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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套外，古代军服的设计也加入了一
些防寒元素，比如护臂延长至手背，只露出五根
手指头在外面，平时可以将手缩进去，大大减少
了暴露在寒冷空气中的几率。明军的箭袖、清
军的马蹄袖也是延续了这种思路：袖身窄小，紧
裹于臂；袖端裁为弧形，上长下短仅覆手，以便
射箭，故称。

从明代开始，由于棉花的种植被大规模推
广，随之改变的，是明代开始整个中国的纺织革
命。棉花迅速取代了丝麻，成为最重要的纺织
原料。在军用的御寒物中，棉花也迅速崛起，取
代了兽皮和丝絮。产量巨大的棉花，使得明清
时期，中国的实控范围，首次大规模地向北扩
张，并在清代达到了黑龙江流域。

棉絮对于战争的影响，在处于小冰河期的
明末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今传世的明
末人物画像中，相当多的人物都穿着较厚的服
装，其气候的寒冷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明末布
面甲取代过去的普通的札甲，其中气候的原因
也不容忽视。在寒冷的天气中，暴露在外的铁
片会变得更脆，因而表面有布匹覆盖的布面甲，
相对来说能降低一些铠甲的损耗率。

总的来说，在古代，冬季行军和作战，都是
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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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冬，对于古人来说，是一大挑战。
北风卷地，千里冰封，各行各业都面临严
峻考验，户外活动更是受限。冷兵器时
代，领军者尤其怕碰上严寒的冬日。

那么，在历史上，有哪些重要战争受
到了寒冬的影响？又有哪些雄韬伟略的
战将，巧妙利用天气改变了战局？

冷兵器时代作战，保暖条件极其有限，
低温不仅会造成士兵非战斗减员，还会影
响武器性能发挥，如唐代岑参在《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写道，“将军角弓不得
控”，以动物皮革、角质物制成的武器无法
正常发挥功能，所以一般都会避开极寒气
候。

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出兵时机选择
很有规律，首次北伐在228年春正月，第二
次在228年冬十二月，第三次在229年春正
月，第四次在231年春三月，第五次在234
年春二月。除了第二次北伐大概有对街亭
失利的不甘心，故而趁部队尚处于较高的
战备状态，强行冬季出兵，其余都选择春天
暖和时机出兵。

北宋神宗在元丰四年（1081）发动五路
伐夏之战，起初也选择在秋季八、九月间动
兵，神宗判断形势时乐观地说，自宋境到西
夏核心区域，川原广阔，水草易得。言下之
意是可以就地取得粮草补给。但随着战线
拉长，宋军打到西夏境内已是十一月，天气
严寒，野无所掠，再加上西夏实施了“坚壁清
野”的策略，宋军在野外遭遇严重困难。其
中一路兵马遭遇大雪，士兵冻死达30%，另一
路打到灵州城下，也遭遇严重冻饿问题，这
场规模浩大的五路伐夏战争遂告失败。

在古代后勤保障十分落后的情况下，
如果遇到寒冷的天气，对于军人绝对是严
酷的考验，正史上不乏战场上冻掉手指的
记载。

汉高帝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那场著名
的遭遇战白登之围，也发生在风雪交加的
冬季，《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会天寒，士
卒堕指者什二三”，汉军士兵冻掉指头者多
达十之二三，刘邦被围七日七夜不得出。

史书记载，刘邦得以突出重围，乃是陈
平用计贿赂匈奴阏氏，使其劝说冒顿单于
放开包围圈一角。陈平的外交手段固然起
到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极寒天气之
下，善于耐寒的匈奴骑兵战斗力与汉军一
样大打折扣，冒顿单于想全部歼灭包围圈
中的汉军并非易事，所以适当让个人情，匈
奴人以全胜姿态结束战争也未尝不可。

天气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区别在于谁准备更充分。北周武帝保定三年
（563），北周与北齐爆发晋阳之战，此战与白登之围季节、地域高度相似，但形势、
结果完全相反。

北周大将杨忠联合突厥骑兵进攻晋阳，当时“大雪数旬，风寒惨烈”，北齐军
以逸待劳，打得突厥骑兵措手不及，狼狈逃走，突厥马本来甚耐严寒，但由于出兵
前十分轻敌，防寒保暖措施不到位，战马膝盖以下冻得毛都掉光了，退回到长城
沿线时，马匹冻死大半，突厥兵把马槊截断了当拐杖，拄着逃回漠北老巢。

北朝时，北齐名将斛律光巡视河东防线，其地在今山西东南，该地黄河干流
是北周、北齐的分界线。斛律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齐士兵经常在冬天砸碎
河面刚结的冰，问以何故，士兵说防止北周军队踏冰过河前来进攻。

之前北齐强盛时，北周也曾坚持冬天砸河冰以防北齐踏冰过河，后来周齐国
力倒转，砸冰者也反转过来。同样的天气现象，在不同形势下产生完全相异的映
射。

古代军事思想中，天时是重
要的作战参考因素。《孙子兵法》
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
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
阳、寒暑、时制也。”打仗前谋划
敌我情况，必须把天气作为重要
参考条件。南方军队会尽量避
开夏季雨季，北方军队则会避开
冬季严寒。但有时形势比人强，
由不得个人选择天气、时间，于
是，高明的统帅往往会有意识地
利用天气，使之为己方助力。

《宋史·杨延昭传》载，北宋
真宗咸平二年（999）冬，名将杨延
昭在遂城驻守，突被契丹大军包
围，城小难守，人情恐惧，正无可
奈何之际，杨延昭灵机一动，让
军士们把水泼到城墙上，一夜之
间城墙全结了冰，滑不可攀，契
丹军的攻城器械全部失灵，只好
撤围而去。

利用严寒天气作战的例子
也不少，有的利用寒潮大风，有
的利用寒冷冰冻等。古代历史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写到风折认
旗、不利大军，主帅遇到此征往
往下令紧扎鹿角、远派斥候（即
侦察兵），以防敌人袭营，看似是
迷信说法，其实也有其内在逻
辑：寒潮大风造成户外行动不
便，防守者会陷入暂时息兵避寒
的惯性思维，敌军一旦趁机来
攻，将造成极大伤亡。

利用河流封冻更是惯用手
法，例如五代时晋王李存勖一反
常规选择冬天出征，趁黄河结冰
快速过河，袭占河对岸梁朝的坚
城杨刘城。宋金对峙时，金军名
将娄室率军进攻关中，也是利用
冬天黄河封冻，从禹门渡踏冰过
河，掀开进攻关中的序幕。

古代军事史利用天气制胜的战例，最经典
的当属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此役属于唐宪宗
平淮西之战的一部分，是历时三年的战争中最
关键的一战。再往大的层面看，平淮西之战是
唐宪宗削藩战略的关键、核心、决定性战争，唐
宪宗集中全力调发大兵围攻，三年时间也没能
解决淮西藩镇的顽抗，谁也没想到，最后竟是一
场大雪提供了契机。

唐军前线主将李愬率军连夜袭击淮西镇首
府蔡州城（今河南汝南），行军途中天降大雪，气
温不断下降，旌旗都被冻裂，士卒及马骡冻死于
道旁者相继。此时唐军距蔡州还有七十多里，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是继续打下去还是退兵避
寒呢？一般人大概会选择后者，李愬却不为所
动。大雪不宜作战，唐军这样想，蔡州叛军必然
也这样想，其警惕性定然下降。天冷造成非战
斗减员固然要考虑，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李愬果
断决定继续行军，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抵达城下，
并无叛军哨骑发现示警。

唐军来到城池边上，还故意惊扰一个鹅鸭
池，令鹅鸭大叫以掩盖人声。城中守军果如李
愬所料，都缩在被窝里睡大觉，唐军乘虚攻城，
打得叛军猝不及防，生擒了淮西镇主帅吴元济，
这个为害唐朝三十多年的藩镇就此灰飞烟灭。

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古人通过实践
总结了很多预防和治疗冻伤的方法：“预防冻
疮，午日，姜、葱、蒜洗擦手脚”（《理瀹骈文》），

“治小儿冻疮用雀儿脑髓……”（《证类本草·卷
十九》）。

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虽然比较抗冻，但也
是血肉之躯，主要通过物理加防的方式来度过
冬天。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土办法，比如用动
物脂肪或脑髓涂在冻伤处，外面再用布料包
扎。用动物脑髓做“防冻膏”，想法还真有点奇
葩。

除了涂防冻膏外，士兵佩戴手套也可以有
效防止手被冻伤。长期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
为，中国古代没有手套，这种防寒利器是近代从
西方传入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十年的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远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手套，
而且具备很好的防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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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铠甲的唐军战士，铠甲边缘有保暖的毛绒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手套

传世的努尔哈赤铁甲，
表面有棉布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