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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

内容概要

第一部全面观照
宋朝与辽、夏、金、元四大政权和战消长的纪史宏构
拨开金庸射雕三部曲的传奇迷雾
为你展开公元十世至十三世纪
中华疆离乱分合悲壮斑斓的历史长卷
本书为“两宋烽烟录”丛书之一。作者依托翔实的史料，对公元十世纪北宋王朝完成中原统一之后，
与北方民族契丹所建立的辽王朝相互间的关系变动，作全方位的观照。书稿共分《城头大王旗》《画
策收南北》《呜咽高梁河》《拉锯战未休》《澶渊订和约》五章，加上一个追叙源流的“楔子”和一
个总括大略的“尾声”。全书体例严谨，叙述流畅，形象可感，以其层次分明的叙述，独出机杼的见
解，加上描绘清晰的地图配置，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本生动可读的通俗性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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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宏义，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宋史、古典文献学，主要论著有《细说宋
太祖》《宋朝方志考》《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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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数风流人物楔子第一章 城头大王旗（947—959）  一 予取予夺（947—948）  二 风云诡谲（948—951）  
三 高平扬威（952—954）  四 三征淮南（955—958）  五 快收三关（959）第二章 画策收南北（959—975
）  一 陈桥兵变（959—960）  二 雪夜定策（960—962）  三 北守南取（963—971）  四 金陵降幡（961
—975）第三章 呜咽高梁河（976—986）  一 斧声烛影（976）  二 宋帝蒙耻（977—984）  三 燕燕当国
（979—983）  四 岐沟溃败（984—986）第四章 拉锯战未休（986—997）  一 血沃大野（986—989）  二 
守内虚外（989—995）  三 真宗继位（995—997）第五章 澶渊订和约（998—1005）  一 烽火烛天（998
—1003）  二 六郎战迹（999—1004）  三 化剑为犁（1004—1005）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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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古人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大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
天下惶惶，政局紊乱，藩镇称雄，朝秦暮楚，干戈不息，遍地狼烟，生生地将一个曾经威震四海的大
唐帝国给土崩瓦解了。进入诸侯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这四分五裂的世界更透出那极乱景象：靠镇压
黄巢农民军发家的朱全忠，凭借大刀长枪、劣马悍卒，建立了后梁王朝，但最终却死于儿子朱友珪之
手；而朱友珪还未将皇帝宝座坐热，就被自己兄弟后梁末帝朱瑱所杀。后唐庄宗同样凭借麾下的大刀
长枪、烈马悍卒，夹黄河上下十年恶战，从后梁末帝那里夺得江山；但不过数年，顽劣不驯的后唐庄
宗又死于兵变者的乱箭之下，后唐明宗于兵乱中称帝；其后，唐明宗处死反乱的皇太子，将皇位传给
次子李从厚，但随即被养子李从珂（后唐末帝）所夺。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
（辽太宗）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惨重代价，向北方强国契丹借兵灭亡了后唐政权，当上了“儿皇
帝”，是为晋高祖；但继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随之与契丹交恶，于是辽太宗亲率铁骑，与后晋军连年
血战，终于消灭了后晋军主力，后晋灭亡。此真所谓“秦失其鹿，天下逐之”。现在，作为“中原逐
鹿”的胜利者，辽太宗统领契丹大军，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向往已久的中原王朝之国都开封城（今属河
南），但他作为中原皇帝的生涯却是意外的短暂，几乎是刚开始就结束了。 公元947年正月一日元旦
清晨，在开封城北野外的契丹大营外一座小土山上，身披铠甲、穿戴着貂皮衣帽的辽太宗，驻马独立
，眺望相距并不太远、但是甚为高坚的开封城头，想到已经实现父皇夺取中原的遗愿，自是感慨不已
。 作为中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的契丹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潢水、土河（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西
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契丹”的本意为镔铁，取来作为部族名称，以表示
坚固的意思。唐代后期，随着唐朝、突厥与回鹘等势力趋于衰微，契丹族得以迅速发展。907年，契丹
部落军事首领夷离堇耶律阿保机自立为可汗。是年正是朱全忠废唐、自立为后梁皇帝之岁。916年，阿
保机建契丹国，自称天皇帝，是为辽太祖。一予取予夺(947—948)当契丹骑兵入主开封城以后，原后
晋官吏面对新主，心态各异：部分不愿臣事契丹的州郡长吏，或闭关自守，或南投南唐，或西奔西蜀
；大部分地方官员和在开封城内的官吏，纷纷奉表归附。但除了少数死心塌地追随契丹者以外，大部
分官员其实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地方州军长吏，更是密切注视盘踞河东的强藩刘知远的去就，来决定
自己的归向。辽太宗在兵灭后晋之后，曾多次对后晋降臣谈起：“中国(中原)事，我皆知之；吾国事
，汝曹不知也。”从他对待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态度来看，可知这并不是一句虚语。刘知远为石
敬瑭的心腹大将，爵封北平王，镇守北都太原，独当一面。后晋出帝继位后，对前朝重臣刘知远十分
猜忌，虽然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统辖北边军马，但实际上，河东以外的北边诸军行动直属开
封，完全不告知刘知远，更不要说让刘知远指挥了。对此，刘知远也心知肚明，韬晦自守。当后晋出
帝与契丹交恶、大打出手时，刘知远深知后晋军难以取胜，实属自取危亡之道，却从未上奏论谏，也
不遣兵人援、夹击辽军，反而乘机扩展自己势力，借口为防范契丹兵马入侵河东，大肆招募士卒，步
骑战士达到5万余人，成为后晋诸镇节度使中军力最强者。辽太宗对此中隐衷也十分明了，所以与后
晋主力在河北血战时，对河东方向并未过分防备。一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刘知远获知辽太宗已
进入汴京城，即刻分遣兵马守备河东四边关隘，以阻止契丹势力侵入。当时，辽太宗下诏让包括刘知
远在内的各地原后晋藩镇来开封觐见新天子。正在观望中的刘知远为了就近观察一下辽太宗行事如何
，能否坐稳汴京龙椅，就派帐下亲校王峻南下，向辽太宗进献了三份表章：其第一表，恭贺辽太宗进
入汴京；第二表解说自己不能前来朝觐的原因，因为“太原地区夷人、汉人杂居，戍守将士云聚，情
况复杂，未敢擅自离开职守”；第三表的内容是向辽太宗讨价还价：太原人贡辽太宗的所有贡品，因
为有一支契丹兵马自河北西来太原城南的南川屯驻，正处太原南下汴京之通道上，太原城中军民颇为
忧惧，故欲待辽太宗招回此军，道路始通，即可人贡。对于刘知远虚贺自己称帝汴京、实则要辽军自
河东主动撤兵的伎俩，辽太宗也是心知肚明，不过因时机未到，辽太宗表面上依从刘知远的建议，将
偏师撤出河东，实质是为避免被刘知远一口吃掉。同时，辽太宗亦同样用虚的一手来笼络刘知远：赐
手诏褒美刘知远的归附，在刘知远的姓名之前加一“儿”字，并赐予木拐。按照草原风俗，只有德高
望重的贵臣才能得到可汗所赐的木拐，不论官庶军民，只要望见持木拐者经过，都需避开让道。而辽
太宗在刘知远的姓名前加一“儿”字，则是用石敬瑭之先例，含有向刘知远示意自己正在考虑让刘知
远成为“儿皇帝”。当然，从辽太宗对付赵延寿、杜重威的手腕上看，这仍然属于玩虚的。过了几天
，刘知远获知各地藩镇纷纷前往汴京朝见辽太宗，迫于压力，只得再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携带贵重的
礼物和名马入贡辽太宗。辽太宗自然大为不满，就让白文珂带话给刘知远道：“汝不侍奉南朝(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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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

晋)，又不归附北朝，其意欲何所待耶？”此时，出使汴京的王峻回转太原，告诉刘知远道：“契丹贪
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但已存据有中原之心的刘知远，迫于河东地处一隅，兵马不足，无力
硬抗契丹全军，故不敢强拒辽太宗，所以听了王峻之言后，更是与契丹人虚与委蛇，等待时机。刘知
远对急切劝说自己“举兵进取”的部下解释其中利害道：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现今契丹人新
收降十万晋兵，虎踞汴京，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欲获取者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
去，况近时冰雪已消，气候转暖，其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果然，只想掠取“
货财”的辽太宗君臣，被中原军民赶出了汴京，向刘知远提供了攫取天下的“万全”良机。对于中原
军民抵抗契丹的行动，宋代之后颇有人从“夷、夏大防”上进行分析。其实不然，五代时期人们对“
华、夷之辨”并不强烈，对非汉族统治者也大体能接受，如后唐皇族为沙陀人，后晋皇帝亦有夷狄血
统，而中原士大夫也往往北逃，出仕契丹。这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人们严格“华、夷之防”者大有
不同。辽太宗也未认为由于自己为契丹人、从而不为汉人所接受，是此次南下中原失败的原因。辽太
宗曾在北撤途中反省说：“我此行有三失：纵兵掳掠粮草，一失也；括民私财，二失也；不早遣诸节
度使还镇，三失也。”对于其前二失，是指不该在汉人居住地区强行实施落后的草原掳掠行为，第三
失是说不该不任用后晋降将、降臣去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辽太宗所说的“三失”确实是其被迫退出
中原的重要原因，但辽太宗还是回避了造成此“三失”的深层因素，即来自北方草原的契丹皇帝对中
原人怀有深刻的忌疑。虽然在得到燕云地区以后，辽太宗已逐渐接受汉宫，推行汉制，“因俗而治”
，但因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后晋傀儡政权，最终却成为自己的仇敌，血战连年，所以对中原官民深怀
猜忌之心，而由此施行的防范、制裁和掳掠政策，先后激怒了原后晋军士、官吏以及中原百姓，而军
心、士心和民心一起丧失的结果，自然只有在一片喊杀声中狼狈逃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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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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名之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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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7



《天衡》

编辑推荐

　　《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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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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史的阅读是越来越上瘾的。质量没得说，好，内容还没看~等看了再评价~
2、花了好多笔墨写五代史。严谨有余，生动不足，情节被复杂的人物冲淡了，若能做到详略得当（
甚至某些非VIP根本不必提及），这本书可以给五星。
3、书籍不错，好书！
4、个人观点是四部曲中写的最好的一本
5、同师伯细说宋朝
6、一口气读完天衡和天倾两本，非常纪实和全面。但总觉得只是在记叙历史，少了些作者自身对历
史事件的看法
7、内容文笔都很ok！但是如果错别字少一点引文不要简化只加必要的注释就更好了[心]~
8、上天若再予宋太祖十年，如今我回顾这段历史一定会少了许多扼腕与哀叹
9、研究宋代军事史的好书
10、今天京东一套4.9折，划算，赶快行动！！！买来的这本有折损，结合资治通鉴看看还是不错的，
没有写完整的宋辽和战史，到宋真宗为止，续资治通鉴还是有价值的
11、纸张感觉比较粗糙，同在新华书店看到的相比差异很大，不敢断定是否为正版！
12、作为战争实录，作者还是加入了一些感情上的评价，没深层次的发掘本质原因，也无战略战术分
析。    算作是历史爱好者的入门读物吧。
13、此书详细描述了对从辽太宗灭亡后晋，到澶渊之盟这五十余年内辽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军事互动
过程，其中以宋辽关系着墨最多。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语言流畅，历史功底扎实，对史料的辨析能力也很强，对各个战役和当时的战略形
势描述详尽，却没有任何杂乱之感。而且对双方人物和政策的评价也相当客观，没有大多数科普书那
样盲目的贬宋捧辽的毛病，非常值得一看。

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没有标注出原始史料的出处，稍显遗憾。
14、互有胜负！
15、真是窝囊。汉人自己窝里斗的时候凶悍的像土匪，全是小人奸佞当道，面对契丹人就变软蛋，尤
其赵匡胤哥俩。文化经济发展的再好也只是苟且偷生，醉生梦死。赵光义开始就对契丹人怂了，从根
儿上就怂，靖康耻是合理结局。
16、幽云十六州之不据如芒刺在背，让宋终生不得宁日，是如今之蒙古裂图，江东江北兴安岭脱版
17、详尽的描述了宋与辽之间的和与战，不错。
18、文笔较质朴，惜大家气象不足。
19、这套书中读完的第一本。有叙述，有考证，态度严谨，请记住顾宏义这个名字，关注他的作品。
20、关于宋辽和战的专题史，详实而又不失精彩。
21、叙事详细，可读性不错，作者自己发表观点也克制，基本限于考证
22、北宋立国之初，还是朝气蓬勃的，可惜。宋太宗不是个明君，一手好牌他打不好！
23、第一次买顾宏义先生的书，看完觉得真是细致严谨，太棒了。
24、感兴趣，看起来自然有味道
25、14.04.07 讫
26、很不错，值得一看
27、通过聚焦四大民族战争，勾勒出鲜活的、波澜壮阔的两宋战争史。公元10 —13世纪，辽（契丹）
、宋（包括北宋和南宋）、西夏、金、蒙古王朝相继建立或勃兴，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呈现出多个政权
分立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区性割据政权的对立以及尖锐的民族矛盾，战争频繁，举凡统一战争、民族
战争、农民战争，其频率之高和程度之剧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宋辽战争、
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蒙战争相继登场，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
向，给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军事家留下了无尽的研究命题和思考的空间。因此，研究两宋历史，解
释10 —13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无视这一历史时期的战略环境和频繁的民族战争；而研
究10 —13世纪的军事史，更需要将该时期的民族战争作为重点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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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作者很博学，但是文笔是不是应该再修炼修炼？整本书基本都是大段大段的长篇累牍，也不懂个
详略平衡，长短适中，看着好累
29、本系列四本书的标题太像文学小说，初见还以为是时下流行的历史小说，可能会使得不少读者错
过这套好书。这四本书，实在是远高于期待值的好书啊！目前洗手间有两本，枕边有两本。作者治学
严谨的同时，在文字表达方面的功力深厚，使得原本略有些枯燥的史学著作变得轻灵不少。好评加推
荐！
30、现代版纪事本末，至于观点有些未免武断，但比什么“那些事”之类的垃圾快餐，可好的太多了
，翻翻还是不错的。 续：对于这种叙述类的史书，最重要客观，本书在这方面却很不合格，急于表达
各种观点，而实际上没有扎实的论证，这些观点一点意义都没有，而这类体例是没有足够的空间给论
证的。而且作者简单的分析很多都显得异想天开，如关于“雍熙北伐”，所有责任全推给太宗，甚至
诸多臆测，捕风捉影，实在大可不必。王晓波先生的《宋辽战争考略》则写的客观的多，让人信服，
有所收获。
31、好书，巨细靡遗，可以对天水一朝与契丹之间的恩怨作一通观。
32、内容不错，只不过装订和纸张有一点点粗糙，总体满意
33、五星好评，文笔不错。
34、动辄以穷酸小人之心，度帝王将相之腹。对此类历史读物，忍无可忍，啐而弃之。
35、我看了天裂，对这一本书很期待，希望很同样让我惊喜。
36、从包装到内容,真的很好,这个系列太好了
37、最近体会负重的日子，边吃饭边读边看小伙伴同步评论也是一乐事
38、好书！填补了知识点的空白！
39、12.18-1.1 
40、　　太祖刚上位时靠义社十兄弟、赵普和赵光义来维持大局。皇位初步稳固后，先释了十兄弟的
兵权，擢拔资历更轻但更加忠心耿耿的小字辈，以通过他们的手控制禁军；任命赵普及其亲信掌行政
权；将皇弟赵光义由殿前都虞侯擢升为开封府尹(彼时此官职即为东宫也)，这等于变相剥夺了光义的
军权，以避免皇亲掌管禁军的大忌。
　　
　　另一方面，任由宰相赵普和皇太弟赵光义之间明争暗斗，自己坐收渔利。搞平衡，避免两派中的
任何一派作大。
　　
　　第一回合，赵光义推荐符彦卿掌管军权。符彦卿为赵光义的老丈人，赵光义此举乃试图间接控制
禁军也。太祖当然未允，任命自己的亲信、于己有救命之恩的张琼继任都虞侯，将军权抓在自己手里
。琼不听光义调遣，与赵普关系密切，且尝言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时事，因此光义一派不满之意日盛
。
　　
　　第二回合，为平息赵光义一派的不满，太祖不惜杀掉张琼，理由为&quot;厂卫&quot;间谍头子石
、史所提供的莫须有罪名。张琼起初奋力抗辩，认为是石史二宵小谗言离间君臣所致。待到知晓石史
不过是打手之后，乃知系出自上意，自己必死也。遂于狱中解下自己官服上的腰带，托人送给老母以
作留念。琼死后，上赠张家大量钱物，并擢升琼之兄，以为回报。
　　
　　第三回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征讨荆湖，以朝中重臣李处耘为监军。大军势如破竹，凯
旋而归。李处耘声望日隆，按五代以来成例，有拜相之功。李向来与赵光义关系颇深，因此贪恋权位
的赵普甚为不满。天子以主将与监军之间闹矛盾为由&quot;震怒&quot;，李处耘未得其功，反遭贬损:
由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谪为淄州刺史。李处耘&quot;恐惧不敢自明&quot;，数年后病逝于贬所。其
子李继隆亦除籍，后虽复官，然而&quot;落魄不治产，以游猎为娱&quot;。直到开宝末年，赵普罢相
之后，太祖才追念李处耘，其举动有:擢升李处耘之子，为赵光义礼聘李处耘之女为妻，以为补偿。
　　
　　每一步骤每一回合都有皇帝的影子在后面。太祖自然对赵普和赵光义两派间的不合了如指掌，然
又听之任之，他唯一努力做的不外乎是搞平衡:一派势炽时予以打压，以避免另一派派处于绝对劣势，
为此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假案错案。至于其中原由，当事人自然知道--含冤的张琼知己必死，所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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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给老母亲留个纪念品，重臣李处耘仅仅是恐惧而不去&quot;自明&quot;，儿子也浪荡不置产业--但
绝不喊冤，或者说，明知道就算是喊冤也没用。太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绝对知道。所以多年后
，会给张琼平反，会给李处耘后人以补偿。但在彼时彼刻，那意思再明确不过:借你的人头一用。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的另一面却也是黑漆漆的吃人不吐骨头。智商，胆识和手腕缺一不可。
　　
　　从政有风险，择业需谨慎。
　　
41、一部宋辽和战史，让我记住了柴荣。
42、不错，有考证又有见解，对很多宋人书籍的伪胜不实之言做了辩证。缺点略显枯燥，然学者写普
及书籍亦多见考证，营养绝非明朝那些事儿等民间写手可比
43、客观分析两宋历史
44、和《经略幽燕》一书对照着看，2015年读完的第10本书
45、感觉没宋金 宋元 写得好，有点失望 啊

46、最近剛好再看宋朝. 金. 遼. 夏這個從唐朝由後梁朱溫滅國後. 五代十一國短短50年的發展. 接下來宋
朝在南方如何跟北方的非漢族人種的對峙
47、宋史写的不错的一部系列书籍
48、买了一套书不错了解了历史
49、快读完了。感觉作为一部普及式的断代史是不错的，对于史料有考证也有辨析。但是碍于篇幅，
很多东西都没有展开来写（比如说经常突然冒出一个陌生名字让我不知所措），所以看得不是很明白
。还需要对照其他的书来看最好。
50、宋辽军事斗争的历史
51、写得很翔实，考证严谨。值得买，看完值得保留。在电子时代，值得保留的纸书就是好书。
52、很多史实问题并不严谨,,譬如太祖之收兵权与罢藩镇的关系...保俶塔的说明等等..
53、从合战的角度来讲述宋这个悲哀的王朝。。很新颖。。考据也十分让人信服。。虽然情节不如一
些话本小说。。但是很有大家气象。。宋这个朝代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实在拿捏不准对他的情感。
。是恨？是爱？恨他一步步走向灭亡还是爱他清流高雅的文人品格。。读一本是一本。。估计是承受
不了最后的魂断崖山。。
54、全书无一个赘词无一句废话，信息量爆满，可一读再读！
55、宋太宗真是有辱官家这个称呼啊- -真宗挺逗的。
56、一部白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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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太祖刚上位时靠义社十兄弟、赵普和赵光义来维持大局。皇位初步稳固后，先释了十兄弟的兵权
，擢拔资历更轻但更加忠心耿耿的小字辈，以通过他们的手控制禁军；任命赵普及其亲信掌行政权；
将皇弟赵光义由殿前都虞侯擢升为开封府尹(彼时此官职即为东宫也)，这等于变相剥夺了光义的军权
，以避免皇亲掌管禁军的大忌。另一方面，任由宰相赵普和皇太弟赵光义之间明争暗斗，自己坐收渔
利。搞平衡，避免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作大。第一回合，赵光义推荐符彦卿掌管军权。符彦卿为赵光义
的老丈人，赵光义此举乃试图间接控制禁军也。太祖当然未允，任命自己的亲信、于己有救命之恩的
张琼继任都虞侯，将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琼不听光义调遣，与赵普关系密切，且尝言赵光义为殿前都
虞侯时事，因此光义一派不满之意日盛。第二回合，为平息赵光义一派的不满，太祖不惜杀掉张琼，
理由为&quot;厂卫&quot;间谍头子石、史所提供的莫须有罪名。张琼起初奋力抗辩，认为是石史二宵
小谗言离间君臣所致。待到知晓石史不过是打手之后，乃知系出自上意，自己必死也。遂于狱中解下
自己官服上的腰带，托人送给老母以作留念。琼死后，上赠张家大量钱物，并擢升琼之兄，以为回报
。第三回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征讨荆湖，以朝中重臣李处耘为监军。大军势如破竹，凯旋
而归。李处耘声望日隆，按五代以来成例，有拜相之功。李向来与赵光义关系颇深，因此贪恋权位的
赵普甚为不满。天子以主将与监军之间闹矛盾为由&quot;震怒&quot;，李处耘未得其功，反遭贬损:由
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谪为淄州刺史。李处耘&quot;恐惧不敢自明&quot;，数年后病逝于贬所。其子
李继隆亦除籍，后虽复官，然而&quot;落魄不治产，以游猎为娱&quot;。直到开宝末年，赵普罢相之
后，太祖才追念李处耘，其举动有:擢升李处耘之子，为赵光义礼聘李处耘之女为妻，以为补偿。每一
步骤每一回合都有皇帝的影子在后面。太祖自然对赵普和赵光义两派间的不合了如指掌，然又听之任
之，他唯一努力做的不外乎是搞平衡:一派势炽时予以打压，以避免另一派派处于绝对劣势，为此甚至
不惜制造冤案假案错案。至于其中原由，当事人自然知道--含冤的张琼知己必死，所作的事仅为给老
母亲留个纪念品，重臣李处耘仅仅是恐惧而不去&quot;自明&quot;，儿子也浪荡不置产业--但绝不喊冤
，或者说，明知道就算是喊冤也没用。太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绝对知道。所以多年后，会给张
琼平反，会给李处耘后人以补偿。但在彼时彼刻，那意思再明确不过:借你的人头一用。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政治的另一面却也是黑漆漆的吃人不吐骨头。智商，胆识和手腕缺一不可。从政有风险，择业
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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