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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軍隊數量是否龐

大、戰爭物資儲備是否充足是影響戰爭勝負的

重要因素。無論是古代戰爭或現代戰爭，都需

要有充足的物資保障。古代戰爭中的“兵馬未

動，糧草先行”，現代戰爭中的“後勤補給”

，都強調了物資充足對於戰爭取得勝利的保障

作用。

冷兵器時代戰爭雙方的攻擊和防衛手段不

外乎弓、矛、槍、盾等武器，其攻擊範圍和殺

傷力不及現代槍砲，那麼，人數多的一方在戰

爭中的優勢便十分明顯。有時為了威嚇敵國，

也採取誇大己方軍隊數量的策略。大國兼併小

國，強國戰勝弱國，這是古代戰爭進行的常態

。

中國古代戰爭的一大特色便是對勞動力和

土地的重視和爭奪，哪個政權人多，兵源就多

，在戰爭中便佔優勢；同時，哪個政權土地廣

闊，則物產豐富，物資充足。衡量一個國家強

大與否的重要依據便是人口和土地多少。孫子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戰

爭中常說的「寡不敵眾」「人海戰術」講的就

是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對於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巨鹿之戰，相信很

多人都曾聽說過。這場戰爭，簡單來說，就是

項羽靠著個人勇猛，以及麾下軍隊的拼死一戰

，破釜沉舟，最終大勝秦軍，打掉了秦朝的最

後一點希望。

但實際上，歷史上真實的巨鹿之戰，其實

是一場非常複雜的戰爭。所謂的破釜沉舟，確

實是其中的關鍵節點，但並不代表項羽隨便把

鍋一砸，把船鑿沉之後，楚軍就能以一當十，

大敗秦軍了。這一戰真正的關鍵，其實並不單

單是在戰場之上決定的，更多的還是戰場之外

的事情。

想要說清楚巨鹿之戰的來龍去脈，我們還

得從當初陳勝吳廣剛剛起義的時候開始說起。

西元前 209年，在那一年的秋天，隨著陳

勝吳廣在大澤鄉起兵，六國的舊貴族紛紛開始

起兵響應。一時之間，起義軍聲勢浩大，仿佛

隨時可以輕易滅掉秦朝。

隨著起義軍的勢力越來越大，以陳勝為首

的大澤鄉農民軍，在陳縣建立了張楚政權。而

其他六國的舊貴族，也紛紛恢復了往日的政權

。再之後，陳勝指揮起義大軍，開始向咸陽方

向進攻，準備一口氣滅了秦朝。

在陳勝的指揮下，吳廣率領起義軍主力，向滎

陽方向進攻。打算先取滎陽，然後再攻破函谷

關，最後直取咸陽。而其他幾位起義軍將領，

則分別率領少部分軍隊，分頭出擊，打算幫助

戰國時期的幾個諸侯國複國。

陳勝的這個計畫，在戰略上來說，確實是

可行的。但他忽略了一個問題，當時的秦朝，

還非常強大，軍隊的戰鬥力也比較頑強，根本

不是這麼容易就會被輕易打垮的。所以，在這

之後不久，當秦朝不斷派軍隊，增援滎陽地區

的時候，滎陽地區的抵抗力越來越強，直接導

致吳廣久攻不下。

吳廣當時率領的這支軍隊，已經是起義軍

中的主力了。隨著主力被牽制在滎陽，農民軍

的形勢瞬間急轉直下。在這之後，陳勝不得不

派大將周文，率領剩餘的農民軍繞過滎陽，避

免和秦軍主力交戰，直接進攻函谷關，先趁著

秦軍主力被牽制住，攻下咸陽再說。

陳勝的這套操作，可以說是經典的‘圍魏

救趙’的打法，原本是解圍的一條好計策。但

這條計策想要成功的前提，是敵人本身的全部

主力，都已經被牽制住才行。

此時的秦朝，大部分可以調動的主力，確

實被牽制在滎陽這邊。但陳勝卻忘了，在驪山

還有幾十萬驪山囚徒。這些囚徒當中，很多人

都是昔日被俘虜的六國士兵。只要給他們武器

，他們馬上就能形成戰鬥力。

所以，就在周文即將打到咸陽城下的時候

，秦二世採納了秦朝將領章邯的建議，赦免了

這幾十萬囚徒，迅速把他們武裝了起來。再之

後，章邯帶著這支囚徒軍隊，很快就擊敗了周

文率領的起義軍主力，咸陽之危瞬間就被解除

了。

再之後，章邯便直接率領這支囚徒大軍，

前往滎陽地區增援。原本正處於膠著狀態的滎

陽戰場，瞬間出現了變化。原本吳廣率領的起

義軍在戰場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優勢。但是

，隨著章邯率領這支大軍加入，吳廣這邊瞬間

就被反推了。

再加上起義軍內部的矛盾，最終，吳廣被

殺，他率領的起義軍主力，也基本被全部殲滅

。而隨著吳廣這邊崩盤，整個秦末的起義軍勢

力，都面臨著徹底被撲滅的風險。原本轟轟烈

烈的秦末起義，也就此進入了一個低谷。

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點，因為陳勝

吳廣率領的主力，被近乎全部殲滅了。所以，

原本作為起義軍內部分支力量的項家軍，開始

逐漸凸顯了出來，逐漸成為了起義軍的中堅力

量。

所謂的項家軍，就是指項羽和他叔父項梁率領

的這支軍隊。項家叔侄也是楚國貴族後裔，當

年那位統領楚國大軍，和王翦正面抗衡的名將

項燕，就是項羽的爺爺。

早在陳勝吳廣尚未起義之前，項家在會稽

郡這邊，就已經很有名了。畢竟是昔日的貴族

之後，而且作為叔叔的項梁，更是結交甚廣。

所以，在陳勝吳廣起義之後，項梁很快就殺了

當地的郡守，聯絡那些昔日和自己交好的當地

豪強，迅速起兵了。

最開始的時候，項家叔侄率領的這支軍隊

，在起義軍中其實並不起眼，只能算是一個較

小的分支而已。當時起義軍的主力，都掌握在

陳勝和吳廣的手裡，總兵力更是達到了幾十萬

之多。相比之下，項家叔侄率領的這支軍隊，

當時只有幾千人而已，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隨著陳勝吳廣被先後鎮壓，此時殘

存的起義軍當中，規模還能達到數千人級別的

，就寥寥無幾了。在這其中，規模最大的有兩

支。一支就是項家叔侄率領的這支軍隊，而另

外一支，便是後來的那位漢高祖劉邦率領的沛

縣軍團。

因為陳勝吳廣戰死，所以項羽和劉邦，才

被推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

當然，想要單憑幾千人，戰勝秦朝的數十

萬大軍，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所以接下來，項

家叔侄自然是要徵兵，擴大軍隊的規模。但如

此一來，項家叔侄就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問題

：既然是徵兵，到底要以什麼名義徵兵呢？

以項家的名義？那肯定不行。項家雖然是

楚國貴族，但是影響力也就僅限於會稽郡這一

帶而已。至於說會稽郡以外的人，根本就不買

項家的賬。所以，想要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更

多人的回應，召集更多的軍隊，就必須打出一

杆讓所有人都能信服的大旗。

既然項家是楚國的貴族，那自然擁立楚王

的後代，是最好的選擇了。

所以，在這之後，項梁從民間找了一位楚

懷王的後人，將其重新擁立。據說這個叫熊心

的楚王后人，在被項梁擁立之前，正在鄉下放

羊。所以，熊心被擁立之後，大權自然都掌握

在項梁的手裡。

就這樣，在熊心被擁立之後，項梁打著楚

王的名義，去各地徵召軍隊。在原本戰國時期

的楚國國境內，大家未必會買項家的賬，但一

定會買楚國王室的賬。所以，在擁立熊心的同

時，項梁迅速兼併了楚地內部其他幾支軍隊，

並且大肆徵召士兵。在極短時間內，項梁便坐

擁數萬兵馬。

再之後，項梁又率領自己麾下這幾萬軍隊

，向陳縣方向進攻，擊潰了原屬陳勝麾下的最

後一部分軍隊，並且將其徹底吞併。從這時開

始，項梁率領的這支軍隊，就徹底成了起義軍

當中的主心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同時，隨著項梁這邊逐漸壯大，秦朝也

開始逐漸注意到了他。到了這個時候，項梁率

領的這支軍隊，和秦朝主力的交戰，已經不可

避免了。

說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

在項梁逐漸擴張的這段時間裡，秦軍在忙什麼

呢？之前秦軍已經打垮了陳勝吳廣率領的農民

軍主力，為什麼不趁著這個機會，把其他殘餘

農民軍統統滅掉，反倒要給項梁猥瑣發育的時

間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

實非常簡單。歷史上真實

的秦軍，其實正是這樣做

的。在擊潰了陳勝吳廣率

領的主力之後，接下來，

秦朝幾乎調集了所有能調

動的力量，瘋狂鎮壓殘存

的起義軍。而在當時的秦

朝官方看來，在陳勝吳廣

之後，最需要剿滅的，並

不是項梁，而是其他諸侯

王後裔統領的複國勢力。

相比之下，項梁只是

一個楚國大將的後代，不

管是號召力還是影響力，

都相對有限。而那些諸侯

王後裔則不一樣，他們的

影響力和號召力，都非常

恐怖。而且，此時距離秦

始皇統一六國，也就僅僅

只過去了十多年的時間而

已。在六國故土，百姓們

對這些昔日的王族，還是

非常懷念的。只要他們振

臂一呼，就可以輕易徵召

起大量的軍隊。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

是誰指揮，恐怕都會先派

軍隊，去解決這些昔日的

王族，然後再去收拾威脅

程度相對較小的項梁。至

於說項梁後來的發展速度

太快，這則是一個超乎所

有人預料的意外，事先誰

都沒能想到。

所以，在陳勝吳廣率領的

主力戰敗之後，那位統領

秦國大軍的章邯，直接就

帶著大軍轉移了戰場，向北方進軍。與此同時

，當時的秦朝高層，更是火速下令，命令駐守

在北方的長城軍團，南下參與鎮壓農民軍的戰

爭。

順便說一下，當時秦朝能夠調動的精銳力

量，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駐守在北方的長

城兵團，常年防備北方的匈奴。這支長城兵團

，原本由秦朝大將蒙恬統領，由秦始皇的長子

扶蘇監軍。但後來秦二世上位的時候，矯旨賜

死了扶蘇和蒙恬。而這支長城兵團的指揮權，

就落到了王翦之孫王離的手裡。

第二個部分，便是章邯統領的中原兵團。

這部分軍隊，主要是秦朝設置在國內的軍隊，

以及之前徵召的那部分驪山囚徒。至於第三部

分，則是之前秦始皇派往南方的嶺南兵團。但

這個嶺南兵團，因為走得實在太遠，此時想回

來參戰，都來不及了。

也就是說，當時的秦朝，其實已經是發動

了傾國之力，來鎮壓國內的農民起義。尤其是

調動王離統領的長城兵團，意義更是十分重大

。因為王離南下之後，北方的長城一帶，就開

始變得空虛起來，很有可能造成匈奴大軍趁勢

南下，攻入中原。所以這一戰，等於是壓上了

秦朝的國運。打贏了秦朝還能存在，打輸了秦

朝就註定要滅亡了。

好在，章邯和王離，都是最頂尖的將領。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秦軍先後滅掉了幹掉了

複國的魏王和齊王。北方的複國舊貴族勢力，

已經被壓制了下去。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

來消息，南方那個不起眼的項梁，竟然趁著他

們在北方征戰的這段時間，迅速做大了。

相比北方的這些複國舊貴族，此時的項梁

，才是最強的一股力量。所以接下來，秦朝自

然要調轉矛頭，轉回頭先去鎮壓項梁。而項梁

這邊，也不願孤軍奮戰，主動率領主力，前去

北方進行支援。

於是，不久之後，雙方的戰爭，正式打響了。

秦軍這邊，王離統領的長城兵團，繼續留

在北方，準備進攻複國的趙國。而章邯則是率

領麾下軍隊，前去迎擊項梁。經過一番大戰之

後，最終項梁戰死于定陶，麾下精銳也被章邯

徹底打散。

項梁的戰死，對於剛剛複國的楚國，無疑

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同時，也是一個重大的

轉捩點。

在此之前，楚國這邊所有的軍權，幾乎都掌握

在項梁的手裡。包括劉邦率領的沛縣軍團，其

實也歸項梁統領。至於那位被擁立的楚王熊心

，則是完全被徹底架空了，根本沒什麼實權。

而隨著項梁戰死，身為楚王的熊心，敏銳

地意識到，這或許是自己掌權的絕好機會。項

家這邊，唯一能作為領頭人的項羽，也僅僅只

有24歲而已。不管是軍功還是聲望，都無法支

持他完全繼承項梁的兵權。

此時在楚軍內部，之前最開始追隨項家起

兵的會稽軍團，基本上可以完全聽命於項羽。

畢竟這支軍隊的高層，都是項家的老熟人。但

之後逐漸吸納歸附的那些軍隊，都是沖著楚王

熊心的旗號來的。人家或許會聽從項梁的指揮

，但絕不會聽從項羽的指揮。

所以，在這之後，熊心直接任命宋義為上

將軍，全權負責統領楚軍。至於項羽，則只能

在宋義之下。可能很多人會好奇，連項家的唯

一繼承人項羽，都不夠資格統領軍隊。那這個

宋義，難道就有這個資格了嗎？

其實還真有！

因為宋義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那就是楚國

的令尹！所謂令尹，可以理解成是楚國的丞相

，基本上在楚王之下，地位最高的就是他了。

早在當年楚國還沒滅亡的時候，宋義就已經是

楚國的丞相了。當年宋義的地位，大概和項羽

他爺爺差不多。

後來，隨著項羽他爺爺戰敗，楚國全面崩

盤，而後被滅，宋義也沒有投降秦朝。所以，

在楚國這邊，老丞相宋義的威望，那是相當高

的，至少不是項羽這個毛頭小子能比的。

隨著項梁戰死，楚國這邊的精銳軍隊，幾

乎被消滅得七七八八。就連章邯也認為，南方

的叛亂已經算是平定了，無需再留守太多軍隊

。所以項梁戰死之後，章邯便再次率軍返回，

去和王離一起圍攻趙國。而楚國這邊，以熊心

和宋義為首的楚國舊貴族高層，則是開始逐漸

掌握了實權，項羽也開始被逐漸架空，成了宋

義手下一個普通的將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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