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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共130萬字，從《宋會要輯稿》等一手史料出發，對兩宋三衙管軍制度的產生
與演變，三衙的建置與職能及其與地方軍馬的關系，三衙所部編制、兵力變動與馬
政，三衙諸軍與宋代戰事，三衙管軍的地位與任職資格、選任及其素質狀況等進行
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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