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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萧绰是辽朝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政治家，她以“承天皇太后”的身份总摄军国大政。
和宋真宗确立了“澶渊之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时期，为推动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书着力反映了萧绰这位活跃在辽朝历史舞台上近半个世纪的最高统治者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反映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反映与萧绰有关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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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公元907年契丹迭剌部酋长耶律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为标志，这个中国北方古老少数民族的历
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契丹奴隶主最高统治集团通过对外征服和兼并战争，掠夺人口，扩大疆土，攫
取财富，他们把这作为增强自己势力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而且连年征伐，乐此不疲。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期，就率领精甲骑兵以所向披靡、不可阻挡之势，横扫长城以北，先后臣服
突厥、吐浑、党项、沙陀、乌古、阻卜、渤海等部族和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长城以北的广大
地区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契丹族统治者发动的战争，与五代时期的中原纷攘、动荡相表里，给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和契丹
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却给契丹族统治者带来巨大的实惠和利益。
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后，把对外侵扰、掠夺的矛头对准了长城以南的中原大地，其最大收获是五代后
唐(923—936年)末年应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之邀，以出兵助其灭后唐让他当皇帝为条件，得
到了今河北、山西省北部的16个州的土地，即所谓的燕云十六州。
然而，正当契丹统治者的对外征服和掠夺获得极大成功的时候，契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政治势力
之间的分裂和斗争却愈演愈烈，经常兄弟反目，骨肉相残，动辄酿成流血冲突。
当时，契丹国家政权虽然已经从原来氏族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在契丹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
活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氏族社会的影响和痕迹，如在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上，耶律阿保机就与其诸兄弟
及诸部贵族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斗争，其基本内容是坚持推进契丹社会的改
革与进步，还是顽固坚持契丹族在氏族社会阶段的各种陈规陋习。
随着契丹族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在对外扩张中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先进的封建文明，使得这种矛盾和斗争
日益激烈。
这一斗争的核心是由哪一种政治势力掌握契丹的最高统治权，而且这一斗争又与契丹贵族内部诸多的
矛盾错综交织在一起，更赋予这种新与旧的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去至萧燕燕登上辽朝的政治舞台的四十余年间，契丹最高统治权力在新旧势力
间的反复争夺即说明了这一点。
(一)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耶律阿保机在率领契丹大军东进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灭亡渤
海后的回军途中，突然得病，死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境)。
按照耶律阿保机的生前安排，皇位的继承者应为嫡长子耶律倍，因为早在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神册
元年(916年)，他就被册立为皇太子。
然而，因事出仓促，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再掀波澜，更由于守旧势力的代表，辽
太祖的皇后述律氏把持了朝中大权，使皇太子耶律倍的皇位合法继承人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
皇太子耶律倍自幼聪明颖慧，又能刻苦读书，对中原汉族的高度文明极为仰慕，成年以后，通晓阴阳
之术，精于医药之学，又对音乐、绘画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工笔画《射骑图》、《猎雪骑》、《千鹿
图》等作品流入中原，被后来宋朝的宫廷画院作为精品收藏。
他通晓汉文和契丹文，能够用这两种文字写出文采绮丽的诗赋和文章，他曾经把汉文的道家经典《阴
符经》翻译成契丹文。
耶律倍不满足于北方文化落后、文献缺少的状况，专程派人去中原乃至长江以南寻访和购求图书典
籍1万卷，而且在医巫阊山(今辽宁西部)的山顶修筑了藏书的望海堂。
由于唐朝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混战，中原社会动荡，图书典籍难逃战火焚毁厄运，而耶律倍所藏图书
之丰富，就是流入契丹统治地区的汉族士大夫也不由得为之击掌叫绝，因为他们在耶律倍的望海堂看
到了已许久未看到的珍异版本的图书。
耶律倍在契丹贵族众多向往汉族封建文明的人中堪称佼佼者，又由于他对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了解得
比较多，所以在事关契丹统治方针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他积极主张大张旗鼓地吸收和学习中原王朝的
统治制度和经验就不足为奇了。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世时，有一次与蕃汉文武臣僚们议论围家大事，太祖问：“秉承天命统治万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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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理应敬奉上天和诸路神仙，朕想设坛祭祀对于我大契丹国有大功劳者，以何者为先，诸爱卿不
妨直言。
”当时，佛教已经在契丹统治地区广泛传播，尤其在社会上层的贵族和契丹平民中有众多的信徒，于
是，参加议论的许多人都表示应当把祭祀佛祖释迦牟尼放在首要地位。
而太祖听罢则表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佛祖释迦牟尼本不是我中国人，佛教也不是我中国本土固
有的宗教，若优先祭祀，恐难以服众。
”耶律倍也在座，他起身奏道：“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人，世世代代受到天下万民的敬仰，
堪为君王师表，若论宜于优先祭祀者，儿臣以为莫过于孔子。
”耶律倍的一番话正中辽太祖之怀，不由得龙颜大悦，对耶律倍的卓见与己之所思不谋而合赞不绝口
。
辽太祖随即颁布诏令，在都城(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之内修建孔庙，并令皇太子耶律
倍在春秋二季按时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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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承天皇太后萧绰传(彩色插图版)》：中国古代名后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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