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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是两宋辽金元史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凭借扎实的史料功
底，以流畅生动的笔法，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巨细相接的全方位观照，特以线条清晰、形象分明，廓清
浑沌茫然的迷雾。
在同类题材的通俗性文史著述中，可谓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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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宏义，男，上海人，1959年出生。
博士。
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要从事宋史、辽史及古籍整理研究。
著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诸书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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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宋蒙初通（1211—1214） 宋廷的“开禧北伐”，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虽在
同年，又同以侵金为目的，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宋人直至成吉思汗第一次大举攻金时才对蒙
古的武力有了初步的认识，直到八年后双方才有了第一次并不成功的接触。
 南北悬隔的南宋、蒙古与金朝都有着很深的仇恨。
在金朝君臣心目中，除南宋外，以北边蒙古最为劲敌。
金世宗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崛起，开始侵扰金朝边疆。
据《蒙鞑备录》载，当时在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附近民间流行着一首谶谣：“鞑靼来，鞑靼去，
赶得官家没去处。
”鞑靼部落曾在辽道宗时（1055—1101）结成联盟，但遭到辽军镇压，部落联盟长被杀，联盟解体。
不过金人仍习以鞑靼之名称呼活动于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
当金世宗听到这首谶谣后，惊呼道：“此必是鞑靼人为我国患。
”下令每隔两年向北遣兵剿杀，谓之“减丁”；并极力挑动蒙古各部落间战争，以分化、削弱其力量
。
就在这部族之间复仇与掠夺战的腥风血雨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诞生于斡难河畔的跌里温盘陀山
下，是年为1162年。
 当成吉思汗出生时，其父乞颜部酋长也速该·把阿秃儿刚好俘获了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塔塔儿部酋长归
来，于是按蒙古人的命名习俗，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称作铁木真。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在外出途中吃了塔塔儿部人下了毒的食物而死去，其部属也大多散去。
铁木真弟兄数人由母亲带着，备尝艰辛，并常遭邻近部落的袭击，不止一次大难临头，却每每又奇迹
般地渡过了难关。
重重困境锻炼了铁木真的意志和性格，使其遇事机敏而慎重，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当时，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近一百个强弱大小不一，语言、宗教、文化水平也不太相同的游
牧部族。
这些部族大都正处于自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贫富分化，以部落内最“富豪”者为
酋长，称为“那颜”。
那颜的财富多寡，往往以其拥有的牛羊与奴隶之数来定，所以为了掠夺更多的人畜，部落间经常发生
激烈的、无休止的战争。
随着社会急剧动荡，原先的氏族关系趋于瓦解，低贱的奴隶或属民得以脱离原先的主人，投靠新的贵
族势力。
这些奴隶或部民如取得主人的信任，往往成为主人的伴当，称“那可儿”。
那可儿在为主人效力和建立战功后可掌握一定权力，甚至可以转化为新的那颜。
为此，“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的铁木真周围，就聚集了许多低贱的蒙古部众，一些有名望的
部族贵族也向铁木真结盟，以便在流血盈河的部落混战中占据优势。
铁木真的力量由此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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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起宋朝，世人大多讥之为“积贫积弱”，而终致亡国。
“积贫”一说，时贤论驳已众，这里就不多赘言。
至于说“积弱”，宋人对外作战败绩累累，往往通过割地、输纳“岁币”以求得平安，结果先被金兵
倾覆，后遭元骑灭国。
由此看来，“积弱”的恶评大概是挣脱不了了。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赵宋立国三百余年，先后分别与骑马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人大战多年。
与汉、唐相比，两宋因西、北通往草原之道被阻隔，获取马匹甚为艰难，故其军队以步兵为主，在与
西、北骑军对阵时，只能取守势，从而往往丧失战役主动权。
宋军屡屡对外作战惨败，此为一大原因。
但就是这样，宋朝在与之相始终的辽、西夏、金三国先后覆亡之后，又与曾东征西讨、横扫千里、“
灭国四十”的强悍蒙古铁骑，在大江上下血战四十余年方才被灭，其中原因如只是归咎于“积弱”，
显然有失之过浅之嫌。
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有意对此问题作一深究、探索，而我
当时刚编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二书索引，对此也颇有一些想法，故欣然接受
了稿约，于是就有了《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一书的出版。
此后，又在金老师和责编绍元兄的一再鼓励下，完成出版了《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一书。
而“宋辽和战实录”、“宋夏和战实录”两稿，却因多种原因一直拖至今日方告成，在此期间绍元兄
的不断督促与鼓励，实在是这两部书稿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动力。
于是，历时十五六年慢慢攒成了这个计有一百余万字的“大工程”，也算是对这些年来的“青灯黄卷
”活计有了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交代。
今承蒙出版社的厚意，将此四部书稿合并出版，而总名之日《两宋烽烟录》。
其中《天裂》因出版已有年月，故此次颇有所修改，而《天平》则主要订正了一些文字舛误。
    因为是叙述宋朝与辽、夏、金、蒙(元)的和战历史，故在书稿撰写时，虽然也大量取用辽、夏、金
、元史料，并注意参考域外资料如古代波斯、中亚人对蒙古历史的记载等，但相对而言宋人史料更为
丰富、系统，故所取为多。
但在宋人著述中，因多种原因，其有关辽、夏、金、(蒙)元史实，尤其是辽、夏部分，却是甚为零散
且时有桀误，故在取用时往往需先加考正辨析，以求其真。
又出于简明通俗易晓考虑，故书稿在引用史料时，一般均已作简化或白话处理。
同时，因近些年来我对其中部分相关问题如宋初宫廷政治等做过一些探究考证，故书稿中的有些说法
与当下通行观点时存异同，在此特加说明。
    本书中有关地图、插图，以及一些体例设计，出版社金老师和责任编辑等给与了很大帮助。
此外，因体例等关系，本书对于所引用的文献史料以及所参考的前哲时贤之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
，特在此一并说明之，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辛卯腊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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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行文以线条清晰、形象分明见长。
复以学者的眼力，多方吸收最新的文献资料合研究成果，因而又是专家学人的有益的参考读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