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	欧洲文明研究	·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的德意志长矛兵 *

许二斌

德意志长矛兵（landsknecht）是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欧洲战场上非常活跃的一种

雇佣兵。这些来自德国的雇佣步兵人数众多，服务对象广泛，几乎在 16 世纪欧洲所有

的战争中都能见到其身影，以至于那个时期“德意志长矛兵”几乎成了雇佣兵的代名

词。在西方有关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欧洲战争的文献中，经常提到德意志长矛兵，然

而对这一群体进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见。(１) 本文从历史背景入手，考察德意志长矛

兵的创建缘由、招募制度、组织结构、薪酬标准、内部司法、军营生活等，以期获得更

加深入的认识。

一、德意志长矛兵的兴起

1. 14、15 世纪的骑士雇佣兵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问题研究（1350 — 1800）”（14BSS045）的阶段性成果。

(１) 相关研究主要有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Kettwig: PhaidonVerlag, 1985;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2; Luca Stefano Cristini, The Landsknechts: German 
Militiamen from Late XV and XVI Century, Zanica: Soldiershop, 2016. 以上著作的共同特点是都配有大量图片，
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德意志长矛兵的生活状况，但这些著作都欠缺理论分析，有些涉及德意志长矛兵的关键
问题尚未得以探讨。比如，德意志长矛兵成为欧洲雇佣兵市场上重要角色的原因，他们与其他雇佣兵之间的
共性与差异，等等。

摘		要：在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欧洲野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地利

大公马克西米连一世效仿瑞士长枪方阵的战术和组织方式创建了德意志长矛

兵。德意志长矛兵除了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以外，还不加选择地为神圣罗马帝

国内外的其他雇主效力。长矛兵的首领们，有的出身于贵族家庭，也有的出身于

富有平民家庭；他们用自己的或借贷来的资金投资于所从事的雇佣兵事业，把它

作为一项生意来经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把自己的子孙也培养成雇佣兵首领。

关键词：德意志长矛兵 雇佣兵 首领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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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格兰、法国等地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世纪晚期，德意志以采邑换取军役的

制度也在逐渐瓦解。封建骑士每年为领主义务服役的时间很短，在服役的地点上往往

也有限制，这是封建军事制度固有的缺陷，也是这一制度最终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在

德意志，封建军事制度的衰落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这一时期德意志仍在实行的析

产继承制 (１)，继承者获得的采邑越来越小，不足以维持骑士的生活。从 14 世纪下半叶

开始，以采邑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在德意志已经发生改变，采邑不能保障领主在有需要

时能够获得为他效力的骑士，此时的骑士制度只相当于一个提供军事服务的平台。在

这里，领主们只要能够付得起报酬就可以雇佣任何数量的骑士为他效力。那些从小接

受军事训练同时又缺乏其他经济来源的骑士，只能依靠为别人提供军事服务为生，于

是他们变成了骑士雇佣兵。

14、15 世纪的德意志，骑士雇佣兵与雇主之间签订的合同，是从过去封授采邑时

领主与附庸之间签署的文件演化而来的，因而保留了一些类似的特征。骑士雇佣兵合

同的核心内容是：被雇佣方应当在雇主发出召唤时为其作战，被雇佣方每年只需为雇

主服务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这一点尤其接近于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合同，而不同于后世

的雇佣兵合同）；至于作战对象，有可能在合同中指明，也可能是雇主的任何敌人（被

雇骑士自己的领主除外）。在多数情况下，合同中的被雇佣方不仅仅是骑士本人及其

两个家臣组成的一个兰斯 (２)，还包括由其他骑士与他们的家臣组成的若干个兰斯。

从流传下来的合同内容推断，这些雇佣兵骑士从雇主那里按年领取报酬，但一年

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可以待在家中，只要做好准备在雇主发出召唤时参加战斗就

可以了。从 14 世纪后期至 15 世纪前期，德意志雇佣兵骑士的薪酬水平基本没有太大

变化。在 1429 年的一个案例中，一个装备整齐、随时可以作战的兰斯，一年的报酬是

60 个帝国弗罗林（Rhenish florin），在作战期间每个月还将额外得到 5 弗罗林。然而，

到了 15 世纪后期，骑士雇佣兵的年薪下降到每个兰斯 15 个帝国弗罗林，而且在作战

期间也不再有额外的报酬。在少数案例中，每个兰斯的年薪可以达到 20 个或 25 个帝

国弗罗林，但也有的只有 10 个帝国弗罗林。相应地，这一时期的雇佣兵合同只要求被

雇佣方在雇主发出召唤时提供相应数量的兰斯，并不要求准备立即可以参加战斗的状

态。当然，与合同中涉及的其他骑士不同，签订合同的那名骑士应该还会得到一些额

外的报酬或奖赏。例如在 1401 年，一个名叫鲁波尔特·艾菲塔勒（LeupoltAffetaler）

的骑士为巴伐利亚公爵招募了 6 个兰斯，因此获得了 6 基尔德（guilder）的奖赏。(３)

(１) 指家庭财产由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10 — 11 世纪，在西欧许多地方这种传统的继承制度逐步被长子继承制
取代。

(２) “兰斯”是中世纪欧洲骑士最基本的作战单位。德意志的兰斯（die Lanze）通常由 3 个人组成，除了骑士本
人外，还包括一名轻装骑兵作为骑士的扈从，以及一名由骑士的仆人充当的在战斗时负责照看武器的步兵。
这一时期德意志的雇佣兵合同中，常常用“马匹”来指代兰斯，假如一份合同规定被雇佣方要提供 20 个“马
匹”，在雇主召唤时前来报到的就应该是由 20 名骑士、20 名轻装骑兵、20 名仆人组成的 20 个兰斯。

(３)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Gmbh, 1964, pp.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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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意志长矛兵的诞生

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在军事史上被称作“骑兵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步兵完全丧

失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兴起以后，用防御工事环绕起来的市镇还需要步兵守卫。在德

意志为数众多的城市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居住在城里的男丁分成若干个“组”，每个

组负责守卫指定给他们的一小段城墙。在这种民兵性质的武装之外，较大的城市还会

使用雇佣兵来加强防守，于是产生了德意志的雇佣步兵。不过，他们主要担负城墙或

要塞的守卫工作，在野战中尚不能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直到 15 世纪中期德意志雇佣步

兵的数量还非常少。

15 世纪后期，瑞士长枪方阵改变了欧洲野战的方式，战术和组织方面效仿瑞士长

枪兵的德意志长矛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勃艮第战争中，勃艮第公爵鲁莽查理的部队

被瑞士长枪步兵击败，后者的作战方式吸引了全欧洲的注意。1477 年，奥地利大公马

克西米连一世娶了鲁莽查理的女儿；鲁莽查理阵亡后，马克西米连接管了查理的大部

分领地。后来，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试图争夺鲁莽查理遗留的领地，马克西米连凭借来

自佛兰德尔等地的步兵（其中包括一部分瑞士雇佣兵），在 1479 年 8 月的吉内盖特

（Guinegate）战役中击败了法国军队。在目睹瑞士长枪步兵对抗骑兵取得的惊人战

果后，马克西米连决心学习瑞士人的战术，用来对付西边的劲敌法国和东边的强邻土

耳其，以及许许多多随时准备发动叛乱的内部敌人。为了保卫他所继承的广袤领地，

马克西米连把数以千计的来自莱茵地区、阿尔萨斯、南德意志、低地国家、瑞士甚至苏

格兰的雇佣兵聚集到自己麾下，任用来自瑞士的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把这些战斗力

不可靠的部队变成像瑞士步兵那样训练有素的军队。1486 年，马克西米连当选为德

意志国王时，他已经拥有两支战斗力很强大的步兵武装，人数各有三四千人。1490 年，

马克西米连凭借使用长枪的雇佣步兵攻克了匈牙利的斯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

burg），成功夺回了他在东方的世袭领地。然而就在这时，他麾下的雇佣兵们拒绝继续

向布达佩斯进军，而是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家去了。这一事件的教训促使马克西米连

放弃了使用来自欧洲各地的大杂烩雇佣兵的做法，转而主要在德意志人当中招募步

兵。这种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其中多数来自施瓦本地区）采用瑞士作战方式的步兵，

在当时就被称作“德意志长矛兵”。(１)

3. 成为欧洲雇佣兵市场上的重要角色

早在 14 世纪，瑞士步兵、英国长弓兵的战绩就开始动摇封建骑兵在欧洲野战中

的统治地位；而 15 世纪后期的勃艮第战争、施瓦本战争中，步兵起到了决定战役胜负

的作用。这使欧洲关心军事的君主、诸侯及其他政治实体的当政者认识到：为自己效

力的军队中必须包含一支可靠的步兵。大约 1515 年以后，欧洲陆战当中形成了一套

由步兵、炮兵和骑兵协同配合的战术，这种战术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都是欧洲陆战中

(１)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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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作战方式。瑞士步兵在战场上的成功使他们成为各国军队效仿的对象，而德

意志长矛兵堪称瑞士步兵最出色的学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长矛兵不仅在

作战方式上成功效仿了老师，并且还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成为欧洲雇佣兵市场上的重

要角色。

从 16 世纪 20 年代以后，瑞士与法国之间形成了一种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特殊关

系”：以每年支付大量“年金”为条件，法国国王得到了在瑞士招募雇佣兵的优先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国王几乎独占了瑞士官方派出的雇佣兵。这使同样希望招募

到优质步兵的其他欧洲国家非常嫉妒又无可奈何。于是，德意志长矛兵成为瑞士雇佣

兵的最佳替代品。马克西米连一世审时度势，成功组建德意志长矛兵部队，当然是要

为自己所用。他的继任者查理五世也是德意志长矛兵主要服务对象，但这些来自德意

志的步兵除了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以外，还不加选择地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和外部的

其他雇主效力，即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对手——瓦卢瓦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也常

常成为德意志长矛兵的服务对象。尽管“德意志长矛兵”（landsknecht）一词在德文中

的本义是“国家的仆人”，但无论他们是在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力时，还是服务于其

他雇主的时候，其性质都属于为报酬而战的雇佣兵。

二、德意志长矛兵的招募薪酬及建制法纪

1. 招募制度与组织结构

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出现了一系列涉及

雇佣兵招募的近乎标准化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些需要招募雇佣兵的

雇主、军事承包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任何地区进行招募活动，事先都必须获得当地

统治者的许可（除非是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招募雇佣兵）。1495 年在沃尔姆斯召开的

帝国议会确立了一条原则，即使是皇帝本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招募士兵，也必须

先获得当地诸侯或城市的许可。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有时一个君主可能会禁止一切

外来者在他的领土上招募雇佣兵，并禁止他的臣民出去充当雇佣兵。查理五世担任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期间，曾经多次发布禁止在帝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上为外国（尤其是

法国国王）招募士兵的命令。当然，尽管存在这些禁令，未经许可的非法招募活动总

是难以杜绝，也不乏招募者被逮捕并投入大牢的记载。比如在 1546 年，就有一名法国

军官因为未经许可在格德斯（Guelders）招募雇佣兵被逮捕。(１) 在获得当地统治者许

可以后，准备在某一地区招募雇佣兵的雇主通常会委任一位有经验的当地军人为上校

(１)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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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rst）(１)，由他负责在指定的地区招募一个团的士兵——团是德意志长矛兵最常见

的建制单位。这种时候，雇主会出具一份书面委任状，其中包含上校的名字、拟招募的

团的规模及其内部结构、部队的报酬、军纪条例、服务期限，等等。

最初，团的大小并没有什么定规，一个上校统帅的所有部队就是一个团。到 1550

年前后，团在德意志逐渐成为大约三五千人组成的军队建制单位，每个团由大约 10 个

连队（Fähnlein）构成。连队是这一时期德意志军队中最小的建制单位。连队的队长

（Hauptmann）在部队招募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典型的做法是，上校在得到招

募士兵的委任状以后便会着手确定每个连队队长的人选；选定的队长会被指派到一

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招募 300 至 500 名士兵。

2. 薪酬标准

16 世纪上半叶，一个德意志长矛兵每月标准的薪水是 4 基尔德。这虽然比瑞士

雇佣兵的标准薪水低 0.5 个基尔德（瑞士步兵的声望始终是无法超越的），但与平民生

活中的其他职业比较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２) 1515 年的时候，德意志城市里面砖瓦

匠、石匠等技术工人每月只能挣到 2.5 基尔德，而那些非技术劳工的月薪仅为 1.6 基

尔德。除了固定的工资以外，每个加入雇佣兵行列的人都期望通过缴获战利品或抢劫

等方式一夜暴富，这不一定能够实现但颇具诱惑力。况且，充当雇佣兵还能满足一些

年轻人寻求冒险刺激的内心欲望。正因为如此，每当招募雇佣兵时，队长带着帮手在

人流聚集的闹市悬挂旗帜，击鼓鸣笛，前来报名的人往往络绎不绝，甚至还可以在报名

者当中严格地进行挑选。除了身体条件以外，报名者的经济状况也是队长们挑选新兵

的重要依据。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士兵们需要自己负担服装、武器和防护装备的费

用。在那个时代，一套基本的德意志长矛兵装备大约需要 12 至 14 基尔德，这就把最

贫困的人挡在了门外。那些能够置办得起全套甲胄（需要 16 基尔德）从而可以在长

矛兵方阵的最前排进行战斗的人，与那些能够为自己购置一把火绳枪（3.5 基尔德）以

及火枪手辅助装备的人，在入伍时就会被登记为双酬佣兵（Doppelsöldner），每月可

以得到 8 基尔德的工资。(３)

(１) 中世纪晚期欧洲军队内部尚未形成上下分层的组织结构，14、15 世纪的欧洲军队只有“连队”（company）这
一个层级。“连队”的规模有时只有几百人，有时多达数千人（在汉语中把这种大规模的“连队”翻译为“军
团”也许更加贴切）。无论“连队”的规模大小，其指挥官都称作“队长”（英文叫“Captain”，德文叫“Haupt-
mann”）。这种情况下的“队长”实际上就是一支部队的统帅。进入 16 世纪以后，可能首先是在西班牙出现
了把多个连队永久性地放在一起的做法。于是就产生了比“连队”更高一级的建制单位——团（regiment），
其指挥官称为上校。尽管在 16 世纪欧洲各国还没有把多个团永久性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更高一级建制
单位的做法，但在一场战役中同时投入多个步兵团，或者步兵团与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情况则非常普遍，
由此诞生了将军这一层级的指挥官。不过，在“将军（Generaloberst）”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以前，德语中的“上
校（Oberst）”一词有两种含义，它可能是指部队的最高统帅，也可能是指一个团的指挥官，这种状况大概一
直持续到 16 世纪 30 年代。参见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 pp. 108-110，注释 32。至于“队长”这个词语，直到晚近时期
欧洲军队内部组织分层更加细化以后，其含义才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连长”或“上尉”。

(２)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0.

(３)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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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官、士官及其职责

在多数情况下，一支德意志长矛兵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上校。少数例外情况是当多

个团共同作战时，或者炮兵、骑兵和步兵共同作战时，就由一名将军（Generaloberst）

来统帅。除了招募士兵与指挥作战以外，上校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努力

确保他的士兵能够比较按时地领到军饷。鉴于那个时代雇主们常常因为手头吃紧拖

欠雇佣兵的军饷，以及严重的拖欠军饷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在雇主不能按时提供

军饷的情况下，上校往往需要用他自己的资金来填补军饷的空缺，或者用他个人的财

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所以，要成为一名上校不仅需要具备军事指挥才能和号召力

（这有助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招募到数量更多的士兵），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

财富资源。因为上校承担如此重要的职责，所以他的薪水是德意志长矛兵基准薪水

（4 基尔德）的 100 ～ 150 倍。查理五世时代，德意志长矛兵的一名上校每月可以得到

400 ～ 600 基尔德的工资，其中包括他的马车马匹费用，以及他的贴身警卫、乐手、牧

师、书记员、厨师、翻译等随员的费用。(１) 1507 年，在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授权上校可

以配备 22 名随员，但实际上随员的人数取决于上校个人的财务状况，因为这些随员的

工资由上校支付。

上校在自己招募的团里有权决定军官的人选，他总是从贵族或富裕市民阶层的朋

友中挑选，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校的副手，即中校（Obristlocumtenens）。按照惯例，上

校会从连队队长中指定一个他信任的、有才干的担任中校，他的职责是在上校不在的

时候代替上校负责全团的军事指挥；当上校在的时候，中校只履行连队队长的职责，

但他始终可以领取两倍于连队队长的薪水。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在大型战役过程

中，上校也会在连队队长之外任命一个人专门担任他的副手，这名副手的薪水与连队

队长相同（相当于德意志长矛兵基准薪水的 10 倍，即 40 基尔德）。(２)

除上述人员外，德意志长矛兵团里的重要军官还包括军事纠察（Profoß）(３)、法官

（Schultheiss）、警 戒 总 监（Wachtmeister）、司 务 长（Quartermaster）、军 需 官（Provi-

antmeister）、医务总监（Feldarzt）、财务总监（Pfennigmeister），等等。这些军官的职

责也非常重要，他们的薪水与连队队长一样高。(４) 军事纠察负责惩戒违纪或抗命行为

以维持部队的纪律，并且在部队内部审理案件的时候担任公诉人的角色。法官负责处

理部队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务，同时他还负责主持团里的法官法庭。警戒总监负责指派

岗哨和巡逻队，确保营地和辎重行李得到恰当的守护。司务长负责部队的住宿问题，

在行军时他需要骑马到部队前方的市镇和村庄为全团官兵寻找住所，或者选择合适的

扎营地点，并负责宿营地的分配。军需官负责与当地商人洽谈军需品的价格，以保障

士兵们能以公道合理的价格买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同时不使部队在当地老百姓中失

(１)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Kettwig: PhaidonVerlag, 1985, p. 39.

(２)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pp. 39-40.

(３) 这个词相当于英文中的“provost”，其德文形式也可以写作“profoss”。

(４)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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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人心——当部队处于友好的领土上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医务总监负责领导全团的

所有军医。财务总监负责管理部队的财务事项，并负责向全团官兵发放军饷。一个普

通的德意志长矛兵团平均每月有 2.5 ～ 3.5 万基尔德的资金流量（相当于今天的 800

万 ～ 1 000 万英镑），(１) 可见财务总监这个职位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在德意志长矛兵的每个连队里都有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Lieutenant）。队长是

自己招募的这个连队的军事指挥官，他跟上校一样有权为自己配备工作人员和贴身警

卫。与上校不同的是，队长在作战时并不骑马，他会身穿全幅铠甲，并像双酬佣兵一样

使用长柄战斧、戟或双手剑等武器。副队长的职责是队长不在的时候代替队长指挥连

队。通常情况下，队长会从双酬佣兵中挑选一人担任副队长。副队长的月薪是士兵基

准薪水的 3 ～ 4 倍。(２)

德语中的“连队（Fähnlein）”本义是一面旗帜，每个连队都有这样一面军旗。部

队招募起来第一次清点时，连队的旗帜就被交给专人掌管，这就是掌旗官（Ensign）。

旗帜和掌管它的人是这个连队勇气和荣誉的象征，掌旗官需要誓死捍卫这面旗帜，如

果在战斗中丢弃军旗逃跑，他将被处死。正常情况下，掌旗官总是手举旗帜站在方阵

的中心位置。他在战斗中的作用是构成方阵的核心，作为集聚士兵的中心点。当战斗

不利时，掌旗官卷起军旗把旗杆扛在肩上，这是撤退的信号；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他可

以把军旗撕碎，以免旗帜落入敌人之手。由于他的重要性，掌旗官需要由身体条件、勇

气和作战技能均出色的人来担任。通常情况下，掌旗官由上校挑选，其月薪是长矛兵

基准薪水的 6 倍（24 基尔德）。(３) 从语义发展史的角度讲，现代意义上的“中尉”一词

由“副队长”演变而来，而“少尉”则是由“掌旗官”演变而来。然而，在德意志长矛兵时

代，掌旗官在连队中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副队长，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薪酬水平上。

每个连队都有一名由经验丰富的年长士兵担任的军士长（Feldweibel），他负责指

导连队的操练，以确保士兵保持在方阵中的位置。(４) 一个连队通常由两名军士（Gemein-

weibel）帮助军士长保持方阵的战斗队形，这两名军士分别处在方阵第一行的两端，而

在他俩之间第一行的那些人叫作排头兵（Rottmeister）。排头兵是从双酬佣兵中挑选

出来的富有经验的士兵，他负责指挥方阵中站在自己身后那一列士兵，实际上他就是

这组士兵的组长。排头兵不仅在方阵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军营生活中还要

负责组内分发食物及其他军需品，负责分配住宿、解决纠纷、安排执勤等。(５)此外，连队

(１)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15-16.

(２)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p. 41.

(３)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18-19.

(４) 由于缺乏关于军队操练的文献记载，也没有这一时期的操练手册流传下来，军事史家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
欧洲军队还没有实施像古罗马军团那样的正式操练。但是，如果不经过一些基本操练，动辄几百人乃至数千
人的步兵方阵恐难以保持良好的队形，何况在战斗中还要根据形势进行调遣，所以非正式的操练在德意志
长矛兵中肯定是存在的。

(５)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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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还有一些专门代表普通士兵利益的低级官员，他们是由士兵们选举出来的，通常只

有一个月任期。其中士兵代言人（Führer）代表普通士兵参与法庭的审判，军需代表

（Fourier）则在军需方面代表普通士兵的利益与长官进行交涉。

4. 军营里的司法制度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德意志长矛兵似乎过着无法无天或者自由随意的生活，但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军营里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只不过他们不受平

民法律的管辖而已（这是马克西米连一世赋予他们的特权）。德意志长矛兵的团里有

两种形式的军事法庭，一种是常规的有法官的法庭（Malefigericht），另一种是没有法

官的所谓“长矛法庭”（Recht der langenSpieße）。

有法官的军事法庭大体上沿用当时德意志平民社会中法庭的制度，即由一名法官

在若干名陪审员的帮助下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法庭审理案件都是在室外场地公

开进行，通常是在军营里集中点名的地方。审案的时候，供法庭组成人员坐的长条凳

围成一个长方形，法官和他的助手（法庭书记员）坐在作为主席的长凳上，两旁的两列

长凳上坐着通常数量为 12 人的陪审员，以及相关的队长、掌旗官、士官和士兵代言人，

等等。法官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为每个案件的审理挑选合适的陪审员，陪审员是由法官

从全团各个连队的双酬佣兵中挑选出来的。每位陪审员都要在法庭上宣誓，保证自己

将根据事实和法律不偏不倚地做出公正的裁决。(１) 那些前来观看审案的人围着法庭的

长条凳站成一个大圆圈，作为旁听者，他们必须尊重法庭的秩序和庄严，否则将遭到严

厉的惩处。在审理每个案件时，都是由军事纠察充当公诉人，公诉人和被告双方都可

以委托代讼人参与案件的审理。被告士兵可以委托自己连队的军士、组长（排头兵）、

士兵代言人或其他士兵代替自己进行辩护。案件审理的过程不能超过连续的 3 天，对

法庭做出的裁决不得上诉。如果被告被判定有罪，那么相应的惩处就要立即执行。如

果是死刑，当场就由刽子手用剑或者绞索予以处决。(２) 如果上校愿意，他本人或者他委

派的代表也可以出席法庭。在理论上，上校有权否决军事法庭做出的判决，也可以说

他掌握着终极的审判权，但是只有意志特别坚定的上校才会冒与士兵们的意愿对抗的

风险。普通士兵的意见在部队的司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特点在“长矛法庭”中体

现得更加明显。

“长矛法庭”是德意志长矛兵部队里特有的一种审判形式。弗雷迪里希·布劳

（Friedrich Blau）认 为 它 是 德 意 志 古 老 的 全 体 同 伴 裁 决 制 度（Genossenschafts-

gerichten）在军队里的残留。(３) 德意志长矛兵的每个团并非自然而然地就可以组织这

种法庭。这种形式的法庭需要在部队招募起来以后第一次清点时获得雇主的认可，并

且在随后的公开表决中被多数士兵接受才可以进行。这种法庭只适用于被告公然破

(１)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p. 55.

(２)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23-24.

(３)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p.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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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部队秩序或者实施了使军旗蒙羞的行为，并且其犯罪行为确定无疑的情况。在这种

情形下，军事纠察可以向上校请求组织“长矛法庭”。在获得上校的同意后，他就可以

把全团官兵召集起来，由他们表决是否继续进行接下来的审判程序。“长矛法庭”审理

案件是由官兵群体直接做出裁决，因此既不需要法官也不需要长条凳。站在集中起来

的全团官兵面前，军事纠察与被告双方代理人各自提出证据或反证以后，军事纠察便

会重申判处死刑的请求，被告则会请求宽大。“长矛法庭”的判决只有处死或无罪开

释两种结果。表决的时候，从全团官兵中分别抽取 40 个人为一组，由此形成 3 个独立

的小组。每一组内部都按照多数票的原则形成一个判决意见，这三个意见当中的多数

（3∶0 或 2∶1）将形成最终的判决结果。(１) 如果得出的是有罪裁定，官兵们马上来到行

刑场，按照东西方向站成面对面的两条长队，在两条长队末端，掌旗官们背对太阳站着

把两条长队之间的缺口补上。被判定有罪的士兵首先会在两条长队中间来回走三趟，

向那些被自己冒犯过的战友请求宽恕，并宽恕冒犯过自己的人。然后，他就来到军事

纠察面前，后者便在他的右肩膀上击打三下，并叫他在两条长队之间快速奔跑。这时，

他的战友们就在鼓声和横笛的伴奏下用长矛结束他的生命。假如有士兵企图让罪犯

逃脱，那么这个士兵可能遭到与罪犯同样的下场。(２)

三、德意志长矛兵首领之个案研究

1.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出身于一个来自蒂罗尔地区 (３) 的骑士家族，1473 年降

生在明德尔海姆（Mindelheim）城堡。他的父亲乌尔里希·冯·弗伦茨贝格是施瓦本

同盟的部队中的一名队长。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很早就跟随父亲开始了自己的

军旅生涯。在 1499 年的施瓦本战争中，他效力于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正是在这次

与瑞士军队交战的过程中，颇具军事天赋的格奥尔格 • 冯 • 弗伦茨贝格认识到，重装

骑兵的时代结束了。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后来积极投身于协助马克西米连一

世组织德意志长矛兵的工作。在被马克西米连一世任命为队长后，弗伦茨贝格招募了

一支步兵，并按照瑞士步兵方阵的战术进行训练。由于在创建德意志长矛兵过程中发

挥的突出作用，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后来被称作“德意志长矛兵之父”，而这种

部队后来成了马克西米连一世及其继承者查理五世手中最得力的武装力量。(４)

在 1503 — 1505 年的兰兹胡特继承战争中，效力于马克西米连的弗伦茨贝格与他

(１)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Landsknechte, p. 64.

(２)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24-25.

(３) 蒂罗尔位于现今奥地利的西南部。在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时期，蒂罗尔地区的主要城镇因斯布鲁克是
哈布斯堡皇家主要居住地，这里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

(４) “Frundsberg, Georg von”, The New EncyclopaediaBritannica (15th editi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98, 
Vol. 5,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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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的德意志长矛兵初露锋芒。1504 年，在决定战争走向的文岑巴赫（Wenzenbach）

战役中，弗伦茨贝格率领的德意志长矛兵将敌方用马车摆成的堡垒打开一个缺口，最

终击溃敌军。这场战役后，皇帝马克西米连亲自主持了弗伦茨贝格的骑士册封仪式。

此后，弗伦茨贝格去了尼德兰继续为哈布斯堡王朝作战。在 1508 — 1516 年的康布雷

联盟战争期间，仍旧效力于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弗伦茨贝格来到意大利战场。在 1509

年的维罗纳保卫战中，弗伦茨贝格统帅一个团的德意志长矛兵成功击退威尼斯军队的

多次进攻，使皇帝马克西米连保持了对这座城市的占领。1511 年，弗伦茨贝格率领

1 000 名德意志长矛兵再次与威尼斯作战，不过这一次他效力的对象是法国国王（当

时法王是皇帝马克西米连的盟友）。1513 年的拉·莫塔（La Motta）战役中，弗伦茨贝

格率领的 3 500 名德意志长矛兵，与西班牙将领费尔南多·德·阿瓦洛斯（Fernando d’ 

Ávalos）率领的 4 000 名西班牙步兵联合作战，彻底击溃了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威

尼斯军队，以很小的代价造成敌军超过 4 500 人的伤亡。这次战役可以用“大捷”一词

来形容，借用弗伦茨贝格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敌军数量很多，我们的荣耀也多”。

意大利的战事结束以后，弗伦茨贝格于 1517 年回到德意志。1519 年，他与施瓦

本同盟签订了一份契约，为该同盟招募了一支德意志长矛兵，并率领这支部队帮助施

瓦本同盟将弗腾堡公爵乌尔里希驱离他的公爵领地。这支部队在查理五世当选为皇

帝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521 年，已经继承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成为皇帝的查理五

世任命弗伦茨贝格为最高统帅，并给了他一个帝国顾问的头衔。(１) 皇帝查理五世与法

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战争爆发后，弗伦茨贝格几乎不间断地活跃在各个战场，

为查理五世屡立奇功。1521 年，弗伦茨贝格征战于法国北部。当弗朗索瓦一世率领

的大约 4 万名法军逼近时，弗伦茨贝格指挥人数处于劣势的帝国军队巧妙地完成了撤

退，从而为查理五世保住了继续与弗朗索瓦一世斗争的资本。这次成功的撤退再次证

明弗伦茨贝格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统帅。因为真正伟大的将帅不仅要能够赢得胜利，

还要能在需要撤退时根据情势做出恰当的决定，并能成功地执行。

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弗伦茨贝格被召唤到意大利战场。1522 年 1 月，他率领 12

个连队的大约 6 000 名德意志长矛兵穿越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同年 4

月，在米兰附近的比可卡（Bicocca）之战中，作为德意志长矛兵统帅的弗伦茨贝格，与

西班牙将领费尔南多·德·阿瓦洛斯及意大利雇佣兵首领普洛斯彼罗·科隆纳（Pros-

pero Colonna）一道，指挥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与教皇联军击败了法国与威尼斯组

成的联军。这场胜利将意大利北部更大的范围置于查理五世的影响之下。此后，弗伦

茨贝格回到德意志的明德尔海姆城堡只做了短暂休息即再次来到意大利，他率领 29

个连队的 1.2 万名德意志长矛兵赶往帕维亚解围。在 1525 年 2 月 24 日的帕维亚之

战中，弗伦茨贝格指挥的长矛兵与来自西班牙的 6 000 名步兵 4 000 名骑兵密切配合，

(１)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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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率领的 2 万多法军分割歼灭，以己方损失 500 人的代价

造成法军 1.5 万人死伤或被俘，战俘中包括弗朗索瓦一世本人。帕维亚之战可以说是

弗伦茨贝格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尽管他在名义上不是这场战役的主帅。(１)

再次回到德意志的家中休息没多久，弗伦茨贝格在 1525 年招募了 8 个连队的德

意志长矛兵，投入到镇压德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中。1526 年秋，在意大利的战端重启，

弗伦茨贝格接到组织军队前往伦巴第增援帝国部队的召唤。不过，连年的战争导致哈

布斯堡王朝财政严重困难，弗伦茨贝格收到的 3.6 万德意志塔勒（1 塔勒的价值稍大

于 1 弗罗林）大约只相当于招募部队所需费用的一半，另一半款项需要弗伦茨贝格自

己筹集。为了筹集招募军队的资金，弗伦茨贝格用他的财产作抵押进行借贷，甚至变

卖了家中的银器和他夫人的珠宝，一共筹集到 3.8 万弗罗林。弗伦茨贝格在招募军队

中投入的 3.8 万弗罗林可以看作是他向雇主查理五世提供的借贷，这其实是近代早期

欧洲军事承包人普遍的做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便弗伦茨贝格招募的德意志长矛兵

在效力于自己的君主时，我们仍然有理由把他们当作雇佣兵看待。弗伦茨贝格用了不

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组织起 35 个连队大约 1.2 万名德意志长矛兵，并率领这支部队

来到意大利。然而，就在这时他得了中风，在意大利的医院挣扎了几个月后不得不返

回德意志。1528 年，弗伦茨贝格在他的明德尔海姆城堡中去世。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的儿子卡斯帕（Caspar）和孙子格奥尔格·冯·弗伦茨

贝格都是比较出色的军人。不过，随着他的孙子格奥尔格在 1586 年去世，这个连续四

代充当职业军官的家族就绝嗣了。

2. 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1496 — 1577）出身于富裕平民家庭，

凭借其出色的才能、良好的运气和妥当的经营，他在 40 多年充当雇佣兵首领的经历

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仅使自己在年老时能够以百万富翁的身份退隐到乡间，甚至

使他自己及其子孙跻身于世袭贵族的行列。

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的父亲做过绍恩多夫（Schorndorf）的林务官、法官和市

长，其家庭环境虽不属于大富大贵，却也是比较殷实的小康之家。舍尔特林少年时代

在图宾根的拉丁文法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20 岁时离开学校来到康斯坦茨担任主教

的抄写员。两年后，他决定投笔从戎。舍尔特林关于雇佣兵这一行当的本领正是从格

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这位大师身上学的。在 1519 年帮助士瓦本同盟驱逐符腾堡

公爵的军事行动中，1521 年在法国北部的战斗中，以及 1525 年的帕维亚之战中，舍尔

特林都在弗伦茨贝格统帅的部队中效力。在 1526 年弗伦茨贝格最后一次招募并带到

意大利的德意志长矛兵中，舍尔特林已经是一个连队的队长，此时舍尔特林已成长为

一名可以独立指挥一支部队的雇佣兵首领了。

(１) 在帕维亚战役中，查理五世的军队名义上的主帅是另一位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人查尔斯·德·拉努瓦
（Charles de Lann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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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522 年，舍尔特林就统帅 12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为了神圣罗马帝国与

土耳其人作战。随后，他还与被废黜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签订过一份为后者招

募 6 000 名德意志长矛兵的合同，后来因为对方取消合同而获得了 300 弗罗林的赔偿

金。1524 年，舍尔特林来到意大利，在皇帝的部队中效力，先参加了对法国马赛的远

征，又参加了第二年的帕维亚之战。1525 年，纽伦堡市以 100 弗罗林的年薪聘请舍尔

特林担任该城军队统帅，但后来舍尔特林请求对方取消了这一任命。同样是在 1525

年，舍尔特林参加了镇压德国农民起义的战争。1526 年，舍尔特林还参加了一名贵族

与罗腾堡（Rothenburg）镇之间的冲突，获得了 500 弗罗林的报酬。1526 — 1528 年，

舍尔特林以连队队长的身份先后在弗伦茨贝格和康拉德·冯·博依内堡（Konrad von 

Boyneburg）等人的统帅下为皇帝查理五世征战于意大利，参加了对罗马城的洗劫和

保卫那不勒斯的战斗。1529 年，舍尔特林被当时处于皇帝控制下的符腾堡市任命为

队长，年薪是 100 弗罗林。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巴伐利亚的队长，年薪也是 100 弗罗

林。根据巴伐利亚公爵的命令，他带领自己从符腾堡招募的 600 名德意志长矛兵赶往

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维也纳增援。由于对报酬不满，1530 年他辞去了巴伐利亚和符

腾堡的队长职务，转而接受了奥格斯堡市的一份终身任命，成为奥格斯堡的军队统帅，

年薪是 200 弗罗林。1532 年，舍尔特林率领奥格斯堡的 50 个兰斯和 500 名德意志长

矛兵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帝国各部分军队集结起来以后，舍尔

特林被任命为统领所有来自施瓦本地区的部队的中校，后来又被任命为统领全军所有

步兵的中校。在担任后一个职位时，他的月薪是 200 弗罗林。当年 9 月，他们取得了

对土耳其人的一场大胜。为了表彰他在战胜土耳其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皇帝晋

封舍尔特林为骑士，其领地在奥格斯堡附近的布尔滕巴赫（早些时候，舍尔特林花费

1.7 万弗罗林购置了布尔腾堡这块领地）。此外，皇帝还赠给舍尔特林一条价值 300 克

朗（Cronen）的链子，舍尔特林的上司、军队最高统帅弗雷迪里希伯爵送给他一把价

值 100 弗罗林的剑。(１) 从此以后，舍尔特林就自称为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

滕巴赫。

1534 年，当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在黑森邦伯菲利普帮助下试图夺回他的领地时，

他们希望舍尔特林为他们招募 4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并且送去了 2 000 弗罗林

的预付金。然而，由于受到他的雇主奥格斯堡市的反对，舍尔特林最后放弃了这笔交

易。他把收到的资金给了招募士兵的 4 位队长。1535 年，舍尔特林以年薪 200 弗罗

林的条件担任了黑森邦伯的“待命仆役”（Diener von Hausaus）(２)。1536 年，在老弗伦

茨贝格之子卡斯帕·冯·弗伦茨贝格的统帅下，舍尔特林带领一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

(１)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Lebensbeschreibung des berühmtenRitters Sebastian Schertlins von Burtenbach, 
Frankfurt and Leipzig, 1777, pp. 30-36.

(２) 当时一些雇主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向一些有影响力的雇佣兵首领支付报酬，以保证在发生战争时得到所需要
的雇佣兵，这些在平时领取报酬的雇佣兵首领称作“待命仆役（Diener von Hausaus）”，其德语字面意思是

“离开（主人）房子的奴仆”。“待命仆役”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 14、15 世纪的骑士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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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 5 个兰斯的骑兵参加了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战斗。在此期间，他个人的月薪是

100 弗罗林，另外每月收到 60 弗罗林作为那 5 个兰斯的报酬。1542 年，萨克森选帝侯

与黑森邦伯任命舍尔特林为上校，要求他招募 14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他实际

上招募了 16 个连队——并率领这支部队参加对布伦瑞克公爵的战争。在此期间，他

个人的薪酬是每月 400 弗罗林，雇主另外每月支付给他 384 弗罗林作为他的 35 名随

员以及马匹和马车的费用。

1543 年，舍尔特林开始以年薪 100 弗罗林的条件受雇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这

是一个由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城市组成的同盟）。加上黑森邦伯与奥格斯堡市各自付给

他的 200 弗罗林年薪，即使在没有任何军事活动的情况下他每年都有不少于 500 弗

罗林的薪水。1544 年，为了入侵法国，皇帝查理五世邀请舍尔特林招募并指挥一个由

五六个连队组成的团，舍尔特林拒绝了。不久以后，帝国议会邀请舍尔特林招募 8 000

人的德意志长矛兵去匈牙利对抗土耳其人，这一邀请又被舍尔特林拒绝了，他的理由

是部队规模不足以取得成功。不过，随后皇帝任命他为陆军大元帅时，舍尔特林接受

了。看着在自己统帅下的伯爵、男爵和其他贵族们，舍尔特林感觉自己享受到了君主

一般的荣光，同时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得到了不止 7 000 弗罗林的实际利益。

1546 年，舍尔特林接受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份合同，以年薪 1 000 法郎

为条件保证在法王需要时为其效力，但这一义务不包括针对舍尔特林的领主以及神圣

罗马帝国内信仰新教的诸侯或城市的战争。1546 — 1547 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

后，舍尔特林加入到与皇帝对抗的新教一方。由于他事先已有准备，(１)舍尔特林在一周

之内就招募了 16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并担任了德意志南部各城市的步兵统帅。

由于战争中施马卡尔登同盟被皇帝彻底击败，舍尔特林只好带着家人和能移动的财产

逃亡到康斯坦茨，后来又去了巴塞尔。

1548 年，舍尔特林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签署了招募 12 个连队的合同。合同规定

他的年薪为 1.2 万法郎，他的中校年薪为 400 法郎，12 名队长每人的年薪为 200 法郎。

签订这份合同后，舍尔特林取消了他与奥格斯堡市之间的终身任命合同。对舍尔特林

效力于法国国王这件事，皇帝查理五世非常恼怒，他悬赏 4 000 弗罗林捉拿舍尔特林，

如果能把他杀死也有 3 000 弗罗林的赏金。那一年，查理五世处死了好几名德意志长

矛兵队长，理由是他们违反禁令为法国国王效力。1552 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与皇帝

查理五世开战，舍尔特林开始积极地为法王服务，但是他的招募工作并不容易，由于皇

帝的军队封锁了通往法国的道路，尽管吸收了一些瑞士雇佣兵，舍尔特林派出的队长

们只勉强招募到 3 000 人的 8 个连队。舍尔特林率领这 8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和

一些骑兵先后参加了阿尔萨斯和皮卡迪地区的战斗。

1553 年，随着战事停止，法国国王遣散了舍尔特林的一部分部队，同时降低了他

(１) 此前，他已向一些雇佣兵首领支付了一定报酬使他们保持待命状态。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支付给雇佣兵首
领的报酬相当于雇佣兵服务的定金，这种费用在德文中称为“Warteg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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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水。就在那一年，舍尔特林与皇帝查理五世达成和解，并于第二年同意接受莱茵

同盟的一个上校职位，负责指挥 10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年薪为 800 弗罗林，他的

两个儿子也担任其中两名队长，年薪分别是 150 弗罗林。签署这份合同后，舍尔特林

派人去见法国国王，请求后者同意取消了他们之间的合同。1556 年，舍尔特林接受了

兰茨贝格同盟的一个中校职位，其年薪是 800 弗罗林，战争时期提高到每月 600 弗罗

林。合同规定，如果参加同盟的诸侯在战争期间都不领导军队，舍尔特林将担任部队

最高统帅。1557 年，舍尔特林担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顾问，并为拟议中对土耳其

的战争招募了一个团的德意志长矛兵，不过这一作战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563 年，一

个名叫格鲁姆巴赫（Grumbach）的贵族带着一个武装团伙在南德意志四处袭扰。为

了防御这个武装团伙，舍尔特林为奥格斯堡市招募了 10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和 40

个兰斯的骑兵。与此同时，作为兰茨贝格同盟的中校，他为该同盟也招募了 10 个连

队。在舍尔特林率领上述部队向格鲁姆巴赫进军的途中，他接到了任务取消的命令。

这是舍尔特林最后一次招募军队。之后，这位年近古稀的雇佣兵首领回到自己布尔腾

堡领地上的庄园安度晚年了。得益于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舍尔特林在退隐乡间

以后回顾自己 40 多年戎马生涯，写作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自传。(１)

3. 两个案例的异同

以上是弗伦茨贝格与舍尔特林两个德意志长矛兵首领的从业经历。弗伦茨贝格

从业的时间从德意志长矛兵的创建直到 16 世纪 20 年代中期；作为弗伦茨贝格的学

生，舍尔特林的从业时间一直延续到 16 世纪 60 年代。两人充当德意志长矛兵首领

的时间前后衔接起来，则涵盖了德意志长矛兵在欧洲雇佣兵市场上活跃时期的大部

分岁月。

两个案例之间的第一个差异是两人指挥的部队有所不同。作为德意志长矛兵创

建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弗伦茨贝格一生只专注于领导德意志长矛兵这种武装；舍尔特

林虽然大部分时候率领的也是德意志长矛兵，但有些战斗中他还同时指挥着一部分骑

兵。第二个差异在于他们对雇主的选择。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比如 1511 年效力于法

国国王、1519 年效力于施瓦本同盟），弗伦茨贝格一生都在忠实地为哈布斯堡王朝的

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查理五世服务。舍尔特林则在不停地变换自己的雇主，他效力

过的雇主既有自治城市也有诸侯，既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他既服务过神圣罗马帝

国内部的雇主，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效力，既为皇帝查理五世立过战功，也在效力

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以及效力于法国期间与查理五世对战。看起来，舍尔特林在“为

(１) 本文关于舍尔特林的从业经历，根据以下几种资料综合而成：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Lebensbes-
chreibung des berühmtenRitters Sebastian Schertlins von Burtenbach（《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
自传》）；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 pp. 78-89; “Sebastian Schertlin: Landsknecht und Kriegsunternehmer”（《塞巴斯蒂安·舍
尔特林：德意志长矛兵与战争企业家》）http://www.kriegsreisende.de/neuzeit/schertlin.htm;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ebastian-Schertlin-von-Burt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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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效力”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原则，但他曾经多次拒绝雇主的邀请，也曾多次请求雇

主取消已有的合同，说明他在“为谁效力”上还是有选择的。报酬和职位的高低当然是

舍尔特林考虑的重要因素，不过他最看重的是雇主让他招募和指挥的部队规模。舍尔

特林具有商人头脑，对他而言，麾下部队的规模不仅仅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指挥

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从中获取经济收益的多寡。因此，舍尔特林比弗

伦茨贝格更具军事承包人的特征。第三个差异是他们的出身不同。弗伦茨贝格出身

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家族，舍尔特林则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市民阶级家庭，但凭借自己在

雇佣兵事业中的奋斗进入了世袭贵族的行列。在取得过“上校”这一头衔的德意志长

矛兵首领中，既有出身于侯爵、伯爵贵族世家的，也有像舍尔特林这样出身于富有平

民家庭的，但大多数首领是像弗伦次贝格那样出身于下层贵族（骑士家族）。(１)

尽管两位首领存在种种差异，但他们的共性更加不容忽视。首先在战场上，两人

都是英勇的战士和杰出的统帅。在舍尔特林的从业经历中，似乎没有取得过弗伦茨贝

格那样的辉煌战绩。不过，皇帝查理五世为了邀请舍尔特林出山，不惜委以陆军大元

帅这一至高军职，也能从侧面证明舍尔特林作为一名指挥官的价值。第二，他们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都不单单是职业军官，也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兵

首领，因为他们都用自己家庭的或借贷来的资金投资于自己所从事的雇佣兵事业。换

句话说，他们都把雇佣兵活动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实际上，这也是德意志长矛兵时

代欧洲绝大部分雇佣兵首领的共同特征。第三，他们都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雇佣兵

首领。凭借父辈的关系以及早早进入军队磨砺所积累的经验，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在很

年轻的时候就可担当连队队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这也反映了近代早期欧洲雇佣兵首

领具有家族遗传色彩这一特点。

本文作者许二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韩维宾）

(１)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 p. 106.

◎
	

许
二
斌				 15

世
纪
末
至16

世
纪
的
德
意
志
长
矛
兵



127

Contents and Summaries
No. 2
May, 2019

Seventy Year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y: 1949-2019 
XU Xiuli（ 4 ）

The period betwee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nessed endless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divergent academic orientations. However, Chinese 
scholars have established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very soon and made remarkabl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steadily unfolding since 1977,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y embarked on its golden age. Researchers not only have made a breakthrough on their 
perspectives, but also added mor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o their studies. Chinese historians are 
suppose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inclusiv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would achieve 
greater achievements.

A Teaching for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Europe
LIU Jinghua（26）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Europe can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 act. Firstly, China rural urbanization can learn from Europe and strive to achiev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in three aspects, that is, in the time dimens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long-term nature 
and stages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ways, we must emphasize combined natural process with strong 
propulsion to push on urbanization; in the space dimens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ity of 
urban system layout and the area bal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Secondly, we should study Europe to 
cultivate the new growth point of rural economy, including developing vigorously rural tourism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developing directio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uniqu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rural 
areas to develop the old-age care industry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grasping the policy guidance, 
promotion of rural real estate timely, and so on. Thirdly, we should learn from Europe, striv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various social forces,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anagement 
and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and encourag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actions. As we do 
so,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raise 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Landsknecht in the Lat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XU Erbin（39）

The Landsknecht was created by Maximilian I, imitating the tac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wiss pike 
phalanx,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fighting methods of European warfare in the late 15th and early 
16th centuries. Besides serving for the Habsburg, the Landsknecht worked almost indiscriminately for all 
employer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leaders of the Landsknecht came from noble 
families as well as wealthy commoners. They used their own or borrowed money to invest in the mercenary 
business they were engaged in, and the offspring of many of them became mercenary leaders too.

On the Vicissitude of Archery in Medieval England
CHEN Kaipeng and CUI Caizhou（54）

The archery was once the main weapon used in Medieval English army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long 
distance, speed fast and high lethality. The long bow played the great role and severely killed French army 
for several times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so the English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archery vigorously. 
During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archery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elit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firearm and the change of noble values.

A Commentary on Hanseatic Historical Research in Western Academia
LIU Cheng（62）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Lübeck in 1143, all kinds of documents accumulate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Hanseatic history. In 19th century, the Hansischer Geschichtsverein efforts on textual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