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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宗皇帝作为亡国之君，常被拿来和南唐后主李煜比较，两人都是无可争议的艺术天才。
⋯⋯如果事情仅此而已，北宋也未必会走上灭亡之路，问题在于徽宗用他艺术家的性格来处理政事，
他好大喜功，却又厌倦繁杂的行政事务，他爱好艺术，却用举国之力来满足自己需求。

　　次日黎明，厘山的战斗渐渐平息，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
⋯⋯文天祥亲眼目睹了宋军战败和赵莴蹈海。
被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一首诗来描绘这个场景，并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
，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

　　朱熹在总结北宋亡国的教训时就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主权，兵也收了，财也
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曰就困弱。
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正因为地方上无兵无钱，无法阻挡金兵的入侵，才使得北宋亡国如此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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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旦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
”这是诛心之言，石守信等人能做的只是不断叩首，祈求皇帝指示一条出路。
赵匡胤这才和盘托出了自己藏在内心的想法：“人生如白驹过隙。
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①赵匡胤的策略十分明确，就是以厚禄换取诸大将交出兵权。
这样生动的场景可以和司马迁所描写的“鸿门宴”相比，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故事其实更多地是
一种象征。
事实上，所谓“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开始收兵权的步骤，这种收回禁军大将兵权的做法其实经历
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分了好几个阶段，进行了若干次，并非一蹴而就：而这一做法的实质是以金银、
田宅：官爵、婚姻为代价，采取利益交换的方式和平转移大将兵权，这样的做法后来也成为赵宋王朝
对待战功卓著的宿将的主要做法，南宋初宋高宗对韩世忠等大将做法也是如此，唯有岳飞是例外。
“杯酒释兵权”之后，摆在宋太祖面前更为艰巨的任务是要防止禁军中继续出现能威胁皇权的人物，
因而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
第一，将全国的禁军两司分为三衙，不再设最高统帅的都点检一职。
作为皇帝的亲兵，禁军在后周时分为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其最高长官分别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
都指挥使，前者是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前的军职。
人宋后，侍卫亲军司被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兵权和兵力都被
大大分散，以相互牵制。
三衙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开始是阙而不授，以职位较低、资望较浅的武将负责实际事务，直至取消该职
位。
第二，将发兵权与握兵权和统兵权相分离。
枢密院有发兵之权，天下的兵籍、武官任命与升降等政令全部由枢密院来发布，但枢密院手下并无军
队。
三衙平时负责对禁军训练和管理，却无发兵之权。
需要部队出征时，皇帝临时委派将领，避免军队成为将领私人的武装。
这种做法为后代所承袭，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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