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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朽的斑斓回忆 ——说不尽的两宋文明 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宋神宗
因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迁怒于一个主管运粮的漕官。
愤愤之下，他亲自书写御批，命令中书处斩此人。
转日，宰相蔡确率群臣上朝。
　　宋神宗问：“昨日御批斩人，今已行否?”蔡确回答：“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
”宋神宗闻言不悦：“又有何疑?”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臣等不欲陛下开此先例。
”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恶地。
”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悖当廷接言：“如此，不如杀掉此人。
”宋神宗感到奇怪，问：“卿何出此言?”章悖回言：“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激得神宗皇帝勃然
大怒，声色俱厉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龙颜雷霆之下，当朝的宰相、群臣不仅没有在“天威
”下震慑惶恐，傲然顶嘴的章悼反而不成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 宋神宗默然。
　　这样的场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间一个小小的片断和插曲，但它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首先，可以见出，大宋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
即使口含天宪的帝王，也并非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其次，时为侍郎的章悖，日后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传》，此人党同伐异，“老奸擅国” 。
同时，他又是大文豪苏东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证明了历史人物的立体多面性：“坏人”不一定全坏，
“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当然，时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会想起“靖康之耻”的奇辱和“压山之役”的惨败。
相较大汉盛唐、朱明满清，两宋的领土小得可怜，北宋最盛时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特别是赵匡胤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宋朝长期陷于“防御”的狼狈境地，积弱至亡，甚
至出现同样的悲剧上演两次这种超奇怪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抚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晚唐以来，中原王朝的崩溃所导致的
大分裂。
致使北中国一直战乱频频。
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云十六州献奉给契丹人，深植下其后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祸。
而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诸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刀光闪闪，血肉翻飞。
从现在的眼光看，残杀、争斗自然是波澜壮阔的 “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就当时来讲
，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之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连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两次亡国的痛苦过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创造出的财富
一而再地化为乌有。
最重要的是，战争使无数百姓死于非命。
13世纪初，金朝占据的北中国有五千多万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国有六千多万人口。
蒙古号角吹响后，经过七八十年问的杀伐，至南宋灭亡时，江南及中原地区的人口竟然从原来的一亿
人多变成只剩下不到六千万人，这还有赖于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劝说，蒙古大汗才没有旋行把北中国
“汉人”杀尽以其地尽作牧场的政策。
由此可见，文明，尤其是刀锋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汉文明白身的发展总是依据“盛极而衰”的规律脉动，宋王朝也避免不了这种刻骨的悲剧。
它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讲太先进，文明程度太让人过于陶醉其中，即使囿于一隅，士大夫头脑中仍觉
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所以，自恋至极的宋朝中国人(当然他们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
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他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的衰落和“高度
发展”所引致的迟钝。
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野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他
们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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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回顾三百余年的文明成就，确实让我们对伟大的宋朝有骇然惊
叹之感。
遥想先辈，他们发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毁，国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惨烈的灾难，但华夏人
民充满激情的创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挠的意志力，皆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
产和精神遗产。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
也化为过眼烟云。
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
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与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
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咏叹。
正如一位高卢诗人回忆罗马的辉煌那样：“不可能沉没的身躯，会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现。
它们从深水中反弹而起，将跃得更高!火炬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沉没之后反而更加光
芒四射!”(纳马提阿努斯《循环往复》)是的，伟大的宋朝并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溃的瞬间，也
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宋朝，伟大的宋朝。
已成为永恒。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与野蛮为邻的伟大时代的方方面面，籍此把记忆的碎片黏合起
来，重组三百多年问我们不屈不挠的先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随着佛老在中原的失势，宋朝科举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竞争。
在《宋史》中人传的近两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达近60％。
言论宽松，议论自由，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
同时。
宋朝经学，即两汉以来的对儒家典籍的阐释之学，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训诂改为义理
阐发。
由此，性理之学蔚然大观，北宋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有朱熹道学
、陆九渊心学、叶适事功学等等。
虽然宋儒理学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国人的思想桎梏，但就当时来讲，正是对两汉经学和盛唐佛学的推
陈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儒学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诸子学说的新儒学体系，成为中国古
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文学方面，宋词一洗晚唐浮艳之风，或豪放，或婉约，大放异彩。
其中以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陈亮为代表；宋诗也不可小觑，其多于用典的浓郁书卷气，
使得中华文化精髓每每跃然纸上，尤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刘克庄昂然执其牛耳，悲沉激荡，脍
炙人口。
　　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甚至徽
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北宋连铜钱上的铸字原体也由皇帝亲自书写)。
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 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
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
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
地步。
对此，陈寅恪不无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 科技方面，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竞有三项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
。
培根在《新工具书》中这样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
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
”自然，在农业、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让，一
部《梦溪笔谈》，不经意间已记述了数项独占鳌头的“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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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方面，宋太祖进一步以皇权为中心加强中央统治集权，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权。
而后，宋朝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铨选以及监察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最开
明的时代。
因此，南北两宋三百多年。
　　先前与其后各个王朝屡见不鲜的女祸、宦祸、外戚之祸、藩镇之祸、权臣篡逆之祸、流贼覆国之
祸，在宋代基本杜绝。
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认天下“道理最大”，而并非口口声声“朕即国家”。
外朝官员能够以“ 祖宗家法”的名义限制皇权，大体可按规矩依程序办事。
宰相可把皇帝的“ 御批”攒至数十封一并退还不办(杜衍与宋孝宗)，最终，皇帝不仅不恼，反夸奖对
方“卿等如此守法极好”。
这种君臣温情，在汉唐明清那些所谓的大一统、大有为君王的统治期间是全然看不见的。
　　经济方面，两宋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社会，其多种经济模式均在世界上开一代风气之先。
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屋宇雄壮”，“骇人闻见” 。
经济活动“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市民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
而且，中国首创的纸币交子、会子均在宋代出现并发展定型，这种革命性的货币形式比欧洲要提前六
个多世纪。
同时，一反前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宋代商人不仅经济地位得到提高。
甚至可以入仕为官，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士大夫还得出“商人众则人税多”的崭新价值观。
　　至于英雄豪杰，两宋王朝更是层出不穷，撼人心魄——杨业、寇准、狄青、韩琦、范仲淹、欧阳
修、司马光、韩世忠、刘铸、岳飞、虞允文、辛弃疾、孟珙、余蚧、李庭芝、姜才、张世杰、陆秀夫
、文天祥等等，这些忠臣义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
求义得义，不以成败利害动其心，不以生死贫富移其志，才节两全，代表了我们民族至高至伟的精神
境界。
他们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一心为国，或感激赴义，或慷慨就死，或临难不屈，或捐躯殉国，
功虽有不成。
名却彪炳千秋! 当然，在历数了宋王朝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沉重而不能回避的话题，即
两宋惊人相似的两次灭亡。
　　“本朝(宋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
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
中原陆沉，庸悔何及!”文天祥之语，触及的正是宋初矫枉过正的“抑武”国策。
当然，王朝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个领袖人物的死亡甚至会改变整个历史
进程，比如钓鱼城上飞掷而下的、那块击中蒙哥汗的石块，它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道。
但除却天时、地利以外，人是历史行为的最关键因素。
正是人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两宋的灭亡。
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正如王应麟分析的那样，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
特别令人慨叹的是，大敌当前。
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让人切齿扼腕。
　　宋金隆兴和议后，双方和平状态保持了大约四十年之久。
为此，金世宗获得“小尧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当时后世腐儒赞为“仁恕”之主。
然而大儒王夫之对此很有洞见：“呜呼，此偷安之士。
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
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
完颜雍(金世宗)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
故(议)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为名。
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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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究历史，会有惊人的发现：宋金两国，相踵亡于蒙古，其实最早的祸因正是肇于两国当时的和平
“善举”。
　　金世宗史称为明主，但其实也是篡弑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认为自己能为众人推立为帝已属天
幸，所以，他对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实出于无奈。
至于他“息祸养民”一说，只是腐儒和马屁精的谀词。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野蛮民族只要确定了开始想向“文明”迈进，他就会忘
掉身边又会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蛮民族蠢蠢欲动， “一息之余，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祸，亘百
余年而不息!”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旦金戈铁马的女
真人习惯了风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声就肯定由远而近，金朝、南宋，就会在血火之中化为文明
的碎片。
　　确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南宋对金国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
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舞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
闻之惊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
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歇，金国一方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逐渐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
宋金持战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强占据优势，每年都乘秋高马肥之际逼临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
略，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而疾入于海以亡”。
历史中可以得见的是，金兀术昔日南侵最大的 “结果”，就是使南宋涌现了岳飞、韩世忠、刘铸这样
的忠勇大将，福兮祸兮，实相倚依。
于金国而言，恰似当年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锐气，通好南朝，安宴于洛阳享天下之际
，六镇之祸正由此肇始。
彬彬文治，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赤族无遗之祸。
因此，在血与火的时代，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个国家“乍然一息”。
什么“以两国人民和平意愿出发”，什么“一衣带水、自古友好邻邦”，长此以往，忘兵忘战，国民
肯定会溺于安乐享受，一切忽然之祸，正是种于“缘饰文雅”之时。
　　可悲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汲取历史的经验! 时下的许多历史书籍，皆以“恢宏
”的煽情修辞或对历史晦涩的“解构 ”当成卖点，常把《万历十五年》那样以“偏门”剖析历史的准
历史研究当作模仿对象，各显身手，纷纷从经济、军事、气候等“专业”刃面“切入” 历史研究。
可惜，这些“大部头”著作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扎实又使这些“大历史
”叙述错谬百出，或张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义人物当成历史真实，凸显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心
态。
此外，历史“剖析者”们在铺陈华丽语句大谈特谈历史的“规律”时，他们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历
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戏剧性、决定性作用：钓鱼城下王坚所率宋朝守军扔下的一块石头，如果离蒙哥汗
的身体偏上十厘米，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全部世界历史都将被重写!所以，在学者们以佶屈聱牙的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试图重新诠释历史的时候。
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个人和事件，却被不善于注意历史细节的学者们有选择性地“遗忘 
”了。
　　作为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历史守望者，笔者总是试图突破“历史样板戏”写作的桎梏，仔细
钩沉，复活那些淹没于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生动
的、甚至是“现场的”!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我们民族伟大的、不朽的记忆! 最后，我想以南宋遗
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书怀》作结：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
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
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
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 (hlbbd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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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以人带史，突出趣味；以点带面，突出个性。
各个章节单独成立，其中又是脉络相连，力避枯燥的考据和徒然的"求新"，写作风格独树一帜。
言起宋朝，人们首先会想起“靖康之耻”的奇辱和“崖山之役”的惨败。
相较大汉盛唐、朱明满清，两宋的领土小得可怜，北宋最盛时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宋朝的士大夫，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自恋至极(当然他们有理由
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
引致的迟钝。
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蛮人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
的好邻居。
野蛮毁灭文明，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我们回顾两宋三百余年的文明成就，确实顿生骇然惊叹之感。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但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
代的光荣与不朽。
往事越千年，我们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与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
三叠的华丽吟咏。
伟大的宋朝，绝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溃的瞬间，也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
了内心韵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总是萦绕那个与野蛮为邻的伟大时代的方方面面。
伟大的宋朝，已成为永恒。
两宋文明，泱泱大观。
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血火情仇，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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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毅，男，天津人，现居深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深圳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精通英、法等外语。
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 “伪青春三步曲”——
《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还
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中国社科出版社）。
曾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
2004年起，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中国社会出版
社）、《历史的人性》（当代世界出版社）、《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等等。
2006年4月，历史散文集《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繁体字由香港中华书局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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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不朽的斑斓回忆——说不尽的两宋文明第一章不老实的“厚道人”——宋太祖赵匡胤化家为国的
事迹英雄出于乱世——赵匡胤的青年时代兵权释于杯酒——宋太祖“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内统治方
针先南后北定统疆——宋太祖的赫赫武功“仁者之愚”致大惑——宋太祖“斧光烛影”的死亡之谜第
二章　雄龙雌凤相对决——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降旗飘出太原城——宋太宗攻灭北汉高梁河
畔尝败绩——宋辽首次主力对决战“雍熙北伐”再无功——宋太宗二次伐辽的失利第三章懦弱与妥协
：一种心理距离——“澶渊之盟”前后的宋辽两国聪明英悟之主——登上龙椅后的宋真宗见”好”就
收——“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退一步海阔天空——宋辽“澶州之盟”后的双赢局面喝饱就忘挖井人
——寇准的结局第四章　过于严肃的滑稽剧——宋真宗君臣的“天书降神”及泰山封禅第五章　贺兰
铁马彻地来——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鄂尔多嘶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喂
不饱的群狼——从李继迁到李德明西北烽烟连年起——元昊的十数年战争天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
—元昊的下场第六章一个人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宋朝太后也垂帘——真宗皇后刘氏的十一年执
政四面边声连角起——从宋仁宗到宋英宗“安石不出，奈苍生何!”——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偏执狂
的生存之道——王安石大行“新法”君臣开边意未已——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大败第七章　皇后
“偷汉”的政治性后果——辽国皇后萧观音“通奸案”始末金湛银水逞英豪亦有契丹能赋诗——漫述
辽代汉诗的发展齐天萧后怀恨死传弟传子兴宗疑——辽兴宗到辽道宗春来草色一万里绝色红颜正愁余
——懿德皇后萧观音的汉语诗词创作龙床不容小蛇出宫闱秘事有人知——辽朝版“斯塔尔报告”的出
台—教角泥香留萧字仍旧花铃深夜语——萧观音身后的辽朝国祚第八章 浪子皇帝流氓臣——宋徽宗与
他的宠臣们“性情中人”宋徽宗春梦绕胡沙的宋徽宗父子无赖“六贼”朝堂坐第九章　繁华帝京如梦
里——“靖康之变”前后的宋朝东京汴梁梦幻帝——汴梁的生活天堂到地狱——东京汴梁的陷落第十
章　残山剩水留半壁——南宋初立的艰难时局出人意外的帝位——康王赵构谋不见用的忠臣——李纲
白首将军振臂呼——宗泽杭州的“政变”闹剧——苗傅、刘正彦战鼓声声黄天荡——韩世忠关陕失却
川蜀危——张浚、曲端、吴瑜中原使儡也楣炽——刘豫左名逢源终得利——西夏乾顺第十一章　奸帝
奸臣“二人转”——赵构与秦桧共位的时代祸起萧墙事堪忧——淮西军变顺昌大捷振军心——刘铸的
胜利直捣黄龙平敌穴——岳飞的信心理直气壮主降派——秦桧的“议和”天日昭昭毁长城——岳飞之
死甘为臣妾江南隅——“皇统和议”的最终签订第十二章　大柄若在手　清风遍天下——有雄才而无
大略的完颜亮“蛰龙”岁月跌宕多—金熙宗时代的完颜亮大柄在手任诛戮——果于出刀的完颜亮文才
武略兴规模——改制迁都的完颜亮处心积虑一南北——一心侵宋的完颜亮提兵百万汹汹来——率兵南
侵的完颜亮秋雪前耻反败绩——南宋“隆兴北伐”的失败第十三章　太师飞头去和戎——韩伲胄“开
禧北伐”前后事“两朝内禅”的真假戏“庆元党禁”的窝里斗“开禧北伐”的坏结局回光返照的金王
朝第十四章　塞马一声嘶　百年又轮回——金朝的灭亡金宣宗的“三大误”金宣宗“大误”之一：迁
都汴京金宣宗“大误”之二：进攻南宋金宣宗“大误”之三：“封建九公”金哀宗的亡国“三步曲”
金亡国“三步曲”之一：三峰山之役金亡国“三步曲”之二：汴京之战金亡国“三步曲”之三：蔡州
之战唇亡齿必寒——南宋“端平入洛”的失败第十五章　“亡天下时代”的关键词——钓鱼城·鄂州
和·贾似道·襄樊失·临安降钓鱼城：蒙古汗的“鬼门关”鄂州和——子虚乌有的“胜利”贾似道：
好运气不会“永远”襄樊失——浴血苦战的迷惘临安降：残阳如血浴江南第十六章　鼙鼓扬天繁华歇
丹心万古名不灭——李庭芝·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舌战扬州的英雄——李庭芝江西的游击苦战—
—文天祥的最后努力靖江的誓死抵抗——马笙与娄钤辖重庆的五路被围——张珏悲壮的崖山之役——
陆秀夫与张世杰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外一篇　《梦溪笔谈》拾英——沈括《梦溪笔
谈》中的趣闻轶事宋朝世系表辽朝世系表西夏世系表金朝世系表宋朝大事一览表(公元960—1279年)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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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汉“皇帝”刘钧深觉复国有望，就约契丹兵一起来援李筠。
李筠“民族气节”倒保持得不错，婉拒契丹兵入境。
于是，刘钧御驾亲征，“倾国自将”而来。
临行，刘钧的大臣也劝谏：“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
陛下扫境内赴之，臣未见其可也。
”刘钧不听。
　　待到两方“友军”相会于太平驿，刘钧马上封李筠为“西平王”，位在其宰相卫融之上。
吵吵半天真见面，李筠暗悔——北汉“皇帝”太名不符实，不仅仅“仪卫寡弱”，举止言谈也看不出
有“真命天子”的样子。
李筠不爽，刘钧也不高兴。
宴谈期间，李筠一口一个“不忍辜负周朝旧恩”，讲个不停。
而后周郭威“黄袍加身”，篡的就是刘钧堂兄的后汉，汉与周是世仇，李筠如此表功言忠心，明摆着
是不给自己面子。
虽如此，覆水难收，双方不得不联军，刘钧留宣徽使卢赞做监军，李筠心中恼怒，很讨厌这个友军派
来的“政委”。
听闻李筠与卢赞不和，刘钧又尽快派宰相卫融做和事佬前往调解。
眼见北汉军派不上什么用场，李筠悒悒之下，留下其长子李守节据守上党。
自率三万军马悒悒南出，与宋朝争锋。
　　宋军大将石守信为百战良将，又欲在新朝立大功，勇谋兼施，两军在长平一照面，就大败李筠，
斩首三千级。
而后，石守信又在泽州城外大破李筠大军，杀掉李筠手下大将范守图以及北汉的监军卢赞。
北汉援军数千人急匆匆赶到泽州，正赶上李筠兵大败，这些人全尿，不发一矢，均放仗投降。
石守信图省事，索性下令把这几千降军全部杀个于干净净，既立威，又警示北汉不要没事派人来找死
。
　　李筠大败之后，只能逃入泽州城内，凭城固守。
不久，御驾亲征的赵匡胤赶至城下，很想亲眼观看他当皇帝后的第一次胜利。
皇帝亲自督战，宋军士气倍增，肉搏登城，终于攻陷泽州。
李筠长叹一声，投火而死。
宋军入城后，顺便还生俘了北汉的宰相卫融。
泽州已下，守卫潞州老巢的李筠之子李守节马上投降，其父不为宋朝“忠臣”，其子却甘为新朝“顺
子”。
赵匡胤心情很好，赦之不杀，委任李守节为单州团练使(小伙子没过几年不明不白就死了，年仅三十出
头，恐怕也不是什么善终)。
　　攻杀李筠，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后周原先占据一方的节度使们，如成德节度使郭
崇、保义节度使袁彦、建雄节度使杨延璋、安国节度使李继勋等人，纷纷单骑来朝，无论真心还是假
意，都不得不向大宋称臣。
　　收拾完李筠，赵匡胤的目光马上转向下一个目标：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外甥，从血统上讲，他实际比起后周世宗柴荣(郭荣)更接近“帝系”
，因为柴荣只是郭威妻子的侄子，与老郭没有直接的血统关系。
后周世宗柴荣在世时，李重进就与柴荣的姐夫张永德争权，二人明争暗斗，搞得不亦乐乎。
“点检做天子”那块木牌，当时很多人都怀疑是李重进派人故意放置以陷害张永德。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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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两宋文明，泱泱大观。
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血火情仇，难以言表。
本书以人带史，突出趣味；以点带面，突出个性。
各个章节单独成立，其中又是脉络相连，力避枯燥的考据和徒然的“求新”，写作风格独树一帜。
本书可以使读者从一个有别僵化的历史教科书的角度，去回溯我们中华昔日的荣光和跌沉，并通过历
史的前因后果沉思今天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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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朽的斑斓回忆 ——说不尽的两宋文明 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宋神宗
因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迁怒于一个主管运粮的漕官。
愤愤之下，他亲自书写御批，命令中书处斩此人。
转日，宰相蔡确率群臣上朝。
　　宋神宗问：“昨日御批斩人，今已行否?”蔡确回答：“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
”宋神宗闻言不悦：“又有何疑?”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臣等不欲陛下开此先例。
”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恶地。
”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悖当廷接言：“如此，不如杀掉此人。
”宋神宗感到奇怪，问：“卿何出此言?”章悖回言：“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激得神宗皇帝勃然
大怒，声色俱厉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龙颜雷霆之下，当朝的宰相、群臣不仅没有在“天威
”下震慑惶恐，傲然顶嘴的章悼反而不成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 宋神宗默然。
　　这样的场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间一个小小的片断和插曲，但它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首先，可以见出，大宋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
即使口含天宪的帝王，也并非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其次，时为侍郎的章悖，日后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传》，此人党同伐异，“老奸擅国” 。
同时，他又是大文豪苏东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证明了历史人物的立体多面性：“坏人”不一定全坏，
“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当然，时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会想起“靖康之耻”的奇辱和“压山之役”的惨败。
相较大汉盛唐、朱明满清，两宋的领土小得可怜，北宋最盛时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特别是赵匡胤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宋朝长期陷于“防御”的狼狈境地，积弱至亡，甚
至出现同样的悲剧上演两次这种超奇怪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抚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晚唐以来，中原王朝的崩溃所导致的
大分裂。
致使北中国一直战乱频频。
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云十六州献奉给契丹人，深植下其后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祸。
而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诸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刀光闪闪，血肉翻飞。
从现在的眼光看，残杀、争斗自然是波澜壮阔的 “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就当时来讲
，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之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连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两次亡国的痛苦过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创造出的财富
一而再地化为乌有。
最重要的是，战争使无数百姓死于非命。
13世纪初，金朝占据的北中国有五千多万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国有六千多万人口。
蒙古号角吹响后，经过七八十年问的杀伐，至南宋灭亡时，江南及中原地区的人口竟然从原来的一亿
人多变成只剩下不到六千万人，这还有赖于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劝说，蒙古大汗才没有旋行把北中国
“汉人”杀尽以其地尽作牧场的政策。
由此可见，文明，尤其是刀锋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汉文明白身的发展总是依据“盛极而衰”的规律脉动，宋王朝也避免不了这种刻骨的悲剧。
它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讲太先进，文明程度太让人过于陶醉其中，即使囿于一隅，士大夫头脑中仍觉
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所以，自恋至极的宋朝中国人(当然他们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
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他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的衰落和“高度
发展”所引致的迟钝。
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野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他
们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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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回顾三百余年的文明成就，确实让我们对伟大的宋朝有骇然惊
叹之感。
遥想先辈，他们发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毁，国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惨烈的灾难，但华夏人
民充满激情的创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挠的意志力，皆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
产和精神遗产。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
也化为过眼烟云。
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
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与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
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咏叹。
正如一位高卢诗人回忆罗马的辉煌那样：“不可能沉没的身躯，会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现。
它们从深水中反弹而起，将跃得更高!火炬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沉没之后反而更加光
芒四射!”(纳马提阿努斯《循环往复》)是的，伟大的宋朝并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溃的瞬间，也
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宋朝，伟大的宋朝。
已成为永恒。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与野蛮为邻的伟大时代的方方面面，籍此把记忆的碎片黏合起
来，重组三百多年问我们不屈不挠的先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随着佛老在中原的失势，宋朝科举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竞争。
在《宋史》中人传的近两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达近60％。
言论宽松，议论自由，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
同时。
宋朝经学，即两汉以来的对儒家典籍的阐释之学，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训诂改为义理
阐发。
由此，性理之学蔚然大观，北宋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有朱熹道学
、陆九渊心学、叶适事功学等等。
虽然宋儒理学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国人的思想桎梏，但就当时来讲，正是对两汉经学和盛唐佛学的推
陈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儒学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诸子学说的新儒学体系，成为中国古
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文学方面，宋词一洗晚唐浮艳之风，或豪放，或婉约，大放异彩。
其中以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陈亮为代表；宋诗也不可小觑，其多于用典的浓郁书卷气，
使得中华文化精髓每每跃然纸上，尤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刘克庄昂然执其牛耳，悲沉激荡，脍
炙人口。
　　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甚至徽
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北宋连铜钱上的铸字原体也由皇帝亲自书写)。
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 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
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
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
地步。
对此，陈寅恪不无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 科技方面，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竞有三项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
。
培根在《新工具书》中这样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
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
”自然，在农业、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让，一
部《梦溪笔谈》，不经意间已记述了数项独占鳌头的“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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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方面，宋太祖进一步以皇权为中心加强中央统治集权，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权。
而后，宋朝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铨选以及监察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最开
明的时代。
因此，南北两宋三百多年。
　　先前与其后各个王朝屡见不鲜的女祸、宦祸、外戚之祸、藩镇之祸、权臣篡逆之祸、流贼覆国之
祸，在宋代基本杜绝。
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认天下“道理最大”，而并非口口声声“朕即国家”。
外朝官员能够以“ 祖宗家法”的名义限制皇权，大体可按规矩依程序办事。
宰相可把皇帝的“ 御批”攒至数十封一并退还不办(杜衍与宋孝宗)，最终，皇帝不仅不恼，反夸奖对
方“卿等如此守法极好”。
这种君臣温情，在汉唐明清那些所谓的大一统、大有为君王的统治期间是全然看不见的。
　　经济方面，两宋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社会，其多种经济模式均在世界上开一代风气之先。
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屋宇雄壮”，“骇人闻见” 。
经济活动“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市民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
而且，中国首创的纸币交子、会子均在宋代出现并发展定型，这种革命性的货币形式比欧洲要提前六
个多世纪。
同时，一反前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宋代商人不仅经济地位得到提高。
甚至可以入仕为官，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士大夫还得出“商人众则人税多”的崭新价值观。
　　至于英雄豪杰，两宋王朝更是层出不穷，撼人心魄——杨业、寇准、狄青、韩琦、范仲淹、欧阳
修、司马光、韩世忠、刘铸、岳飞、虞允文、辛弃疾、孟珙、余蚧、李庭芝、姜才、张世杰、陆秀夫
、文天祥等等，这些忠臣义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
求义得义，不以成败利害动其心，不以生死贫富移其志，才节两全，代表了我们民族至高至伟的精神
境界。
他们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一心为国，或感激赴义，或慷慨就死，或临难不屈，或捐躯殉国，
功虽有不成。
名却彪炳千秋! 当然，在历数了宋王朝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沉重而不能回避的话题，即
两宋惊人相似的两次灭亡。
　　“本朝(宋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
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
中原陆沉，庸悔何及!”文天祥之语，触及的正是宋初矫枉过正的“抑武”国策。
当然，王朝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个领袖人物的死亡甚至会改变整个历史
进程，比如钓鱼城上飞掷而下的、那块击中蒙哥汗的石块，它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道。
但除却天时、地利以外，人是历史行为的最关键因素。
正是人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两宋的灭亡。
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正如王应麟分析的那样，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
特别令人慨叹的是，大敌当前。
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让人切齿扼腕。
　　宋金隆兴和议后，双方和平状态保持了大约四十年之久。
为此，金世宗获得“小尧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当时后世腐儒赞为“仁恕”之主。
然而大儒王夫之对此很有洞见：“呜呼，此偷安之士。
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
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
完颜雍(金世宗)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
故(议)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为名。
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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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究历史，会有惊人的发现：宋金两国，相踵亡于蒙古，其实最早的祸因正是肇于两国当时的和平
“善举”。
　　金世宗史称为明主，但其实也是篡弑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认为自己能为众人推立为帝已属天
幸，所以，他对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实出于无奈。
至于他“息祸养民”一说，只是腐儒和马屁精的谀词。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野蛮民族只要确定了开始想向“文明”迈进，他就会忘
掉身边又会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蛮民族蠢蠢欲动， “一息之余，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祸，亘百
余年而不息!”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旦金戈铁马的女
真人习惯了风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声就肯定由远而近，金朝、南宋，就会在血火之中化为文明
的碎片。
　　确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南宋对金国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
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舞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
闻之惊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
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歇，金国一方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逐渐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
宋金持战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强占据优势，每年都乘秋高马肥之际逼临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
略，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而疾入于海以亡”。
历史中可以得见的是，金兀术昔日南侵最大的 “结果”，就是使南宋涌现了岳飞、韩世忠、刘铸这样
的忠勇大将，福兮祸兮，实相倚依。
于金国而言，恰似当年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锐气，通好南朝，安宴于洛阳享天下之际
，六镇之祸正由此肇始。
彬彬文治，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赤族无遗之祸。
因此，在血与火的时代，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个国家“乍然一息”。
什么“以两国人民和平意愿出发”，什么“一衣带水、自古友好邻邦”，长此以往，忘兵忘战，国民
肯定会溺于安乐享受，一切忽然之祸，正是种于“缘饰文雅”之时。
　　可悲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汲取历史的经验! 时下的许多历史书籍，皆以“恢宏
”的煽情修辞或对历史晦涩的“解构 ”当成卖点，常把《万历十五年》那样以“偏门”剖析历史的准
历史研究当作模仿对象，各显身手，纷纷从经济、军事、气候等“专业”刃面“切入” 历史研究。
可惜，这些“大部头”著作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扎实又使这些“大历史
”叙述错谬百出，或张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义人物当成历史真实，凸显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心
态。
此外，历史“剖析者”们在铺陈华丽语句大谈特谈历史的“规律”时，他们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历
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戏剧性、决定性作用：钓鱼城下王坚所率宋朝守军扔下的一块石头，如果离蒙哥汗
的身体偏上十厘米，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全部世界历史都将被重写!所以，在学者们以佶屈聱牙的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试图重新诠释历史的时候。
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个人和事件，却被不善于注意历史细节的学者们有选择性地“遗忘 
”了。
　　作为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历史守望者，笔者总是试图突破“历史样板戏”写作的桎梏，仔细
钩沉，复活那些淹没于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生动
的、甚至是“现场的”!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我们民族伟大的、不朽的记忆! 最后，我想以南宋遗
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书怀》作结：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
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
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
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 (hlbbdw@163．com)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刀锋上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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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