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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使用的“三八大盖”，由南部骐次郎设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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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 64 式步枪的日本自卫队队员 [资料图片] 

    说起日本步枪，很多人都知道当年侵华日军所用的"三八大盖"。"三八大盖"的

设计师是南部骐次郎，此人也是"王八盒子"手枪和"歪把子"机枪的设计者，堪称二

战时期日本轻武器之父。  

    南部骐次郎设计"三八大盖"时，直接采用了毛瑟步枪直拉旋转式枪机设计，因

此严格讲"三八大盖"并不是南部骐次郎的"原创"，充其量只能看作德国毛瑟步枪的

日本改进版。  

    1905 年（明治三十八年），该枪在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正式投产，并以其生产



年份被命名为三十八年式步兵铳。"三八大盖"定型当年，便随日军参加了日俄战争，

此后 40 年间，该枪伴随日本军国主义者荼毒了大半个亚洲。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占领日本后，立刻解除了日军的

全部武装，但"三八大盖"的历史并未终结，短短数年后，该枪再度成为新组建的日

本陆上自卫队的制式装备。  

    日本特色的 64 式步枪  

    1941 年，德国研制成功一种 7.92×33 毫米步枪短弹，因其威力和射程介于 9×

19 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和 7.92×57 毫米标准步枪弹之间，故被命名为"中间威力

型枪弹"。1944 年，使用中间威力型枪弹的新型自动步枪设计定型，被希特勒亲自命

名为 Stg-44 型突击步枪。Stg-44 的服役，宣告了步兵用全自动射击武器时代的到来。

    继德国之后，苏联也在 1943 年推出了自己的中间威力型枪弹--7.62×39 毫米

M1943 弹。  

    1947 年，苏联完成了使用 M1943 弹的新型自动步枪的设计定型，这种新枪就是

日后大名鼎鼎的 AK-47。10 年后，美国第一代自动步枪--M-14 设计定型，到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各主要军事强国的步兵武器都已实现了全自动化。  

    而此时的日本，使用的还是老式的 "三八大盖"和美军提供的 M-1"伽兰德"半自

动步枪。为了改变装备落后的现状，1957 年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决定，研制一

种新型的 7.62 毫米自动步枪，并确立了"新枪要兼备 M-1 的半自动功能和班用支援

武器的全自动功能"的研制方针。最初，日本人计划直接从美国引进 M-14 作为陆上

自卫队的新一代步枪，并很快完成了仿制，仿制的枪型被称为"试 R-2"，但在随后的

测试中，"试 R-2"陆续暴露出尺寸和后坐力过大以及连发命中精度差等一系列问题，



后来仿制的 AR-10 "试 R-3"，在测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几经周折，防卫厅决定放弃从国外引进的想法，自行研制国产步枪，并选择了

丰和工业株式会社具体负责。1957 年，新枪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1958 年开始试制

原型枪，至 1960 年 10 月，代号为 R-6A 的原型枪完成，随后的 4年里，丰和公司又

在 R-6A 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次改进，1964 年 10 月 6 日，R-6A 的最终改进型，正式通

过了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组织的定型测试，同年进入陆上自卫队服役，并被命名为

64 式小铳。  

    和同时代大多数自动步枪一样，64 式步枪采用的也是导气式自动方式。但 64

式步枪在结构上还是采用了很多独特的设计，在外观上具有鲜明的日本风格，由于

整体性能优异，64 式步枪被认为是战后步枪中难得一见的杰作。  

    丰和公司设计 64 式步枪的时候，在保证射击精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了该枪

的尺寸，最终定型时的 64 式步枪的长度为 0.99 米，明显比 M-14 更适合日本人的体

形。此外，为了体现日本步兵重视白刃战的传统，丰和公司专门为 64 式配备了一把

长达 254 毫米的刺刀，比美国现役的 M-16 步枪刺刀要长 75 毫米，以此来弥补步枪

长度下降给白刃格斗时造成的不利影响。值得一提的是，64 式的枪管寿命高达 3.7

万发，这在步枪里是极为罕见的，也可以看作是 64 式上的"日本特色"之一。日军素

有强调精确射击的传统，昔日"三八大盖"以射击精准闻名于世。这一传统在 64 式步

枪上也得到延续，为了提高其射击精度，丰和公司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采用的措施。

    首先，用 7.62×51 毫米北约枪弹的减装药弹,取代了 M-14 使用的 7.62×51 毫

米北约标准弹。美国军队历来追求军用步枪的射程，因此一直没有接受中间威力型

枪弹。1953 年，北约进行弹药通用化选型时，美国不顾英国等国反对，强行将 7.62

×51 毫米大威力枪弹确定为北约标准步枪弹并推广至北约各国。但从后来使用该弹



的M-14步枪的实际表现看，这种大威力枪弹尽管保证了步枪的射程和单发射击精度，

但其后坐力过大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步枪在全自动状态的射击精度。因此日本最后选

择了该弹的减装药型(发射药量为标准型的 90%)，排除了枪弹本身缺陷对步枪连发射

击精度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和装备 M-14 步枪的驻日美军协同作战的需要，64 式步

枪也可以使用 7.62×51 毫米北约标准弹，不过此时需要调节气体调节器旋钮，以减

少火药气体量和施加于活塞的压力。  

    其次，64式步枪采用了手枪式握把和与AR-10一样的直枪托设计，和M-14、AK-47

等采用的弯枪托设计相比，直枪托设计射击时枪托抵肩点与枪膛轴线在同一直线上，

因此能更有效消除后坐导致枪口跳动的力矩，提高射击精度。为进一步降低后坐力，

64 式步枪还在枪管前加装了制退器，同时又给该枪配备了两脚架以增加射击时的稳

定性。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 64 式单发射击的精度，同时，由于 64 式步枪理论射

速较低，只有 500 发/分钟，连发射击时命中概率很高。不过，64 式步枪上没有点射

功能，射手只能通过控制扳机力的方法来完成点射。当然，除了这些亮点外，64 式

步枪也有明显的缺点，如：全枪重量过大，分解组合困难，两脚架耐用程度不高等。

    但瑕不掩瑜，尽管存在不足，64 式步枪在整体上依然是一支相当不错的自动步

枪。64 式步枪装备部队后，立刻成为陆上自卫队的主要武器。该枪的生产持续了 26

年，直到 1990 年丰和公司转产新型 89 式步枪时才告结束。  

    紧跟潮流的 89 式步枪  

    越南战争前期，美军 M-14 步枪在实战中陆续暴露出一系列不足。为此美军匆忙

将阿玛莱特公司的 5.56 毫米 AR-l5 步枪，投到越南战场上，并赋予其 M-16 的制式

编号，尽管可靠性还差强人意，但 M-16 在射击精度和威力上表现优异。随后数年间，

阿玛莱特公司针对 M-16 在实战中的表现，对该枪进行了一系列改进，1967 年，改进



后的新枪被正式命名为 M-16A1 型 5.56 毫米自动步枪，并于 2年后大批量装备美军。

    M-16A1 列装不久，苏军也很快推出了自己的小口径步枪--5.45 毫米的 AK-74，

并和 M-16A1 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现代步枪的小口径浪潮。世界各国纷纷换装

小口径步枪之时，日本却保持了沉默。陆上自卫队高层盘算，64 式的射击精度如此

之高，使用寿命如此之长，实在难以割舍！其实，64 式定型后的第三年，丰和公司

就开始进行下一代步枪的预研工作。  

    1967 年，丰和公司同美国阿玛莱特公司签署协议，获得了 500 支 M-16 改进版本

--阿玛莱特 AR-18 型 5.56 毫米自动步枪的特许生产权，仅从这个生产数量上，就不

难判定丰和的真正目的--完成技术积累。  

    1976 年，日本防卫厅终于下达了研制国产小口径自动步枪的命令，并再次将相

关合同交给了丰和公司。接到研制任务后，仅用了 2年时间，丰和公司就设计出了

第一支样枪--HR-10，1980 年，又在 HR-10 基础上推出了轻量版 HR-11。  

    针对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提出的改进意见，丰和公司在 1981－1985 年 4 年

间完成了进一步改良型 HR-12 的设计，到 1987 年，丰和又推出了 HR-12 的改进型号

HR-15，并成功通过了日本防卫厅组织的定型测试，并被命名为 89 式小铳。  

    作为 64 式步枪的换代产品，89 式步枪在研制之初就针对 64 式步枪的缺点做了

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改进：  

    首先是重量和尺寸，比 64 式明显降低，该枪全长只有 0.916 米(折叠枪托时的

长度 0.67 米)，重量也从 5.1 公斤下降到 4.15 公斤；  

    其次，改进快慢机，89 式的快慢机只需要用手指即可轻松操作，和需要整只手



才能操作快慢机的 64 式相比，便捷性有了明显提高；  

    第三，增加射击方式，89 式比 64 式增加了 3发点射的设计，可卸式 3发点射机

构，安排在扳机后部，采用独立设计，不与单、连发的基本扳机机构连为一体；  

    第四，改进瞄准具，64 式步枪的瞄准具为折叠式，射击时需要先用手立起，较

为繁琐， 89 式步枪改用固定式机械瞄准具；  

    第五，改进枪机闭锁机构，采用了与 M16 系列一样的枪机回转式闭锁机构，机

头上有 7个闭锁突笋，闭锁在枪管节套中。有 2根枪机复进簧，机匣用钢板冲压而

成，钢制拉机柄焊接在枪机上。  

    此外，89 式的防尘盖，比 64 式也有所创新，可前后移动，不射击时向前推上，

射击时在枪机拉柄后退过程中向后推开。尽管做了大幅改进，但 89 式步枪的核心设

计思想仍与 64 式步枪保持一致，即高度强调精确射击。为此，89 式继续保留了 64

式的直枪托设计，并在自动方式采用了极富特色的缓冲式活塞系统。  

    89 式的活塞和活塞筒设计相当独特，活塞位于活塞筒中央，前部直径小，后部

直径大。活塞筒的气体膨胀室较长，当火药气体进入活塞筒后，先要在膨胀室膨胀，

之后才能推动活塞带动枪机框以低后坐运动，这种缓冲式设计不仅能有效避免火药

气体污染枪机，还有助于提高其动作可靠性和零部件寿命。据说，借助这种缓冲式

活塞系统和枪口消焰制退器，能将发射时的后坐力减少 60%，防止了枪体震动，大幅

提高了射击精度。除了这些措施，89 式还继续保留了 64 式上的两脚架。  

    1990 年 8 月，89 式步枪的生产工作启动，第一批生产 1803 支，主要供日本陆

上自卫队教导团和富士武器学校试用。在 89 式投产的同时，64 式正式停产。  



  “日本特色”遭遇“引进改进”  

    89 式步枪的服役，让日本轻武器终于赶上了小口径潮流，但从发展本国武器独

立研制能力的角度看，89 式步枪和 64 式步枪相比却有了不小的退步。 

    作为日本自主研发的第一种自动步枪，64 式在整体性能不但远优于先天不足的

美制 M-14，即使和同时代西方步枪中的佼佼者--德国的 G-3 和比利时的 FAL 相比，

在射击精度和可靠性能各项关键指标上也毫不逊色，高达 3.7 万发的枪管寿命，更

是让上述型号望尘莫及！ 

    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通过研发 64 式，日本拥有了独立的现代步枪研制体系，

其意义之大甚至超过了 64 式步枪本身。然而，这种来之不易的自主科研能力，却在

89 式的研制过程中被人为地忽视了！89 式步枪本身是基于美制 AR-18 步枪开发的，

这种"引进+改进"的研发思路，对日本的轻武器自主研发能力是一次摧残。和富有鲜

明"日本特色"的 64 式步枪相比，本质上属于"舶来品"的 89 式，值得夸耀的只有造

价――1支 89 式步枪的采购价格高达 3900 美元，这笔钱足以用来购买装备 1个班的

M-16A2，如果用来购买 AK-47 的话，则足足可以装备 1个排！而这个"世界最昂贵步

枪"的"美名"，也许就是 89 式步枪所能留给后人的唯一印记。（《世界军事》/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