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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military knife system was formed in the new political reform pe-
riod. The military knife system is a set of military honor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ormed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army knif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Army knif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movement, the army 
knife as a symbol of change or revolution, embodie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from different military 
knife system can see through the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ilitary knife system not 
only carries the spirit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spirit of the army in their specific periods, but also 
records the ideals and pursuits of the Iron-blooded times in moder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military knif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which 
deserves further study in the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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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朝末年新政变法时期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军刀制度。军刀制度是近代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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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军事荣誉制度。从清末新政的陆军军刀到护国运动的共和军刀，军刀都作为变革

或者革命的象征，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从不同的军刀制度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军刀制度

不仅承载了各自特定时期的军人精神和军魂，记录了中国近代百年以来各个铁血峥嵘时代的理想和追求，

也烙下了历史的印记。中国近代的军刀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值得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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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刀在各国的军事武备中是最为常见和使用最为广泛的

兵器，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军事史的发展中，刀也从实战的兵器演变为礼器，代表了军人的级别、身份、

战功和地位，是胜利的标志，也是军人荣誉和军队精神的象征，形成了丰富的军刀文化。 
近代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军刀制度。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并应对内

忧外患，清朝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在军事领域改革军队、建立“新军”。在一系列的军队新政措施

中，还颁布了《陆军军刀图说》，建立了新军的陆军军刀制度，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军刀制

度。护国战争时期，以蔡锷和唐继尧为首的云南护国军政府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也颁发了“共和”军

刀，以坚定表明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决心。护国运动后，以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民国北洋政府制定了彰

显军人武力的军刀制度，并颁布了《狮刀条例》。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军队发展和军事历史有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与军衔制度、勋章

制度等一样重要的军刀或勋刀制度却鲜有提及。从清末新政的陆军军刀到护国运动的共和军刀，军刀都

作为变革或者革命的象征，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从不同的军刀制度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

因此，中国近代的军刀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值得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 背景 

清朝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崇尚武功，无论是皇帝、王公贵族、总督将军，乃至一般

将官士兵都有佩刀的传统和习惯，主要佩挂传统的制式官刀，皇帝和王公贵族们也佩戴蒙古、西藏等地

进贡的贡刀。 
传统的官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实战刀：包括前锋营使用的顺刀、健锐营使用的云梯刀、绿营使

用的朴刀、窝刀、宽刃扁刀和滚被双刀、藤牌营使用的扁刀等。另外一类是兼具装饰、礼仪和实战等功

能的刀，这类刀珍贵而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价值，通过制作的工艺、刀身的长度、刀

鞘与刀柄的装饰和使用的材质、刀穗的颜色来区别高低尊贵，例如： 
1) 皇帝大阅配用刀，长二尺七寸七分，周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及珍珠等，背为金提梁，系明

黄緌； 
2) 皇帝随侍佩刀，长三尺，柄蒙白鲨皮，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贯明黄緌； 
3) 皇帝吉礼随侍佩刀，长三尺，柄缠明黄丝，刀室蒙绿革，饰錾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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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佩刀，长二尺七寸，柄缠金黄丝，系金黄緌，刀室漆绘宝相花，饰珊瑚、

绿松石、青金石，惟不得用珠。贝勒以下，刀柄缠青緌； 
5) 职官佩刀，长二尺三寸，柄缠蓝丝，系蓝緌，刀室裹革，皆饰铁质錾金。传统的官刀虽然是制式

刀，但还没有形成完整和严格的体系，也没有明确的佩刀制度[1]。 
清朝末年，由于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

同时受到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实行变法，对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等制度实行“新

政”变革，以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在军事制度方面，清朝决定“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淘汰绿营，在

京设立练兵处”，效仿西方列强而编练新式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史称“新军”。新军不仅装备

西式枪炮等制式武器，而且也对军队的体制和编制、兵种设置、作战方式、士兵操练方式、军事理论和

战略战术、军官教育体系、后勤供应方式、军队的礼节与形象等进行改革[2]。新军要求军官配西式指挥

刀，不再佩传统的官刀。同时，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军队之间的交往日盛，需要与国际军事礼

仪相符的军刀制度，显然佩戴传统的官刀等已经不合时宜。 
在上述背景下，1905 年 10 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练兵处颁行《陆军军刀图说》，规定了军官、

军佐的军刀样式和礼服、常服刀穗、刀带以及骑具(鞍褥、马镫)的样式和制法。 

3. 清末新军的陆军军刀制度 

清末新军的陆军军刀制度与当时的军衔制度紧密相连，不同的军刀代表着各级军官官佐的身份。因

此要研究陆军军刀制度，首先要了解军衔制度。 
1905 年 8 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练兵处呈报了《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陆军人员补官体制摘要

章程》。这个《章程》提出了军官、军佐的授衔标准、程序、条件和要求等。同时规定军佐军衔分二等

六级，不设上等官，在军衔前冠字“同”，依次为：同正参领、同副参领、同协参领，同正军校、同副

军校、同协军校。新军的主要官职列有： 
1) 军，主官称总统官(正都统衔)又称军统官，参谋长称总参谋官(协都统衔)，不设副职； 
2) 镇，主官称统制官(副都统衔)又称镇统官，参谋长称正参谋官(正参领衔)，不设副职； 
3) 协，主官称统领官(协都统衔)又称协统官，副官称参军官(协参领衔)，不设副职； 
4) 标，主官称统带官(正参领衔)又称标统官，副职称教练官(副参领衔)； 
5) 营，主官称管带官(协参领衔)又称营官，副职称督队官(正军校衔)； 
6) 队，主官称队官(正军校衔)，副官设司务长(协军校衔)_二职； 
7) 排，主官称排长(副军校衔)，不设副职； 
8) 棚，正职称正目，副职称副目。 
在上述军衔级别设置的基础上，清廷继续颁行了《陆军军刀图说》，为新军官佐的军刀、刀带(腰带)、

刀穗等制定了繁复的规定，现简列主要内容： 
1) 军刀：为西式长刀样式，刀柄头雕成龙头形状，以刀柄、护手上的花纹区分等级，上等官高錾龙

纹，中等官平錾龙纹，下等官不錾花纹。以刀柄上横缠的金色丝辫分级，各等第一级三道，第二级二道，

第三级一道。军佐军刀，金色改为银色，其他相同。 
2) 刀带：分礼服腰带、常服腰带两种，均用棕色牛皮制成。礼服刀带以带扣、腰带卡区分等级，上

等官缀六块腰带卡，中等官缀四块腰带卡，下等官缀两块腰带卡。各等第一级的腰带卡上錾三个团蟒，

各等第二级錾两个团蟒，各等第三级錾一个团蟒。腰带扣、腰带卡为铜质镀金、錾纹饰和团蟒。常服刀

带比较简略，带扣为口形，无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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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刀穗：上等官刀穗为长圆形，中等官刀穗为曼圆形，下等官为椭圆形，各等第一级的刀穗上编三

个结，各等第二级编两个结，各等第三级编一个结。军官礼服刀穗为金色，军官常服刀穗为青色，军佐

礼服刀穗为银色，军佐常服刀穗为蓝色[3]。 
据《故宫：陆军部档》记载，清末新建陆军第六镇装备有“军官佩刀四百五十二把；军佐佩刀九十

七把；书记佩刀四十六把”。早期新军的军刀为国内制作，后期清廷开始向日本定制，向日本定制的军

刀在刀柄处有“意登寿、匠録屋”六个字，标明了制作军刀的工匠作坊。在刀身近护手处有一篆字“真”，

是日本铸刀“真金入”标记的简化，意为加钢锻制的刀剑。 
新军军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刀柄上的蟠龙纹饰，军刀以刀柄上蟠龙的錾龙纹饰的深浅和龙爪的数

量来区分军官和军佐军阶地位的高低：高级军官为高錾龙纹，龙爪五只；中级军官为平錾龙纹，龙爪三

只；下级军官不錾花纹，没有龙爪。蟠龙是清朝皇权的象征、帝王的标志，清廷用龙做新军军刀的刀柄，

是希望这支当时新式的军队能够成为维护清朝皇权统治的重要力量。 

4. 护国军政府的共和军刀制度 

1912 年 2 月(民国元年)清帝退位，北洋军队和国内其他原效忠清廷的军队继续使用新军军刀，例如

在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张旧照中，虽然他的军装和帽徽已经换成民国北洋政府的制式，但手中仍然

握着新军军刀。而南方在辛亥革命中起义的军队则开始陆续使用铁血十八星军刀，但没有统一的规定，

也没有用其来区别军阶地位的高低。在这一时期，军刀更多地具备了礼仪和指挥的功用，很多将领都特

意定制了专属于自己的铁血十八星军刀，而军刀也成为军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例如云南陆军第一师

师长、护国军总参谋长张子贞赠的军刀。 
在铁血十八星军刀中最为著名的是护国运动时期的“共和”军刀。1915 年至 1916 年，以蔡锷、唐

继尧、李烈钧、张子贞、刘祖武、罗佩金、顾品珍和庾恩旸等将领为首的云南都督府发起了反对袁世凯

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正义战争和革命运动。护国

战争从 1915 年底爆发到 1916 年中结束，历时半年，虽然作为一次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影

响巨大，是一次民众广泛参与的战争。 
护国军宣布组建之后，云南各地广大各族青年踊跃投军，形成了参加护国军的热潮。由于广大学生

和青年踊跃参军，护国军的征兵计划在短期内得以顺利完成，护国军在原来云南陆军八个团的编制基础

上增加了二十个团，达到了二十八个团，加上炮兵、骑兵和警卫军等，共计三十六个团，兵力增加了两

倍[4]。在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向四川进军以后，留滇部队已所余无几，急需补充兵员。“于是

有讲武学校、志愿队、将校队、警察部队、义勇乡团、商团以及原团队留滇机构，纷纷扩大组织，招募

兵员。而吾滇健儿，闻风而动，无论在校学生、在乡子弟、退伍军警、闲散人士，甚至退隐绅耆、省外

学子、各省仁人志士，莫不同声相应，踊跃投效，一时全滇形成一股普遍的从军热潮，无阶层的分别，

无党派的门户” [5]。 

护国战争爆发后，护国军又迅速组成了第二军、第三军及挺进军，第二军以李烈钧为总司令出发东

征两广，第三军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则击溃了串扰滇南的龙觐光部，巩固了护国军后方。在人民群众

的踊跃从军热潮下，护国军官兵士气高涨、战斗力远强于北军。蔡锷曾经下令，如能攻克敌军阵地，每

位士兵赏银五十元，而各士兵听了后却慷慨激昂地回答：“吾辈命且不要，何有于钱，顾官长命我辈进

攻，虽死亦复何避！”护国军“所以能忍饥忍寒，洒热血，冒万险，以死为荣，不稍退却” [6]。护国战

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着明确革命理想和目标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将官不为利益、士兵不为钱财，

为了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护国军将士不惜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坚定地凝聚在“拥护共和”这一

旗帜和号召之下，使得护国战争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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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国战争期间和护国运动最终胜利之后，云南都督府提出了“拥护共和”的政治主张和口号，

并建立了“共和”军刀制度，对护国军重要将领和那些于护国运动有功之人颁给“共和”军刀，以示

褒奖。 
护国共和军刀，长 99 厘米、厚 3.5 厘米，比一般的铁血十八星军刀长 5 厘米、厚 1 厘米。钢质的刀

身略显弧形，由于采用精钢作为原料，锻造及淬火的工艺精良，因而强度很高。刀身中间起脊，近刀脊

处有很长的血槽，刀尖为侧锋，泛着冷色寒光。精美绝伦的刀鞘为金属所制，亮银色的外表可以看到昔

日的光鲜，刀鞘上有两个圆环，位于上刀鞘靠近刀柄的位置，用绳带穿过这两个圆环就可以把军刀佩戴

在身上。军刀的刀柄较长可供双手持握，包裹手柄的白色鲨鱼皮上布满半透明颗粒，为天然形成，既坚

硬又美丽。12 条镀金铜丝环绕在手柄上，把手柄分割为 13 个小段。手柄的鲨鱼皮上半包裹着铜质镀金

柄套，刀柄左右镌铁血十八星，顶部有五角星，左右交叉五色国旗和铁血十八星军旗，铜质镀金柄套还

向外延伸出半椭圆形的铜质镀金护手，护手上刻画了许多华丽的花纹。在刀柄上浮雕的多种纹饰中，除

了一般十八星军刀都有的菊花纹饰、五色旗、十八星旗和五角星，最为特别的是还有“共和”两个篆书

文字。 
护国共和军刀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十八星军刀中较为独特、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种军刀。

军刀的样式融合了东方的刀剑和西洋剑的设计风格，制作精致，工艺繁杂。护国共和军刀刀柄上装饰有

纹饰图案，这些图案都具有特殊的含义：菊花是中国传统图案之一，代表高尚的品格，又象征着长寿或

长久；五色旗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象征着全国多民族的统一；十八星旗是指分布在九轮角上下的 18
颗金黄色小圆星，象征着国家统一与民族和睦；五角星也称为五芒星，是由五条直线画成的星星图形，

具有胜利的含义。护国共和军刀刀柄上众多纹饰中最为独特的就是“共和”两个字，这也是当时其他十

八星军刀所没有的，体现了云南护国军政府“拥护共和”的政治主张。护国共和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

军刀本身精湛的工艺，更多的是因为它体现了云南护国军政府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决心，承载了护国运动

的革命理念和思想。 
在当时护国共和军刀的数量极为稀少，只有参加护国运动的高级将领才有资格佩戴，留传至今的则

更为罕见。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了蔡锷所使用的护国共和军刀，为护国运动中最高级军官的佩刀，蔡锷的

军刀在刀柄中间镌刻“共和”两个篆书文字；其他高级军官的护国共和军刀则在刀柄双旗上方各镌刻“共

和”两个篆书文字，刀柄为犀牛角质。 
那么在云南一直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护国九狮刀”是怎么回事呢？在 1999 年 8 月 27 日春城周刊

发表《九狮刀——护国倒袁第一刀》一文中写到：“这是护国军出兵前云南人赶制的。现在，这埋葬封

建帝制的第一刀仅存唐继尧将军佩带的一把，实属军中珍品。”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展出有一把唐继

尧的“护国九狮刀”复制品。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所谓的护国九狮刀不是民主革命的产物，而是袁世凯封

建复辟的产物。 
九狮刀，就是在刀柄刀鞘上镶了九个小狮子的指挥刀，长刀具全长 94.5 厘米、厚 2.5 厘米。但是，

所谓的“护国九狮刀”既不产生于护国运动，但也不是袁世凯封建复辟的军刀，和二者都没有关系，其

真正的名字是“狮刀”，并且是在护国运动结束后四年，才由北洋政府颁授。 
1920 年 2 月 29 日，时任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公布颁给狮刀的大总统规则令，随后，国务

总理、陆军总长靳云鹏和海军总长萨镇冰发布第七号教令，正式建立起了北洋政府的“狮刀”制度。 
“狮刀”制度的颁给规则共有十二条： 
第一条：颁给狮刀，以陆少军官佐为限。 
第二条：各等狮刀，由大总统特颁，不得呈请奖给。 
第三条：一狮刀至三狮刀，颁给中级官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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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四狮刀至六狮刀，颁给上级官佐。 
第五条：七狮刀到九狮刀，颁给有特殊勋绩之上级官佐。 
第六条：十二狮刀，除大总统佩带外，得由大总统特赠外国大总统、外国皇帝君主或体国曾任大总

统者。 
第七条：陆海军官佐，由大总统特令颁给狮刀者，应由陆军部或海军部注册 。 
第八条：已颁给狮刀者，得晋给多狮之狮刀，其前颁之狮刀，无庸缴回。 
第九条：一狮刀至六狮刀，发交陆军部或海军部颁给。 
第十条：七狮九至九狮刀，由大总统亲授，其在京外者，得遣派专员代授之。 
第十一条：十二狮刀之赠与，由大总统特派专使行之。 
第十二条：大总统亲授狮刀之礼节，参照授勋之礼节行之。 
护国运动的领导者蔡锷与唐继尧都颁有九狮刀，蔡锷的九狮刀目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唐继

尧的九狮刀复制品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展出。由上述“狮刀”条例可以看出，蔡锷与唐继尧的九狮

刀，是 1920 年后根据大总统令的第五条：“七狮刀到九狮刀，颁给有特殊勋绩之上级官佐”追赠给蔡锷

和颁授给唐继尧的，而所谓的“护国九狮刀”并不存在。 

5. 结论 

北伐战争之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了北洋政府的“狮刀”制度，建立了勋刀制度，并先后制定“九

星勋刀”条例和“醒狮勋刀”条例以颁授勋刀。 
1931 年 11 月 23 日，国民政府公布颁发陆海空军勋刀条例，规定一星至九星，分为九等九星勋刀。

1935 年 8 月 1 日，九星勋刀废止，改定醒狮勋刀，并于同年 6 月 15 日公布陆海空军勋赏条例时，将勋

刀纳入条款。醒狮勋刀刀柄、刀鞘装饰以金色浮雕的醒狮，刀身两侧一面镌刻有“夷难定功”四字，另

一面镌刻“我武维扬”四字。醒狮勋刀分为三等有穗，无表：一等九狮，穗为金线黄丝线织成；二等七

狮，穗为金线蓝丝线织成；三等五狮，穗为金线红丝线织成。醒狮勋刀颁给所授勋章晋升至最高等并又

再建战功或功绩的陆海空军将官，于穿着军礼服时佩戴勋刀。 
尽管民国南京政府制定了勋刀制度，但所颁发者非常少，北伐后的革命军人为了显示与北洋旧式军

人的不同，也很少佩挂军刀，而更喜欢佩挂中正剑。随后，军刀逐渐演变成为了仪仗兵在相关军事典仪

上使用的礼仪刀，失去了曾经的实战、指挥和显示军阶地位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军刀只是将士在战场上战斗所使用的武器，并没有其他的含义。但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进步，军刀已不仅仅是作为武器使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中国近代民

主革命时期，军刀更多地是具备了礼仪和指挥的功用，并进而发展成为象征军人军阶、荣誉和功勋的勋

刀。因此，军刀制度是近代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军事荣誉制度。从

清朝末年的新军陆军军刀，到护国运动时期的共和军刀，以及随后北洋政府的狮刀、国民革命军的九星

勋刀和醒狮勋刀等，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军刀制度虽然几经改变，但都承载了各自特定时期的军人精神和

军魂，记录了中国近代百年以来各个铁血峥嵘时代的理想和追求，也烙下了历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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