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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中国历史上的辽朝    公元10—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贵族作为统治集团主体建立的
辽王朝，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契丹族自北魏始见于史籍记载。
唐帝国衰落之后，契丹汗国兴起，于是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塞北各族再一次重新统一在一个
政权之下。
辽还占有幽蓟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
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区。
后来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
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今山西地区归入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
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
    辽宋分立时期，南北双方都以“正统”自居。
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辽这个先于北宋立国、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的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
辽太宗“立晋以要册礼，人汴而收法物”，当后汉政权建立、他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席卷法物，先
致中京，徒弃山河，不少顾虑”。
于是，据说是秦汉以来帝王的法物尽人于辽。
辽朝用历代帝王法物装扮自己的统治，目的就是要证明它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代表“正统”。
“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
    当时由于南北双方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则达到宋辽双方相互承认。
辽景宗保宁六年(974)，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
所同，曷尝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
”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
称南、北朝。
于是，辽与宋就成了“兄弟之邦”。
    唐朝灭亡以后，中原战乱频仍，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
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
为安置汉族流民，塞外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契丹统治者建立的所谓“汉城
”和“头下军州”。
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
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
    二 《辽史》纂修的经过    辽朝初年，庶事草创，当时还没有如同中原各王朝的史官制度。
会同四年(941)二月，曾“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这当视为辽朝纂修皇室先世历史之始。
不过，契丹本无文字，直至阿保机即位后，始创制契丹文字。
因此，关于始祖奇首可汗的事迹，只能是得自传说，并无文献依据。
辽朝真正有官方编纂的本朝历史，实际上是始于圣宗时期。
这一点，现存的元修《辽史》有所反映。
《辽史》有本纪30卷，太祖到景宗五帝享国77年(907——983)，只占10卷。
然而，圣宗一朝51年，却占8卷，而且篇幅则与辽初五帝的本纪几乎相等。
这都是由于辽初并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当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的缘故所致。
景宗乾亨初，汉臣室昉拜枢密使，兼北、南宰相，监修国史。
至统和八年(990)，他“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
这20卷《实录》的内容，当包括了辽初五帝时期的史事。
至兴宗时期，又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
辽朝这两次修《实录》，都是追记辽初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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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
兴宗的实录。
这是见于《辽史》记载的辽朝第三次纂修实录。
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70卷。
这是辽朝第四次纂修立国以来历代皇帝《实录》。
金灭辽后，耶律俨的《辽朝实录》稿本归金朝廷。
金熙宗不仅读辽朝留下的史书，而且他在位期间还曾纂修《辽史》。
此事先由广宁尹耶律固承担。
未及成书，耶律固先亡，于是又由其门人萧永祺续成。
耶律固与萧永祺都是契丹人，当时距辽亡不久，他们可能都通契丹文字。
因此，他们修《辽史》不仅使用汉文文献，当时能见到的契丹文的文献，也一定都会加以利用的。
这部《辽史》有纪30卷，志5卷和传40卷，纪、传卷数与今本元修《辽史》相同。
书成后，未曾刊行。
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先后有移剌履、贾铉、党怀英及萧贡等人参与刊修，至泰和七
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但亦未刊行。
熙宗和章宗时期两度纂修《辽史》都未刊行，其原因多半是与辽末女真兴起的一段史事有关。
女真原为辽朝属部，《金史》记载其初兴历史，多讳言其原本隶属于辽。
因此，如何处理这段史事，金人是颇费斟酌的。
    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
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残缺不全。
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说：“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
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
《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
”@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
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
    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
据苏天爵说：“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
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鉴》，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
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
其书又经党怀英、赵讽、王庭筠诸名士之手。
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
”既然天历问(1328——1330)耶律俨的《实录》已经人藏奎章阁，那么至正初年修辽史，肯定是见到
了这部《实录》。
    元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曾两度议修《辽史》和《金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宋史》
。
元末至正三年(1343)四月，又诏儒臣分撰《辽史》，这一次，仅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至次年三月，
《辽史》即草草告成。
    如果从中统二年元朝开始筹划修《辽史》算起，直到最后成书，前后历时已达80余年。
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
则是更大的难题。
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
元朝统治者虽然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纂修辽、宋、金三史，但他们的立场、观点却不可能与这些封建
士大夫完全一致。
元朝统治集团的主体是蒙古族，与辽、金王朝统治集团的主体一样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
因此，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对于元朝本身的正统地位也必有所动摇。
不过，元朝本身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这一点与宋、辽、金三个王朝都不一样。
他们最初是犹豫应当继承宋还是继承辽金的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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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利弊得失颇费斟酌，因此，直到元朝末年始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
这样，元末至正四年(1344)，《辽史》终于得以修成。
    《辽史》是一部官修史书，由当时的宰相脱脱任都总裁，其下有总裁官，除欧阳玄和揭溪斯之外，
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及吕思诚等人，他们都是知名当世的文人。
而实际担当纂修工作的，则是廉惠山海牙、王沂、徐呙和陈绎曾等四人，由他们担任纂修官。
廉惠山海牙是畏兀儿人，至治进士，曾任顺州同知，泰定元年(1324)入史馆。
至正四年，预修宋、辽、金三史。
契丹和回鹘有密切关系，阿保机之妻述律氏就是归化契丹的回鹘人，她的兄弟萧敌鲁及阿古只，都是
阿保机的佐命功臣，分别被喻为阿保机的“手”和“耳”。
回鹘文化高于契丹，在创制契丹文字之前，契丹也许曾经使用回鹘文字记事。
因此，廉惠山海牙参与修《辽史》，对于理清辽朝早期史事及契丹与回鹘的关系，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
王沂先世为云中(山西大同)人，后徙真定(河北正定)，元祜初进士，其六世祖，仕辽为户部侍郎。
@沂本人曾任嵩州同知，至顺三年(1332)出任国史院编修官。
而至正四年(1344)三月《辽史》书成之时，他在朝廷上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
他被选中参与纂修《辽史》，可能与其先世仕于辽因此熟悉辽朝史事有关。
    三 《辽史》的主要内容及严重缺陷    辽金文献残缺不全以及南宋末年传世典籍缺乏，给元朝修史造
成极大困难。
现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此外还有国语解1卷。
《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刻板印行，只印了100部，早已全部失传。
元末和明初又有刊行，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辽史》，就是用元末及明初几种残本拼凑而成的影印本
，虽有讹误，但仍优于目前所能见到的其他刻本。
明代北京和南京两地国子监的刻本——北监本和南监本，清武英殿刻本(“殿本”)，总的说来都不如
百衲本。
殿本据四库全书本改译契丹人名、官名，更是给读者造成极大的不便。
因此，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取百衲本为底本，与其他刻本参校，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校勘成
果，同时还以本书的纪、志、表、传互校，再与其他史籍对校，是目前最便于使用的版本。
    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述耶律俨及陈大任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
》、《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
此外，关于契丹历史的文献，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者，有《契丹官仪》、《契丹机宜通要》、《
契丹事迹》、《燕京会要》、《契丹实录》、《契丹疆宇图》、《契丹朝献礼物例》、《契丹志》、
《燕北录》、《庆历奉使录》、《匈奴嗊知》、《北志》、《契丹须知》、《张浮休使辽录》、赵志
忠《阴山杂录》、《契丹会要》等，共16种。
其中多数已佚，存者如《燕北录》，已残缺不全。
《阴山杂录》又称《虏庭杂记》，如今只在他书中散见数条。
但元朝修史时，这些书都还保存完好。
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也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
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
不见于他书记载。
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
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地理志》中关于州县建制及社会经济
状况的资料，也都是很可宝贵的。
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辽史》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
辽王朝治下的人民，汉人占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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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
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
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
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
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
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
、《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
记载辽朝建立以前契丹史事的《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
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
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
元修《辽史》“率据金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
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
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最要取材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
。
《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
因为修史时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
《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斡，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
人。
类似这种混乱情况，不独辽末为然。
此外，契丹人名、地名的异译被误为二人、二地的情况就更为多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元修《辽史》主要是因袭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旧稿草率成书
，同时又兼采南朝记录。
不同时代，再加上五代、宋人记辽事所用人名、地名多与前述二家辽史不同，编纂者不加核对，而是
兼收并蓄，于是同人异名，被误为二人二事的情况即多有发生。
从这样一部残缺不全、混乱不勘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
    元修《辽史》对契丹王朝作为“行国”的制度不甚了了。
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往返于四时捺钵，在冬、夏捺钵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国政；在春捺钵钩鱼、在
秋捺钵围猎，与各部族首领加强联系。
这都是契丹王朝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辽史》在本纪中记载某月某日“如春水”，某月某日“清暑永安山”等等，实际上是表明编纂者并
不了解辽朝皇帝一年四季都活动于四时捺钵。
《本纪》之外又有《游幸表》记载此事，更误以为四时捺钵是“游幸”。
《四库提要》以为《辽史》《本纪》与《游幸表》记事重复，其实，要害不在重复，而在于对四时捺
钵地位的误解。
    四 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
校勘和补正。
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内容进行订补。
早年，治《辽史》最有成绩者，当数厉鹗。
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举人，作有《辽史拾遗》24卷。
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358种，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都补充了大量史料
，仿陈寿注《三国志》的办法，有注有补，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征引他书条列于下。
成书后，初刻于乾隆八年(1743)。
    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
区也不断遭到蚕食。
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
地成为时尚，“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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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师王国维关于契丹及辽代史事的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他继承并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用“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辽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
几方面：    (一)经陈汉章、冯家异、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可读之书。
诸家校勘成果曾分别著书刊行，今已为中华书局标点本《辽史》所吸收。
    (二)由于金毓黻、罗福颐、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
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
金毓黻的《辽陵石刻集录》、罗福颐的《满洲金石志》和陈述的《全辽文》，都竭尽努力搜集了作者
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碑刻文字，并加以考释。
近年向南又有《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收辽代石刻文字，其中有许多是近年新出土
而以前诸家未曾著录的。
    (三)辽、宋并立160多年，双方聘使不断，构成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
张亮采和傅乐焕曾致力于宋辽交聘史事的研究。
张有《补辽史交聘表》5卷，东北文献丛书本，1943年印行。
傅作《宋辽聘使表稿》(载《辽史丛考》)，开始更在张从事此项工作之前。
《辽史》没有艺文志，在辑校辽代遗文的同时，缪荃孙为《辽史》作了《艺文志》，王仁俊、黄任恒
等人又作《辽史艺文志补正》和《补辽史艺文志》。
后都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
谭其骧有《辽史地理志补正》，载《禹贡》1934年第一卷第二期。
吴廷燮有《辽方镇年表》，辽海丛书本，1931——1934年印行。
近年，蔡美彪、冯永谦、向南、阎万章等又根据新发现的辽代碑刻、墓志，对《辽史》的《公主表》
、《外戚表》、《皇族表》等进行了补正。
    (四)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
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
傅乐焕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等论著中，揭示了捺钵在辽朝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指出
辽的朝廷不在中京，而在捺钵，首次正确解读了《辽史·营卫志》。
他的论著，中华书局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名为《辽史丛考》。
姚从吾用西方社会学方法研究《辽史》及王鼎《焚椒录》所记载的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案，颇
有新意。
他的著作由其门人辑为《姚从吾先生全集》，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陈述在辽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契丹史论证稿》，1948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出版，修改后易
名《契丹政治史稿》，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五)近年来，蔡美彪先生关于契丹史事、漆侠先生关于辽朝经济的研究、以及史学界关于辽朝政治
、地理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蔡美彪等撰写的《中国通史》(第6册)，在我国出版的同类著作中首次系统、详尽地论述了辽朝史事；
漆侠和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则是全面研究辽朝社会经济问题的开拓性著作。
    以上诸家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从事辽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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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10—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贵族作为统治集团主体建立的辽王朝，曾在中国历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辽史》是一部官修史书。

《辽史》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一。
 本书由张传玺等主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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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元代）脱脱 等 译者：李锡厚 编者：宋德金 丛书主编：张传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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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九月丁卯初一，女直军攻陷黄龙府。
己巳，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任西南面招讨使。
萧辞刺出使女直返回，女直复遣赛剌携书信前来报聘说：若能将叛人阿疏等归还与我，即当撤回女直
大军。
天祚帝亲征。
粘罕、兀术等上书天祚帝，在表面卑哀之辞中，透露求战之意。
此书信呈上，天祚帝被激怒，下诏有“女直作过，大军翦除”之语（意思是说女直反叛，辽朝大军一
定要予以歼灭）。
女直首领阿骨打聚众，以刀划破脸皮，仰天痛哭说：“当初与你们一同起兵，只因苦于契丹残忍，欲
自行立国。
如今契丹皇帝亲征，怎么办？
除非人人拼死战斗，莫能抵当。
不如杀掉我全族人，你们迎降，这样可以转祸为福。
”诸军都说：“事已至此，我们惟命是从。
”乙巳，辽军都监耶律章奴谋反，从前线奔回上京，阴谋迎立魏国王耶律淳为帝。
天祚帝派遣驸马萧昱领兵前往广平淀行宫护卫后妃，行宫小底乙信持书信赶去报告魏国王耶律淳。
当时耶律章奴先派遣魏国王妃亲弟萧谛里以其废立阴谋向魏国王游说。
王说：“这可不是寻常小事，如果天祚帝退位，自有诸王当立，拥有选立君主资格的北、南面大臣不
来，而是你这样一个小人物言及此事，是何缘故？
”密令左右将萧谛里拘禁起来。
不多时，行宫小底乙信等携带天祚帝亲笔手札来到魏国王耶律淳处，详细说明章奴等欲谋废立事。
魏国王当即斩下萧谛里等人首级献给天祚帝，并只身骑马抄近道前往广平淀听候皇帝治罪。
天祚帝待耶律淳一如既往。
章奴知魏国王不接受他的废立图谋，就率部下至庆、饶、怀、祖等州劫掠，与渤海群盗结成一伙，其
众多达数万，奔向广平淀而来，进犯行宫。
顺国女直首领阿鹘产以三百骑兵一战而胜章奴，活捉与章奴同反的贵族二百馀人，一并斩首示众。
这些贵族的妻子分配到绣院服役，或者分别给诸近侍作为奴婢，其馀得以逃脱者都投奔女直。
章奴伪扮作使者，要投奔女直，为巡逻者所捉获，五花大绑送至行在，于市上腰斩，剖出其心脏献于
祖庙，将其支解，分别在五路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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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史》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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