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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选取南宋时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诸多地域特色的川陕战区
为研究对象，力图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野下，将川陕战区置于南宋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突破就“川
陕”论“川陕”的局限，由对川陕战区政治演进的探讨进而深化对南宋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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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玉红，男，1977年4月生，甘肃民勤人。
2003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2006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历史学会秘书长。
在《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国学研究》、《文史哲》、《学
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主要从事宋史和西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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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武将及军队在地方的影响力
 六、武将知州
 第二节 南宋中央对兴州地域集团的防范
 一、兴州地域集团的出现与宋朝治国之策的矛盾
 二、以文驭武
 三、征调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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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南宋川陕边防后勤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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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兵器及战马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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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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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宋川陕战区武将之间的矛盾，自两宋之交一直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对武将间的矛盾，南宋中央往往采取既利用又反对的态度。
这应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中去理解。
南宋初年在战争中崛起的吴玠是川陕战区势力最强的一支。
吴磷接替吴玠之后，依然如此。
为有效防御金兵进攻，也为了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南宋川陕战区形成兴州、兴元府、金州三大都统
制统兵体制。
完颜亮进攻时，吴磷为兴州都统制，姚仲为兴元府都统制，王彦为金州都统制。
三大都统制互不隶属，权倾一时，起到了相互节制的作用。
时值金兵进攻，三大都统制统兵体制不利于协调作战，中央任命吴磷为宣抚使统一调度。
事实表明，尽管由吴磷统一兵权，但沿袭已久的三大都统制统兵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严重地影响到
此次川陕战区的战争进程。
在处理武将之间的冲突中，王之望的角色值得关注。
王之望对吴磷与王彦矛盾的调解就是典型事例。
　　在德顺之战中，吴磷调集王彦、姚仲协同作战。
但金州都统制王彦与吴磷不和①，未能全力赴战，不作援军支持，致使丧失战机。
对此，吴磷“颇怀忿恚，每言及之，声色甚厉”②。
　　如何及时调和二人间的矛盾，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
其间，作为总领的王之望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调护吴璘王彦奏札》记载了王之望对二人矛盾的调节，尤其是对王彦的谴责：　　臣常与调护其
间，已而二人各得御札，闻有所训饬，王彦意甚自得。
臣问曰：“手诏云何？
”王彦曰：“但褒奖耳。
”臣曰：“可得观乎？
”乃出相示。
臣曰：“圣恩待将帅可谓厚矣，然诏意自有抑扬，人臣当居宠思危，公不可以不知。
”因指诏中“德顺连兵，烦卿一往”之语，告之曰：“如‘烦卿’二字，岂可教至尊再道。
”彦不觉悚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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