的藤牌与长牌（又叫立牌、挨牌）两种。藤牌比较轻便，要

选用“胆勇气力轻足便捷少年”来操执，除藤牌外，另外还配腰刀一把、标枪

两到三根：

其兵执牌作势向敌，以标执在右手，腰刀横在牌里，挽手之上以腕抵

住。待敌长枪将及身，掷标刺之，中与不中，敌必用枪顾拨，我即乘隙径

进，急取出刀在右，随牌砍杀，一入枪身之内，则枪为弃物，我必胜彼矣。

但掷标后而仓惶不及取刀，是一大病。其御短兵更易。（《 纪效新书·藤牌

总说篇第十一》）

而长牌比藤牌厚实、宽大得多，也更笨重。《纪效新书·布城诸器图说篇第

十五·说长牌》：

此物有数法，或用皮鞔，或用轻木，而外加以竹，用钉者最利，急则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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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下，可以当钉板阻险。……圆藤牌虽为击杀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凡

赖之以束整部伍，齐进止，遮人众，壮士气，进如堵墙，退如风雨者，惟有

此牌之功为大，为可用。奈只可以遮隔刀枪，而不能隔铅子，尚俟天生豪杰

之才更为之。其法长五尺，横阔三尺。

狼筅并不是戚继光的发明，大概最先是处州的士兵发明的。因为南方竹子

多，浙江人因地制宜，加以妙用，在长长的竹竿前面加一个一尺长的利刃，就

制成了狼筅。长约一丈五六尺，加上其枝桠，横截面为圆形，直径大约有二尺。

《纪效新书·藤牌总说篇第十一·狼筅总说》：

狼筅之为器也，形体重滞，转移艰难，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

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如人之居室，未有门户扃键而盗贼

能入者。……兵中所以必于用此者，缘士心临敌动怯，他器单薄，人胆摇夺，

虽平日十分精习，便多张皇失措，忘其故态，惟筅则枝梢茂盛，遮蔽一身有

馀，眼前可恃，足以壮胆助气，庶人敢站定。若精兵风雨之势，则此器为重

赘之物矣。

狼筅较为笨重，运动速度不太快，所以前带利刃，以防近身敌人抢夺。虽

带利刃，它却是典型的防御性武器，其枝桠杂多，而富于弹性，使得锋利的倭

刀也被化解了锐势，长枪也被架格

纠缠难以灵活抽出，又可以遮挡敌

军视线，却毫不妨碍己方长枪出击。

这就极大地保证了全队的安全，增

加了战士的胆量。

在两支狼筅之后的四支长枪，

是队中主要负责刺杀的进攻力量。

同时，也正是有了长枪的保护，牌

手、狼筅兵的安全才有了保障。

长枪之后，一边各有一名镋钯

手，是用来护卫长枪手的。镋钯较

短，刃分三叉，可以挡格敌人兵器，鸳鸯阵左右分变二伍，成为两仪阵，一伍称为五行阵

戚继光御倭的鸳鸯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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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直接杀敌。唐顺之没有考虑敌人杀到长枪手近身的危险情况，而戚继光

考虑到了，并专设了短兵来保护。他们的装备除了典型的镋钯，可能还有别的类

似武器。钗、钯、棍、枪、偃月刀、钩镰这些武器，戚继光都算做短兵，因为一

般都不过七八尺。戚继光把它们加长到一丈二尺，这样不但具备短兵近距离作

战的优势，又可以短兵长用，与敌长枪较量。

以上是鸳鸯阵的基本阵型，为了适应南方复杂的丘陵、水网地形，它还可

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变阵。可以变为两仪阵，两伍的二列纵队各成为相对独立

的队形：牌在最前，狼筅稍后之，其后是两支长枪，最后是短兵。每一伍的队

形称为五行阵，两个五行阵就称为两仪阵。它们的作战机制与鸳鸯阵相同，不

过接敌面比较大。

鸳鸯阵还可以变成三才阵，

具体又分为小三才阵和大三才

阵。小三才阵也是每一伍分成的

各自的战斗队形。狼筅居中，左

右各跟一长枪，一牌、一钯在最

外侧护卫长枪。这种阵型，把战

士由纵队完全变成了横队，接敌

面最广。大三才阵是队长居中，

边上是两支狼筅，后面跟着两钯

作为护卫。再外侧是二枪护一

牌，为奇兵，从两侧打击敌人，

二伍各变小三才阵, 原左一伍变 二伍各变小三才阵, 原右一伍变

鸳鸯阵变三才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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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伍各变小三才阵, 原右一伍变

是进攻力量。大三才阵接敌面也较广，与小三才阵不同的是，它是一个整体。

《司马法·定爵》云：“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戚继

光也特别重视长短各种兵器的互相补充，均衡配置：“远多近少者，合刃则致败；

近多远少者，未接而气夺；远近不兼授，则虽众亦寡。”（《纪效新书·手足篇·授

器解》）各种兵器都各有优缺点，除了互相弥补之外，戚继光还强调各兵都要精

练武艺，充分发挥不同武器的用途，长兵可以短用，短兵也可以长用。鸳鸯阵正

是这种杰出军事思想的体现。牌、筅在前防御，掩护全队。全队在牌兵的带领下

向前突击，长枪依靠牌、筅的保护而刺杀敌人，又保护了牌、筅。短兵又可以救

援、保护长枪。全队密切配合，浑如一个整体，可攻可守，几乎没有破绽，是几

近完美的战术队形。

戚继光在著作中多次强调“一寸长一寸强”，所以特别注重针对倭寇长枪的

作战，对于较短的倭刀反倒不太提及。他把长枪、镋钯等兵器都加长了，并为此

专门改进了使用的武艺。他在《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解》中说：

杀人三千，我不损一，则称比之术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长于彼，

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举器先杀到他身上了，他应手而死。便有神技，只短

我一寸，亦无用矣。是以我不损一人，而彼常应手便靡。

在戚家军的编制方面，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四总为一

一头两翼一尾阵

戚继光御倭的鸳鸯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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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有时在各级部队还加强其他分队，如鸟铳手、弓弩手等。哨、官、总列为

“一头两翼一尾阵”，成菱形，而且各部分皆可以为头，敌人从哪一面杀来，哪

一面就是头，极为机动灵活，这也说明戚家军训练水平高，战斗力非常平均。

实战中，每哨配三门大铳（佛朗机），一队鸟铳手，还有弓弩手。列阵时，

鸟铳队站在被称为“杀手”的鸳鸯阵之前。当敌军逼近百步之内时，鸟铳手依

据命令开火。当敌军冲到五六十步时，弓弩手放弩箭。鸳鸯阵内的短兵镋钯手

每人也配备六支火箭，把镋钯竖立于地上，把火箭架在其叉上，也在此时施放。

这样，在敌人逼近的过程中，就已经被远程火力多次杀伤，战斗力和士气已经

大损。

戚继光将前敌鸳鸯阵分两层，当敌人冲到近前时，两层的鸳鸯队依次冲到鸟

铳手之前，接力与敌人厮杀，这样可保存体力，利于久战。而具体交锋之法：

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伸出

牌之两边，身出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

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筅、枪出牌之

前，戳杀为务。如不上前，队长、牌兵之责，如队长、牌兵被害，伍下偿命。

其两翼之兵，先大张其势，望外开行。俟将战，急于贼之两边，各令一半

自外围戳而来，各令一半伏住。俟贼到，正面兵俱将牌立定不动，两奇兵急

合。贼必分兵迎我两来奇兵，俟贼四顾夺气，正面兵即拥牌夹战。如胜负

未分，前力已竭，又即点鼓，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如图接应对敌。（《纪

效新书·操练营阵旗鼓篇第八 》）

在作战中，保持队形最为重要。“任是如何，不许离乱鸳鸯阵法”。而且用

铁的纪律来保证了这一点。如果队长、牌兵冲锋，后续兵员不紧跟保护、作战，

甚至擅自撤退、逃跑，而导致队长、牌兵牺牲的话，全伍要为其偿命。这严厉的

军法，保证了阵型的紧密。另外，在不同的情况下，阵法也有不同：“凡战，但

系正兵，俱听喇叭次数，或摆鸳鸯阵，或摆三才阵，随号无定。其两翼伏兵，

定要摆作三才，决不用鸳鸯阵，盖伏兵要突出，必是奔跑，鸳鸯阵人众，跑远易

乱，故只用三才阵，人少易出，应急为便。”（同上）

击败敌军后，追击也有很大的艺术。倭寇善于单兵作战，“夫倭性人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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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善于抄出我后，及虽大败，随奔随伏，甚至一二人经过尺木斗壑，亦藏之。

往往堕其计中”（同上）。戚继光对此专门设计了“战胜追贼防伏之法”，凡遇

林木、人家、过溪转角之处，及麦田茂草之地等容易藏人的地方，都留下兵力搜

索，大部队并不停留，继续追敌。这一方法多次成功消灭了倭寇的伏兵。

倭寇战斗力极强，而明军腐败，战斗力低下，常常一触即溃。黄仁宇《万历

十五年》评价道：“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

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最有名的例子，是嘉靖三十四

年（1555）六十七名倭寇“流劫杭、严、徽、宁、太平，犯留都，经行数千里。

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

历八十馀日始灭”（《 世宗实录 》卷四二五）。虽然有张经、俞大猷等名将整

顿军队，奋勇作战，但是这一局面直到戚继光全新训练的四千由义乌人组成的

“戚家军”的出现，才算真正的扭转了。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一两万人大举进攻浙江，戚继光率军在台州地

区战斗一个月，连续取得了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的胜利，

共消灭倭寇六千人以上，而戚家军自己阵亡仅寥寥数人而已。嘉靖四十一年

（1562），戚家军又进入福建，数年间历经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等

大战役，无不全捷，消灭倭寇数万，而戚家军仍然保持极低的伤亡率。倭寇恐

惧地称戚继光为“戚老虎”。损失最大的一战是在林墩，阵亡六十九人，这也

主要是因为带路的向导通敌，故意把戚家军带到了十分不利的地形，无法展开

而导致的。

戚家军以如此小的代价，而最终扫平东南沿海的倭患，这在冷兵器时代简

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如果联系到前述倭寇凶悍的战斗力，则戚家军就更

加让人佩服。鸳鸯阵的威力在战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其配置的科学性得到了

实战的充分验证。民族英雄戚继光与他的鸳鸯阵，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立下了不

朽的功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戚继光御倭的鸳鸯阵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