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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两宋烽烟录”丛书之一。
作者凭借深厚的史料功底，突破封建史家奉赵宋为正朔的传统观念，紧扣南北政权社会治乱、人事政
潮、经济
升降和地缘外交等因素，以细腻生动的纪实笔法，观照与再现十二世纪初至中期宋、金和战的风云变
幻，及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功过与命运，寓含极其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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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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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降臣献策(1115—1116)    1115年(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三月二日，设置在对辽前线的雄州(今河
北雄县)城内的宋朝河北沿边安抚司突然收到辽光禄卿(掌管朝廷礼仪祭祀事务的长官)李良嗣秘密遣人
送来的蜡丸密信，信是投寄给宋朝太尉兼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童贯的。
李良嗣在信中透露了女真人建国的消息，并表明了其诚信投宋的愿望：“女真建国举兵，攻州陷县，
势不可挡；辽兵溃败，莫有斗志。
天祚帝下诏亲征，反而引起军民更大惊惶。
度其时势，辽国倾亡指日可待。
吾遵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古训，心慕尧风，欲南归圣域。
”雄州是宋朝沿辽前线的军事要地，自1005年订立澶渊和盟双方罢兵以来，宋、辽之间已有百余年未
发生战事，铁剑化犁，和平相处。
因此，宋朝虽在雄州设有沿边安抚司负责边防，不过其所处理的“军务”仅是缉盗安民、修理城池之
类小事，如李良嗣南投一类的重大事情是无权擅决的。
雄州的地方长官(知雄州)和诜不敢怠慢，即刻遣人将密信火速送到京城开封。
    这个李良嗣本名叫马植，辽国燕京霍阴(当作“潮阴”，在今北京通州东南)人。
马姓，是辽代燕京地区四大汉人家族之一。
马植祖上仕辽为官者数十人，有官至执政、节度使的。
马植涉猎诗书，有口才，能文辞，长于智数，但仕途不甚顺利，还因行为有失检点，受人呵病。
此时，他看到辽朝国势日衰：，金国如日方起，知辽国必亡，故而决计南来投宋，另谋前程。
因为马植曾在1111年(政和元年)与奉使辽国的童贯有过一面之交，并深知童贯是宋廷中的实权人物，
所以化名向他投书献诚。
    宋徽宗接报后，不禁大为踌躇。
却说宋徽宗赵佶自1100年(宋元符三年，在辽天祚帝登基之前一年)即位以来，信用佞臣，好大喜功，
奢侈荒淫，民怨日深，但在表面上还维系着国富民安、歌舞升平的幻象。
宋徽宗自内心希望接纳李良嗣，藉此在解决本朝的“老大难”问题——收复燕云十六州乃至进一步征
服辽国上取得进展，为自己的“青史留名”大增光彩。
但百余年前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中有双方互不招纳降附的规定，而且在宋仁宗时，辽朝驸马刘三嘏
因与公主不和，逃人宋界，当时有人建议宋廷收留刘三嘏，询问辽廷机密，但执政大臣从维护宋、辽
和好出发，坚决加以反对，刘三嘏终于被遣送回辽国。
虽然现在辽国的国势明显地在走下坡路，但是否接纳李良嗣毕竟关系重大，宋徽宗一时也不敢决定，
遂令亲信重臣太师蔡京、太尉童贯密议可否。
十日，蔡、童二人上奏云：“自古招徕，国之盛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附，良嗣归明，应当收留
。
”这与宋徽宗所想不谋而合，所以当即下令让知雄州和诜秘密处理此事，务要成功。
和诜接到密旨后，不敢怠慢，马上遣人越界到燕京(今北京)，约李良嗣于四月一日夜里偷渡宋、辽之
间的界河南奔。
是月九日，李良嗣越界进入雄州谒见和诜。
和诜与李良嗣略作寒暄之后，即日派遣兵卒数人秘密护送李良嗣进京。
经过数日旅途颠簸，李良嗣悄悄进入开封城，住进童贯府邸之中。
    这个被后人称为“六贼”之一的童贯，原是给事宫掖的宦官，生性巧媚，善于揣摩人主的微意，先
事奉承，由此深得宋徽宗的宠信，自小小的供奉官不数年，破例官拜武康军节度使，统兵攻取青唐，
征伐西夏，声名赫赫。
自从澶渊和盟以来，每岁新正，宋、辽照例互遣贺正使，以文官为正使，武将为副使。
政和元年九月，宋朝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正使前往辽国贺新春，并以童贯为副使。
对此，有人面奏宋徽宗反对道：“以宦官为国使，难道朝廷中就无人才吗？
”宋徽宗辩解道：“契丹皇帝闻听童贯攻败西羌，颇为惊异，想一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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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朕遣之使契丹，并欲因此觇视其国虚实。
’，这自然只是宋徽宗的托词而已，但皇上既已开了“金口”，大臣们自然不便多说，然而唯知佞谀
上意的童贯却深解其中三味——好大喜功的宋徽宗不过是想因此夸示外国。
因此，童贯这次出使惟是多携宝货北行而已，甚至随身携带浙江漆具、书柜、床椅等自用，到了辽都
，只知夸奇斗异，豪饮买醉，并因言语粗俗，颇为辽人所耻笑。
童贯出使回来，虽然乏善可陈，无策可述，却逢人自诧，恃功骄恣，以征战讨伐为己任。
宋徽宗也以童贯甚投己意，把他看作是不世出的奇才，任命他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将沿边军
权全部交给他节制。
    以长于智数自誉的李良嗣，甫见童贯，就已洞悉其心中“好大喜功”之欲，不由大言自己有灭辽的
奇策：“女真恨辽人切骨，本朝(指宋朝)若自山东登州、莱州一带涉海北渡，与女真联络结好，相约
攻辽，辽国可图也。
”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并荐之于宋徽宗。
宋徽宗大感兴趣，决定亲自召见李良嗣。
十八日晨，李良嗣随童贯来到位于开封城中心的皇宫。
宋朝皇宫原来规模不很大，宋徽宗登基后，多次加以扩建，极其富丽堂皇：皇宫正门名宣德门，左右
各有一门，左称左掖门，后面为妃嫔、宫女、太监生活区(童贯虽是太监，但已为朝廷重臣，另有赐第
在外，不住在皇宫内)；右边门称右掖门，百官一般经此门出入皇宫。
宣德门后为大庆殿，是宋朝君臣在正旦、冬至等节庆日举行称贺大礼、致斋仪式的地方。
大庆殿西为文德殿，是皇宫中的正衙殿，百官常朝便在此处进行。
文德殿西为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官署，宰相等官员在此处理国家政务。
大庆殿北有殿阁甚多，主要有紫宸殿，皇帝在正朔日召见宰执重臣的地方；垂拱殿，取“垂拱”而治
天下之意，是常日召见宰执之所；集英殿，为皇帝御试进士或宴请臣下之地。
紫宸殿后为崇政殿，皇帝退朝后在此处理朝政，旁有延英殿等便坐之殿，为皇帝休息或召见臣下密议
时政之处。
李良嗣在小太监的传引下，从右掖门进皇宫，经过重重殿庭，来到延英殿内，宋徽宗、蔡京、童贯已
在殿中坐候。
李良嗣见礼毕，宋徽宗即询问起平辽之策。
李良嗣已在与童贯交谈中知晓宋徽宗的心态喜好，于是胸有成竹而表面上慷慨地奏对道：    辽国天祚
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
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帝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
加以溃兵内乱，万民罹苦，辽国必亡。
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百姓必壶浆来迎。
愿陛下速行讨伐，脱或后时，恐为女真得志，燕京不得归我矣。
    李良嗣通过分析辽政无道、金兵日盛的现状，指出辽国亡在旦夕，如宋朝不马上有所动作，燕京必
为女真人所占领，到那时再谈恢复旧疆，必成空话。
李良嗣这一番陈词慷慨激昂，且又在情在理，宋徽宗听了甚是入耳人心，当下对李良嗣大加慰赏，赐
国姓“赵”，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授官朝请大夫、秘书丞，为秘阁待诏，备皇帝顾问；同时命蔡、
童二人商议实施联金灭辽，恢复汉、唐故疆之事宜。
    赵良嗣南逃不久，辽国就以澶渊和盟所订条约为辞，派使者前来开封索要，但宋朝绝口否定收留逃
人。
此时辽国在金兵的不断进攻下，朝政已是十分混乱，派人来索要赵良嗣仅属例行公事，最后也就不了
了之。
赵良嗣由是得以安居开封城内。
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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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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