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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史的史料，号称汗牛充栋，欲深入治史，非分朝断代不可。
然而研究断代史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
其视界囿于某朝某代，也会影响研究的深入。
因此，兼治某些相近的断代，就不失为一种变通的方法。
由于中国古史的史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其中清代的史料更超过以前各代的总和，也使
人们有条件兼治若干相近的断代史。
例如研究先秦史，可兼治汉代史和清代学术史。
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习惯上作为三个断代，其实完全可以作贯通的研究。
辽、宋、西夏、金、元各代，也应当尽可能作贯串的研究。
但明、清两代史料太多，原则上应以某朝为主，而以兼治为次。
以上的设想当然并不全面，治史者研究之妙，存乎一心，贵于不拘一格。
　　李华瑞先生研究宋史积年，涉及的领域不少，成绩斐然，他从研究宋朝军事史，进而全面地、深
入地研究宋与西夏的关系，就是突破断代史局限的可贵努力。
　　人们对西夏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是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不管其中曾有的国
间关系的不平等，并作为中国史的组成部分，这与唐人修南北朝诸史一样，无疑都是十分恰当的处理
。
但元朝史官却未为西夏单独修史，而是作辽、宋、金三史的外国传处理，尽管在《金史》卷一三四《
西夏传》赞中也说，“夏之立国久矣”。
“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
音焉。
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
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俪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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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正文分12章。
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
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
，宋夏与辽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
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尾论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理论问题作了简要
的论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夏关系史>>

作者简介

李华瑞，男，1958年2月生，四川省绵竹市人。
1978、1987年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宁夏大学、东吴大学
等高校历史系或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或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2001年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200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高
校拔尖人才。
出版专著6部、编著4部、合编7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宋夏关系史》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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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二  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100周年附录三  西夏纪年综考附录四  自
述附录五  作者论著目录（1984—2008）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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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后，夏秉常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夺回绥州，即以塞门、安远二寨易换绥州，没有得逞，遂于熙宁
三年（1070）四月举兵攻宋，又力图以军事手段夺回绥州。
宋夏军队在庆州一线展开拉锯战。
八月，夏举全国兵力号称三十万进攻庆州，宋军竭力组织应战，抵挡住夏军的进攻。
夏军撤退后，宋决策者们决定出兵报复，从庆州一线还击西夏并进筑陕北，于是熙宁三年十一月，命
参知政事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开幕府于延安，全权负责陕西和河东一线与西夏的战事。
但熙宁四年（1071）二月，宋夏军队争夺哕兀城之时，宋庆州发生兵变，宋军遂败撤，从而宣告宋首
次大规模进筑横山的计划破产。
并且宋军第一次进筑横山的计划失败，并且宋廷内部有相当多的士大夫反对进筑横山，如司马光、郑
獬、刘述、杨绘、孙觉、范纯仁、富弼等人纷纷上奏进谏，论进筑横山之非是，但夺取横山之地已成
为熙宁元丰时期的既定战略决策，只要一有时机，宋神宗便举兵进夺，元丰四、五年间的灵州之役和
永乐之役便是力证。
　　其次再说熙河开边决策的形成。
　　熙河开边与王韶分不开。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考取进士后，曾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理参军，得到当时任提点江
西刑狱蔡挺的赏识。
蔡挺知庆州，王韶随之客游陕西，访采边事。
为准备试制科，王韶特向蔡挺了解西部边情，蔡挺“遂以前后士大夫言边事者悉示之”，其间有向宝
议洮一说。
另据史载，治平间，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厮哕去世，他的三个儿子相争，“关中士人多言其利害，
虽张横渠（载）先生之贤，少时亦欲结客取之”②。
王安石之子王年十三（疑为二十三），得秦州言洮河事，叹日：“此可抚而有也。
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
”③由此可知，王韶经过一番亲自调查，既了解了青唐吐蕃的动态，又掌握了朝野关于边事的主张，
于是当宋神宗继位，“韶内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④。
有关王韶所上《平戎策》，《宋史》、《长编》、《东都事略》、《诸臣奏议》、《太平治迹统类》
等书均详略有载，但无一是完整的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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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不愧是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宋夏关系史的专著和力作，作为中国宋史学界撰写的第一部宋夏
关系史，不仅填补了空白，而且将这一方面的整体研究水平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瑞熙，《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9期　　李华瑞先生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和分量，对宋夏
关系各方面的问题、因素和背景，作了巨细无遗的论述。
其搜采之富，篇幅之大，范围之广，研究之深，论析之详，为前所未见。
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确为更上一层楼之佳作。
　　——王曾瑜，《宋夏关系史》序　　《宋夏关系史》可以说是一部资料观点都兼备高水准的专著
。
　　——李范文，《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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