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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史不分家，文学创作是现实社会的形象表现。
通过阅读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够从一个角度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历史现象。
这些基本道理，人人皆知。
然而，在中国古代，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宽窄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例如，拿诗与词做一个比较。
在古人创作观念中，“诗言志”，诗歌可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词言情”，词只能用来抒写
狭窄的男女感情。
所以，从风格的角度也形成了“诗庄词媚”的说法。
　　词起源于燕乐，最初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词。
“燕乐”的“燕”字通“宴”，“燕乐”就是举行宴席时演奏或演唱的音乐。
换句话说，大量的西域音乐传入中原，最终形成“燕乐”体系，其间是经过中原音乐家、文人特意选
择的。
隋唐之际，人们在歌舞酒宴娱乐之时，厌倦了洄的音乐，对新传入中原的新鲜活泼的外来音乐发生浓
厚兴趣，于是纷纷带着一种娱情、享乐的心理期待转向这些新的音乐，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
”，曼声细唱，莺娇燕柔。
那么，在这些灯红酒绿、歌舞寻欢的娱乐场所，让歌妓舞女们演唱一些什么样内容的歌曲呢？
是否可以让这些歌儿舞女板着面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或者让她们扯开喉咙唱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一切显然都是与眼前寻欢作乐的歌舞场面不谐调的，是大煞风景的。
于是，歌唱一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艳词”，歌妓们装出娇媚慵懒的情态，那是最吻合眼前情景的。
“艳词”的内容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
　　“词为艳科”，宋词以善写男女私情著称。
宋词描写最多的就是男欢女爱、春恨秋愁、离思别绪、风花雪月等题材内容，与“艳情”有着直接或
间接的关系。
宋人牢固树立起了“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二者泾渭分明，各司其职。
柳永写诗，就会去反映海滨盐民生活的艰辛劳苦，其诗作《盐民叹》的作风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
的新乐府诗相似；柳永的词则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
》)的艳冶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别离苦思。
李清照《乌江》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李清照的词则几乎是清一色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
花阴》)一类缠绵悱恻的吟唱。
委婉言情已经成为宋词的固定文体特征。
宋词能够继唐诗而起，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创作天地，给后代读者以无穷的审美享受．就是因为具备了
与众不同的这一文体特征。
宋词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奠基于此，宋词的巨大艺术魅力也来源于此。
　　宋词发展到苏轼时代，上述创作局面才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苏轼变革歌词创作，“以诗为词”。
苏轼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在苏轼现存的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等题材，无所不包。
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也都一一纳入笔下。
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
苏轼的做法，在北宋响应者寥寥无几。
金兵入侵，北宋覆亡。
南宋小朝廷始终笼罩在外族入侵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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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所有的文学体裁，无不受这历史巨变的影响。
遍览南宋词坛，词亦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苏轼的豪放词在此时发挥
了广泛的影响。
南宋词创作的新倾向．逐渐汇集成巨大的创作流派，这就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派。
辛弃疾词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泛。
辛弃疾一生都是矢志不移的抗金战士，北伐大业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因此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词。
　　“词为艳科”的传统是强大的。
宋词虽然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变革，反映社会的生活面大大拓展．但是，抒写男女情爱始终是宋
词的创作主流。
即使是苏轼本人，流传至今的三百五十余首歌词中，约三百一十余首作品仍然与“艳情”相关。
从这个角度观察宋词，宋词与宋史的联系就过于偏狭。
所以，阅读宋词，很难比较全面地了解宋代的历史。
这是阅读本书时，应该提醒读者朋友们注意的问题。
当然，笔者仍然期待一种新的阅读视野，能够给读者朋友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从而对宋词与宋史都能
加深印象，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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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史不分家，文学创作是现实社会的形象表现。
通过阅读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够从一个角度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历史现象。
本书分十六章，每章以一首宋词的解读为引子，对宋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如科举制度、基本国策、官制
与党争、对外战争以及都市经济、歌楼妓院等，作了细致生动的描述，使人于欣赏宋词之际掌握了相
关历史知识，而这些背景知识对于更深刻立体地理解宋词，所起的作用也很大。
相信爱好宋代文学与历史的读者读后必有所收获。
 　　　本书以宋词作为切入点，介绍了宋代的各种制度、文化如宋代的科举考试、宋代的官制、宋代
的都市经济、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宋代的党争、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以及宋代的歌楼妓院、宋
代的恋情相思等。
作者文笔优美流畅，介绍史实又能做到既注重知识性，又注重趣味性，使读者读后能够对宋代文化有
形象生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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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北宋与西夏的战争针线闲拈伴伊坐。
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宋代的歌楼妓院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宋代的都市经济黄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宋代的科举考试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宋代官制与官员的平庸文章
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宋人的基本国策：重文轻武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宋
人的恋情相思与身世感伤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新旧党争与“鸟台诗案”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
心——徽宗年间党争与“元祜党人”碑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徽宗放纵享受和北宋来
年社会风气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的婚姻与宋代妇女生活坐看骄兵南渡，
沸浪骇奔鲸——金人入侵与“靖康之变”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家军”抗金和岳
飞冤案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南宋数度北伐和宋金对峙局面那堪独坐青灯。
想故国、高台月明——元人入主中原和南宋覆亡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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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川口之战　　宋仁宗景祜元年（1034）以来，元吴一直在宋、夏边境发动小规模的尝试性军事
进攻，以了解北宋的军事部署和军队实力，寻求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战机。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吴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发起了对郧延路帅府地延州方面大
规模的军事进攻。
　　知延州范雍并无军事韬略，得知元吴军事行动的消息后，赶紧上报朝廷，请求增兵援助。
同时，元吴派部属向范雍诈降，传递虚假军事情报，范雍居然深信不疑，延州方面遂不再做军事防备
。
元吴于是率大军发起突然进攻，首先攻占延州西北面的金明寨，活捉素有“铁壁相公”之称的李士彬
父子。
而后，连续攻破安远、塞门、永平诸寨，西夏大军抵至延州城下。
范雍紧闭城门，坚守延州，且急调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三将领率部众万余人增援延州。
刘平轻敌冒进，被夏人引入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今延安市西北）预设埋伏区，陷入西夏军队的重重包
围之中。
宋军力战无法突围，黄德和率后军首先溃逃，宋军全线崩溃，刘平和石元孙都被俘获。
这一战，震动北宋朝野，史称“三川口之战”。
西夏军队围困延州七日七夜，因大雪而撤军，延州得以幸存。
　　三川口战役后，宋廷对中央政府和西北边防都做了重新调整和部署。
中书和枢密院二府应对战败负最终领导责任，最高长官被集体罢免。
西北主帅范雍被降职，另调韩琦等人主持前线防务。
韩琦上任后，立即向朝廷推荐大自己十九岁的范仲淹。
康定元年（1040）三月，知越州范仲淹被调往西北前线，与韩琦共同承担起军事防护的重责。
这一年的五月，宋廷任命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作为西北前线的主帅；任命
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作为夏竦的副手。
韩琦负责泾源路防务（治所在渭州，即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郫延路防务（治所在延州，即今延
安），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西安市）。
三人互为犄角，组建成西北前沿新的防线。
　　宋朝方面的战守之争　　范仲淹临危授命，到达延州后，发现当地“戎马之后，原野萧条”，处
处破败凄凉。
此时，知延州张存不堪重任，以母老为理由，请求调回内地。
范仲淹在国家危难之际，显示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心胸，主动要求兼知延州，朝廷欣然同意。
　　北宋派文臣作为军队的统帅，文臣多数不通军务，这就成为北宋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
北宋文臣中也有个别才干过人、兼通军事的杰出人才，范仲淹就是一个典型。
　　范仲淹对宋、夏双方的形势有非常切合实际的深入透彻的了解，做到了知己知彼。
面对北宋社会“积贫积弱”和军队士气低落的现实局面，范仲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应对策略。
他反对宋廷妄自尊大，盲目地对西夏发动反攻。
宋朝军队在数量上虽然要大大超过西夏军队，但是，缺乏“宿将精兵”，缺乏训练，军心涣散，战斗
实力反而远远不如对方。
而且，宋朝军队如果想讨伐西夏，还要长距离地穿越沙漠等荒凉地带，粮草军需供应都非常困难。
有鉴于此，范仲淹反对深入西夏境内的攻击战，主张训练边塞军队，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
　　针对沿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不合理、缺乏起码的军事训练等现状，范仲淹着手大规模的整顿和
变革。
宋朝军队官制有总管、钤辖、都监等级别，总管领兵一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
一旦发生战争，官小的先领兵出战。
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宋史·范仲淹传》）如果打仗不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将领，而只是以官阶的高低作为依据，当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词说宋史>>

是很荒谬的。
范仲淹全面检阅延州军队，淘汰老弱军人，选取了一万八千名精兵，分作六队，分派六位都监统率。
对这些选择出来的精兵，又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
如果有敌军入侵，就根据敌情的不同，各队轮番出战，相互照应。
经过范仲淹的整顿训练，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范仲淹这些做法，很快就在西北前线其他军事防区得以推广。
　　范仲淹贯彻积极的防御战略，派遣经过整顿训练的军队，在延州周边主动出战。
延州军队一方面修复金明寨、万安城，一方面收复了塞门寨等军事据点，延州的外围军事防线整体上
得到加强。
范仲淹又听取部将种世衡的建议，派遣种世衡率兵在离延州二百里的故垒上修筑城池，取名为“青涧
城”，成为延州的有力屏障。
范仲淹再派任福率兵深入西夏境内四十余里地，攻破西夏城池，俘获甚多。
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变屡战屡败为初战告捷，延州前线的紧张危险形势得到了充分的缓解。
据说西夏人都有这样的说法：“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就是说，再也不能打延州的主意了，范仲淹胸中就有数万大军。
大范，指范雍；小范，指范仲淹。
可见西夏人对范仲淹的敬畏之心。
　　韩琦的战略思想，却与范仲淹不同，他主张积极进攻，寻找西夏主力决战，速战速决，彻底歼灭
西夏主要军事力量。
随着西北军事力量的加强，宋仁宗求胜之心变得日益迫切。
他召集两府大臣集体商议西北军务，宰相吕夷简等都主张进攻，认为长期防御耗费太大。
于是，朝廷决定采用韩琦、尹洙所上的攻策，诏令郎延、泾源两路共同发兵，全国其他地方调发五万
头驴为陕西前线运送军需给养。
发动进攻的时间定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春天。
　　作为郝延路主帅，范仲淹向朝廷连上三表，坚决反对进攻决策。
范仲淹认为初春塞外雨雪酷寒，宋军深入险阻之地，行动不便，战争没有胜算。
如果遭受西夏军突袭，两路大军溃败，西北边防就完全空虚了。
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求胜心切的宋仁宗采纳，范仲淹只好要求郧延路按兵不动，一方面用来牵制西夏
东面的军力，一方面也为两国和谈留出一条退路。
宋朝军队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太多了，宋太宗以后的历代皇帝从内心深处对战争都有一种恐惧感，没
有取胜的信心，宋仁宗也不例外。
所以，范仲淹留有后路的请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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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无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
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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