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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辽金史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可喜的长足进展，在许多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
李桂芝同学在长期教学之余，在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方面刻苦钻研，亦颇有创获。
她在契丹与女真的部落组织、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姓氏名号等方面，均进行了较细致和深入的考察
，特别就契丹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的部落联盟，先后发表了《关于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和《契丹
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两篇有分量的文章。
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终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
。
    李桂芝同学能在平日讲授辽金史一课的有利条件下，进而参考利用大量辽金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
考古学成果和实地考查资料，同时还尽可能地充分涉猎、借鉴、吸收目前国内外有关辽金史研究的成
果，精心地撰写出《辽金简史》这本简明扼要而又概括性较强的断代史体裁的专著，并力求使之做到
既全面又具体地反映当前辽金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水平。
    这本《简史》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辽金两
个王朝的总体情况，特别突出地介绍了契丹、女真这两个北方民族所建立的辽金两个王朝在政治统治
方式上的一些独具的特点及其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所做出的各自独有的辉煌成就。
举例而言，如辽朝的捺钵、五京与斡鲁朵，部落、州县之制；又如金朝的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其
向封建制中央集权转化的历史过程，再进而从辽金两个王朝的土地占有、经营方式、经济制度和阶级
结构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两个王朝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和独有特点，对祖国北疆的开发和
拓展，以及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特别是辽金两个王朝与中原两宋的遣使交聘和政
治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双方日益接近日趋融合等等，从而说明了辽金两个王朝对统一的多民
族祖国的巩固和加强，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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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契凡的兴起与辽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契丹的兴起    一 契凡在人的渊源    二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    
三 大贺氏联盟时期的契丹  第二节 契丹社会的发与辽国的建立    一 遥辇氏社会的发展与辽国的建立     
二 联盟后期契丹社会的发展    三 辽政权的建立第二章 辽朝前期的统治  第一节 疆域的开拓与统治制度
的确立    一 部落的改编与疆域的开拓    二 圣宗之治  第二节 统治制度及其特点    一 官分南北，因俗而
治    二 五京与国时捺钵    三 斡鲁朵    四 刑法    五 军队    六 科举与学校  第三节 社会矛盾和各族人民的
反抗斗争     一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二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第三章 辽朝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土地占有与赋役制度    一 土地把有制及其变化     二 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阶层的变化    三、开役制
度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畜牧与狩猎    二 农业的发展    三 手工业和商业第四章 辽朝的衰亡  第一
节 辽兴宗和辽道宗的统治    一 辽朝由盛转衰     二 辽道宗统治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 辽政权的衰
亡    一 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深     二 女真伯反辽斗争     三 辽统治集团的分裂     四 辽境内各族人民的反
抗     五 辽朝的灭亡  第三节 辽政权的重建——西辽    一 耶律大石的抗金活动    ⋯⋯第五章 辽朝与国内
其他政权的关系 第六章 辽朝的文化与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第七章 女真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第八章 金
朝前期的统治第九章 金朝的社会经济第十章 金朝的衰亡第十一章 金朝与国内各政权的关系 第十二章 
金朝的文化与女真人的社会生活 附录  一 辽金史大事记  二 主经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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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统一后，派大将蒙恬北御匈奴，增筑长城，秦长城东段多沿用燕国所筑部分，个别地段又向北
推移。
　　自战国至汉初，东胡一直很强大。
匈奴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在位）杀父自立之初，东胡王自恃强盛，曾向冒顿索取名马、阏氏和土
地。
冒顿单于以名马、阏氏相赠以骄其志、弛其备，然后率军乘虚进击，大获全胜，东胡部落联盟瓦解。
　　东胡遭此惨败，余众退保乌桓山（辽代称黑山，今罕山）与鲜卑山（大兴安岭中段、北段），后
世便以乌桓、鲜卑之名见于史乘。
　　（二）乌桓与鲜卑　　乌桓、鲜卑是东胡部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盟瓦解后，他们受制于匈奴。
匈奴统治者强迫他们缴纳贡赋，负担兵役。
乌桓人不堪忍受，时时起兵反抗。
汉武帝时，因匈奴扰汉边，曾多次派兵北击。
元狩二年（前121年）、四年霍去病两次北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其远遁漠北，余众降服于汉
。
于是汉朝将乌桓迁于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境）、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境）、右北平（郡治
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甸子镇南）、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偏南古城子）、辽东（郡治在今辽
宁辽阳市老城）五郡塞外。
利用乌桓对匈奴的仇怨，使之侦视和抵御匈奴。
同时设置护乌桓校尉监领、防范乌桓，隔断他们与匈奴的联系。
又坐视二者互相攻击，削弱双方实力。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利用乌桓北击匈奴，因措置失宜，激起乌桓人的不满，匈奴乘机诱使乌桓
附己。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袭扰汉边，“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
坏，百姓流亡”。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贵族争权内讧，又值连年旱蝗，人畜饥疫，乌桓人乘机出击，迫使
匈奴北迁，漠南地空，从此乌桓人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
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被安置在五原西部塞。
与此同时，汉对乌桓也取优待、招抚政策，以币帛赂其首领。
二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封乌桓大人81人为侯、王、君长，令其招徕种人（即乌桓人），“给其衣食
，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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