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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版图 大世界：解读两宋帝国在中国统一的封建王朝中，两宋帝国给人感觉有点尴尬。
与其他封建帝国相比，两宋缺少了秦汉帝国开拓疆土、勇击异族入侵的显赫武功。
也不见了隋唐帝国万邦来仪的盛世恢宏，更没有明王朝日月耀华夏的夺目光芒。
而历史上两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帝国，蒙元帝国疆域广阔。
一度横跨亚欧大陆；清王朝则以一幅秋海棠奠基了中国版图。
在隋唐帝国和元帝国之间，两宋帝国显得有点局促，因为它的疆域和版图确实有些狭小。
两宋帝国军事上的弱小，更让它在其他帝国面前无法抬头。
西北的西夏政权，北方的辽、金、蒙古等政权轮番攻击两宋帝国。
终于，在金朝的攻击下，北宋王朝灭亡；在蒙古族的攻击下，南宋王朝消失。
一个早已逝去的王朝背影，在积贫积弱中定格。
后世的史家多以此诟病两宋。
而在民间，更是流传着多种两宋帝国的齐东野语。
杨家将血战金沙滩，让我们对北宋初期的历史定格在了悲壮上：狸猫换太子、包龙图陈州放粮、怒铡
陈世美，一个清官的形象在百姓心中渐渐清晰；“少不读水浒”的说法，让很多人在少年时代偷偷领
略了梁山好汉的风采；智截生辰纲，让我们看出了北宋王朝覆亡前的腐朽；而梁山英雄们被招安的结
局，也多少能看出农民起义军的局限。
这个时代的演义小说还不止于此。
听惯了评书《说岳全传》，我们由衷地从心底涌出对岳飞直捣黄龙府的钦佩，对昏君赵构、奸臣秦桧
苟延一隅的愤怒。
同样，看过了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法医技术的高超绝伦，了解了一位“中国
的福尔摩斯”的刚直不阿。
熟识了文天祥后，我们感受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与凄凉。
品读宋朝历史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金庸大侠。
在他妙笔生花的描述下，民间的武侠人物成了王朝更替之际的主导力量。
熟读文史的金庸先生，更是勾勒出了五龙共华夏的奇妙历史景观。
在他的笔下，我们更加感性和直观地认识到西北和西南两个政权的特质。
毕竟，无论是对西夏王朝，还是对西南的大理国，我们都缺少更多的知识。
于是，大理段氏、西夏李姓成了两个政权的代名词。
至于辽朝、金朝，更是宋朝北方的大患：西藏的吐蕃也不时来到中原，更多的是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
。
历史小说和演义故事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但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
两宋帝国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频频入侵，缺少必要的应对手段，即便一
时取得胜利，也在奸臣误国的定义下，以悲剧告终。
这一切早已成为人们头脑中固化的概念。
今天我们回味历史，解读不同王朝崛起和衰落的历史意蕴时，却发现，演义小说和民间传说，让我们
对两宋王朝有了太多的误解。
且不说杨门女将的故事纯属虚构、陈世美冤枉地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也不必说水浒英雄的形象得到
了粉饰、神话岳飞形象时妖化了钟相杨么农民起义，就连我们认为已成定论的很多问题都存在误差。
今天，我们解读两宋王朝的崛起，就是要重新审读帝国的所有内涵，对赵宋王朝在经济、文化和科技
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公允的评价。
此外，对于正史中以讹传讹的问题，更要重新诠释。
在梳理两宋王朝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头脑中关于赵宋王朝固有的概念，与历史的真实
相去甚远。
这个看起来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两宋帝国的版图虽然不大，却在文化、经济和科技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版图虽为有限，却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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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个无限的大世界。
论及任何封建王朝的崛起，一般都会论及这个帝国的军事强盛、政治开明、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和科
技发达，而军事上的强盛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毕竟，拓土之功，不仅尽显帝国风范，而且后世多以此来作为帝国崛起的标志。
而两宋帝国偏偏在军事方面甚是弱小，掩盖了她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解读任何一个王朝的崛起，都要细述开国帝王的精彩亮相。
与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开国君主不同的是。
赵宋王朝的开拓者，在一出“黄袍加身”的演出中闪亮登场。
宣告着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封建王朝的诞生。
此后的“杯酒释兵权”，让其多少解除了自唐朝中叶开始的武将干涉朝政甚至篡位的可能，因为赵匡
胤不想让前朝的悲剧在自己后人身上再现。
与许多封建王朝一样，赵宋王朝围绕皇位的宫廷斗争似乎没有减少。
一个“斧声烛影”，给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死因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赵光义轼兄篡位似乎已经无法
翻案。
更有学者勾勒种种宋代史料，也仅仅是为赵光义轼兄多做几个注脚。
其实，细读两宋王朝的世系表，就能发现一个问题，赵家有家族病史，赵氏家族几乎是一个短命的家
族，家族遗传基因使得赵匡胤暴病身亡。
如今，人们评论王安石，多称其为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改革家之一。
应该说，进入北宋中期的时候，冗兵、冗员已经成为政府运行的沉重负担，这个时候，需要对王朝的
内部进行大的手术。
于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
如果按照今天人们的看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举措，具有极强的现代经济学意蕴，称其为“经济沙
皇”丝毫不过分。
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情况和结果，人们都已经熟知。
但是。
王安石在当时和身后并没有得到今天的声誉，甚至还被指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一骂名一直背负
了800多年。
800年间，王安石除了在自己的老家得到了追捧外，在其他地区一直饱受指责。
直到戊戌变法的主将梁启超为他翻案。
才得以解脱。
也许历史的趣味就在于此。
说起来，王安石比雍正的境遇要差得多，起码背负骂名的时间更久。
如果当时的赵宋王朝能够按照王安石的变法轨道运行，那么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华帝国将屹立于东方。
但历史不能假设，毕竟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伴随着变法的夭折，王安石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威。
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失去了让后世儒生顶礼膜拜的机会。
王安石的“王学”、理学和苏轼的“蜀学”曾并称儒家3大学说。
随着变法的夭折，王学也一同殉葬了。
北宋灭亡、南宋初立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英雄出现了，他就是岳飞。
“精忠报国”是岳母刺字传出的佳话，岳飞更把这种佳话变成了现实。
虽然以身死的悲剧结束了一个抗金英雄的神话，然而，岳飞抗金却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
一直以来，人们以为，岳飞的悲剧在于他直捣黄龙府的目的是迎接“徽钦二帝”回归，他忽视了赵构
的感受。
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回来后，赵构还哪能坐在皇帝宝座上？
贪恋帝位的他，和奸臣秦桧一道，密谋杀害岳飞。
于是，在十三道金牌令下后，岳飞被迫班师，遭遇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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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的真实远不止于此。
在赵构看来，岳飞之过还不在于他奋勇抗金，毕竟这是南宋王朝能够偏安一隅的保障。
至于徽、钦二帝回来。
能否如愿重登大宝，也还是个变数。
岳飞之过，在于他是个武将，手握重兵。
对于宋王朝而言，最忌讳的就是武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的就是不让武将干涉皇帝的家事，“兵
不知将，将不带兵”已经是成例了，而岳飞竟然能够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岳家军”，实在是“皇恩
浩荡”。
对帝位敏感，不希望武将过问家事，更是赵宋王朝的惯例；但岳飞偏偏请赵构早日立太子，犯了忌讳
，这才是赵构杀岳的真实原因。
赵宋王朝不管是崛起还是衰落，总有一批文臣武将在为之赴汤蹈火。
从北宋初年的杨业到北宋中期的王安石：从南宋初年的岳飞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
同样地，哪个时期都有奸佞当道，蔡京、秦桧、贾似道等权臣误国，让人唾弃。
北宋亡国，输在了一场意外的失利上；南宋亡国，则是它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军事上的悬殊差异，导致赵宋王朝结束了300多年的统治。
而赵宋王朝的灭亡，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强大帝国——元。
这是赵宋王朝政治、军事方面的发展脉络。
说起来，两宋帝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上非常辉煌的时期。
有人曾做过统计，宋朝时，中国的GDP占到全球一半左右。
而它的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
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除了造纸是汉代蔡伦发明的之外，活字印刷术发明者为北宋的毕舁，这项发明让人类可以更加持久地
传承文明；指南针的发明，让世界航海家实现环球航海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则让古人开山找矿成
为可能。
赵宋王朝在科技上的另一个贡献，是《梦溪笔谈》的问世。
这部著作，凝结着北宋军事家、百科型学者沈括的毕生心血。
这部书充分体现了沈括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其中物理学方面集中在声学、磁学和光学方面，并解读了
指南针、小孔成像和声音共振原理。
当代人生活中离不开的石油，而这个词的发明者就是沈括，这也可以说是沈括在化学方面的贡献。
而在地理学方面，他的成就集中在流水侵蚀学说和海陆变迁的科学解释上。
总之，这部以笔记体裁写成的典籍，尽管书中只有三分之一与自然科学有关，但涉及了天文、历法、
气象、数学、地质、地理、物理、化学、医药、生物、建筑、冶金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至今依然受到
中外学者的推崇，堪称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两宋在经济上，中外经贸交流的频繁，纸币的出现、商业城镇的繁荣、江南地区的发展，农业上新品
种的引进、农业用具的改良等，无一不说明两宋的繁华。
市、坊分离是宋代商业城镇发展的特色。
而宋代的首都开封，成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号称人口百万。
街区两侧开设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以开封为背景，突出描绘了北宋都城水陆运输和市面繁荣的景象。
从这幅精美的画卷上，我们可以看到东京汴梁城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
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一一重现。
江南市镇也在这个时期逐渐繁荣。
杭州成为南宋首都后，这里的商业繁华不亚于东京汴梁。
而这还只是两宋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
要说到文化上的繁荣，两宋王朝完全可以傲视整个古代中国。
唐宋散文八大家，6位出自宋朝。
宋代更是将词的艺术发扬到极致，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光辉夺目的一页，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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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词中，既有“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词人代表李清照、柳永，也有“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词人苏轼、辛弃疾。
在思想领域，儒释道在长期论争后，于北宋年间逐渐融合，加之当时的争鸣探讨风气浓厚，最终形成
程朱理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品味赵宋王朝，一样地需要重新解读这个王朝所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透过这一个个历史故事，能够
演绎出一个王朝崛起和衰落的历史进程。
两宋帝国正是在太祖爷黄袍加身的故事中开始，又在末代帝王投海的悲剧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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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世中国：两宋卷》是本丛书的第三本，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文风，介绍了“小版图，大世界
“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三个太平盛世——北、南两宋，那些猎猎风尘和滚滚狼烟、凛冽寒潮
和刀光剑影。

　　《盛世中国》丛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五个主要盛世（秦汉、隋唐、两宋、明朝、清朝）的起源、
发展、高潮、衰落、灭亡全过程，并重点介绍了其政治管理的出色、军事外交的强盛、文化科技的辉
煌。

　　本丛书作者基本上以著名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以及部分专业作家和知名撰稿
人组成，知识广博，史料丰富，秘闻多见，故事精彩，且观点、见解把握到位，可读性强；兼之语言
流畅，文笔生动，佳句不断，通俗易懂，是一套不错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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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常熟，天下足
工商业的兴盛与纸币的出现
第八章 南宋军事外交上的亮点
东京保卫战
韩世忠大战黄天荡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上）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下）
令牌十三道，含冤风波亭
第九章 南宋文化科技的辉煌
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上）
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下）
婉约李清照，豪迈辛弃疾（上）
婉约李清照，豪迈辛弃疾（下）
繁盛的两宋书画
“中国的福尔摩斯”宋慈
第十章 南宋的终止
“蟋蟀宰相”贾似道
小皇帝退位
人生自古谁无死
臣心一片磁针石
附录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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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威建后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个南北朝，一个是两晋帝国与隋唐帝国之间的南北朝时期，
另一个则是隋唐帝国与两宋帝国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
不过，这第二个南北朝时间非常短暂。
虽然如此，它却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抹的一笔。
公元907年，盛极一时的唐朝大帝国，在长期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中，终于在历史的舞台
上退场了。
然而，历史这个大舞台从来就不乏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古儿皇，权臣宿将，明哲保身长乐老，锐意进取改革家，忠的奸的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大家纷纷粉
墨登场，演绎着战乱纷纭的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开始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至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
短短50多年的时间，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此外还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
、闽、楚、南汉和北汉10个割据政权。
在这些政权的更替过程中，依旧可以看出唐代藩镇割据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武将们依旧扮演了朝代更
替的主角。
当后汉从后晋手中接过政权后，却并没有避开武将篡权的结果。
郭威(公元904年～954年)，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其父郭简曾任顺州刺史，后被刘仁恭所
杀。
3岁的郭威就成为孤儿，由其姨母抚养。
少年的郭威虽然生于官宦之家，但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刚毅、任侠，体恤下情的性格。
18岁时郭威投军到李继韬军中，经常有犯禁的事情，受到李继韬庇护。
有一次郭威醉酒后在街市上游逛，时有一屠向其叫板，敞胸露腹纹，问郭威是否敢杀他。
郭威即取刀将其刺死，也是在得到李继韬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
其后，李存勖杀李继韬，并将其部下编入自己亲军，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
这时的郭威，已经是一个较低级的军吏，而不再是那个只会好勇斗狠的莽撞少年了，他略知兵法，处
事谨慎小心。
刘知远在后晋任侍卫亲军都虞侯时，郭威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久就成为刘知远心腹。
契丹灭晋后，郭威、苏逢吉、杨王章、史弘肇等历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开国元勋。
后汉主刘知远在临终前托郭威等4位心腹为辅弼大臣，共辅18岁的刘承祜。
刘承祐初即位，授以郭蔚为枢密使。
不久后汉发生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赵思馆、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的叛乱。
刘承祐几次派兵征讨都无功而返，遂征求郭威意见，请求他出兵讨伐。
皇帝亲询郭威以征伐事，可见他此时在后汉朝廷中的地位。
郭威于是亲自领兵征讨，于军中迎见宾客时宽衣大裳，风度儒雅；打仗时却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关
心士兵时躬身下问，接受意见时和颜悦色，不拒人言；论功行赏时又能匿己身之功，彰他人之优。
因此，郭威深受部下爱戴，不久叛乱就被平息下去。
此后郭威的声誉如日冲天。
公元950年郭威被任命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
州军事，可谓权倾一时。
然而，此时的刘承祐已不再愿受辅弼大臣的控制，就与其舅父定计斩杀了史弘肇、杨王章等人，紧接
着又把屠刀指向了郭威。
郭威深知功高震主之理，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奋戈一击，于是与其亲信魏仁辅商议对策。
后者劝郭威举反，用留守印制诏书，号召军士。
众军士平日里就素善郭威，听此消息，群情激奋，骤聚旗下。
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为名，举起了反抗大旗。
几天后，郭威的兵锋直抵开封城下，刘承祐被乱兵杀死。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盛世中国:两宋卷>>

郭威兵入京师纵兵大掠。
为稳定局面，郭威并没有立即登上皇帝宝座，而是迫太后下诏，立刘知远的侄子以继大统，派大臣到
徐州去迎请，却阴使人将其杀害。
而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至澶州(今河北濮阳)。
郭威的将士群情激昂，直冲他住所，有甚者门不得入就翻墙而过，请郭威即天子位。
郭威闭门以拒。
然乱军山积，争先恐后，部下裂黄旗披郭威身以代赭袍。
就这样，呼山震地地拥着郭威返回了开封，迫使太后下诏由他监国。
看似一场闹剧，其中却隐藏着多少人的功名利禄。
也可见黄袍加身并不是宋太祖一人之专利。
有人会说郭威是乱臣贼子，然而五代事，拥兵自重权军者篡位登基比比皆是，又非郭威一人，时势造
也。
郭威就任监国不到几个月，就于次年(公元951年)登基称帝，庙号太祖。
他认为自己是周朝虢叔的后代，所以定国号为周，即五代后周；又改当年为广顺元年，都城仍旧是开
封。
郭威虽家世显赫，但幼年时孤贫，长期的下层生活，使他深知民间的疾苦，因而刚即位不久就着手废
除前朝弊政。
即位当日，他下诏掌管仓库的官吏不得收斗、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这样就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
该诏又说，对盗窃及奸者废除连坐的惩罚。
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即死，且连其族的刑罚，有了明显的减轻。
公元952年，又下诏对贩私盐、私牛者的刑罚也给予减轻。
在处理营田出卖的问题上，郭威更显出一个明主的典范。
他说：“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钱何为?”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对于震
主之人坚决予以打击，一改五代权臣飞扬跋扈的风气。
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郭威还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
他即位之初就对近臣说：吾起于寒微之间，备尝人生苦难。
于是悉罢四方所供珍美食物。
在其临终前更是下诏薄葬，厉行节俭。
公元954年郭威病死，事业未竟，留给了历史上又一个较英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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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初接到“盛世中国”丛书约稿时，找并没有体会到这套丛书的难度。
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等栏目的影响，“历史热”遍及华夏大地。
前些年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曾接到一些通俗类读物的约稿，稿件完成后，得到了出版界朋友的认可。
于是，借助前些年读书的底子，就贸然接下了《盛世中国·两宋卷》一书的写作。
然而，当我把提纲列出来后，却发现，对两宋王朝的定位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谈“盛世”啊？
在人们固化的概念中，军事上的鼎盛、版图上的扩大，才是王朝崛起的标志。
当我再次阅读数部当代编修的宋史，并参照阅读《宋史》以及其他原始文献后，这才发现，对两宋王
朝的偏见，掩盖了我们对这个朝代真实的认识。
其中，既有对历史人物的片面认识，也有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
那么，如何能够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用我们的语言将它讲述给广大读者，是我们几个
策划者和作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记得当时策划这套丛书的李子迟先生在约稿之初，就把丛书定位在既要有学术性，文字上又要通俗易
懂，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说颇有些难度。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总算按照预期的要求交出了书稿。
完成这样一部既能面向大众、又要带有一定学术色彩的图书，对于我和几位合作者来说，都是一种尝
试。
所幸，几位在高校古代史任教的老师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在翻阅了诸多古典文献后，又参考了大
量前人先贤的研究成果，与我共同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的序言和全书框架由张博完成，陈官跃撰写第一章 、第二章 ，冯雪飞撰写第四章 、第五章 ，孙
振丽撰写第七章 、第八章 ，胡烨撰写第三章 、第六章 。
全书最后由张博、李子迟润色定稿。
由于本书自身的要求，在行文中，并没有采取一般学术著作的引文注释格式；但在参考文献中，我们
尽量将已阅读的书目列入。
应该说，正是有了很多学术前辈的严谨考证，这部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盛世中国·两宋卷》才
能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完成。
古人向来有“文章千古事”的说法，更何况是著书立说。
虽然我们只是找到了学术殿堂方向的初学者，但也有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于是，既要尊重
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发出我们的一家之言，成为大家追求的目标。
希望这部小书能够让读者朋友对两宋王朝的印象有所改变，希望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有关历史事件
的评价能够让您耳目一新。
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我们近两年的写作时间就没有浪费。
作为本书的最后定稿人之一，我深知自己的文字功底还不算太厚实，希望在行文中对其他几位作者文
字的改动没有出现硬伤。
写这类图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尝试。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也欢迎广大读者就其内容与我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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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世中国:两宋卷》解读任何一个王朝的崛起，都要细述开国帝王的精彩亮相。
与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开国君主不同的是。
赵宋王朝的开拓者，在一出“黄袍加身”的演出中闪亮登场。
宣告着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封建王朝的诞生。
此后的“杯酒释兵权”，让其多少解除了自唐朝中叶开始的武将干涉朝政甚至篡位的可能，因为赵匡
胤不想让前朝的悲剧在自己后人身上再现。
品味赵宋王朝，一样地需要重新解读这个王朝所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透过这一个个历史故事，能够
演绎出一个王朝崛起和衰落的历史进程。
两宋帝国正是在太祖爷黄袍加身的故事中开始，又在末代帝王投海的悲剧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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