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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帝国》

内容概要

《消失的帝国:契丹帝国》内容简介：契丹族最初活跃于赤峰境内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从发生
、发展、强盛、衰败直至消亡，前后经历了1200余年。《消失的帝国:契丹帝国》通过对契丹民族以及
其建立的帝国的发展为线索，妙趣横生地介绍了在契丹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人物与故事，特别介绍了契
丹民族西进之后在中亚的那段历史，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事件关系、政权关系梳理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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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帝国》

书籍目录

序篇追寻900年前远逝的契丹民族 第一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契丹民族的来源之谜 木叶山下的青牛
白马：契丹族的起源传说 宋人别有用心的匈奴说：人种复杂的鲜卑余部 妖魔化的祖先：荒诞传说的
另类解读 第二章长城内外百花香——奠定北中国版图的草原新主 没有话语权的尴尬：一个被忽视和
扭曲的政权 另一个北朝：北中国版图的奠定者 把长城圈进自家大院：草原与汉地正常交往的新途径 
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国两制的成功尝试 五京并存：独出心裁的分都制度 四时捺钵：契
丹皇帝的现场办公 将女权进行到底：女主浮沉的帝国政坛 上部缺乏耐性的代价——迟到500年的帝国
开基 第三章心急吃不着热豆腐——帝国建立前的漫漫长夜 一分为三：朝贡带来的意外后果 50年后重
相聚：面目全非的契丹八部 一石三鸟：营州举义的意外收获 没有军权的遥辇氏可汗：躲在背后积蓄
力量的迭剌人 无法承受的大帽子：被冠以唐王朝“隐形杀手”的契丹人 第四章青牛妪，曾避路一奇
女子催生枭雄 遥辇氏可汗的终结者：靠合法改选登上大位的阿保机 祸起萧墙：来自家族内部的汗位
竞争者 以退为进：主动辞职的大可汗 剑指东北：冒进南下，争雄失败后的战略选择 第五章要草原还
是要耕地一皇位之争背后的文化角逐 皇位需要继续选举吗：没有法定继承制度的尴尬 为草原，更为
揽权：以右手殉夫的皇太后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抛弃故国的皇太子 第六章居间调停：契丹太
宗的南下战术 与沙陀结盟：阿保机留下的宝贵遗产 奉上大礼：慷他人之慨的“老”儿子石敬瑭 称帝
开封：契丹直接统治中原的唯一尝试 中部两个女人一台戏——从中兴到盛世的契丹帝国 第七章从起
点回到原点——挑战祖母权威的皇长孙 病急乱投医：被赶上皇位的耶律阮 横渡之约：祖孙对峙的戏
剧化结局 祖陵了残生：被母爱扰乱心智的女英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被拥立者抛弃的辽世宗 第八
章睡皇帝耶律璟——又一个病急乱投医的错误选择 镇压叛乱：即位十年间的唯一要务 千万不要撒酒
疯：耶律璨留下的千古箴言 第九章萧家有女初长成——鼎盛帝国背后的女掌门 景宗中兴之治：终于
盼来个好皇帝 温良恭俭的北国“武则天”：政治婚姻带来的意外惊喜 有惊无险的权力交接：可以倚
靠的汉官群体 雍熙北伐：拿绯闻当情报的北宋君臣 耻辱vs双赢：带有近代国家关系色彩的“澶渊之盟
” 萧家有本难念的经：让人寒心的娘家人 北国“小尧舜”：圣宗亲政后的全盛帝国 下部长堤蚁穴—
—从内部垮掉的帝国 第十章庸主佞臣交相映——疲态尽显的老大帝国 两个女人斗法：旁人无法插手
的家务事 崽卖爷田不心疼：连年征战虚耗国力的辽兴宗 家有一老，未必是宝：碌碌无为的长寿皇帝 
悔不该，当年抛了赤金冠：不合隋理的皇叔叛乱 失妻丧子：宠信乙辛的“好果子” 第十一章没有赢
家的“海上之盟”——轰然崩塌的帝国大厦 瑟瑟伤时悯直臣，燕云夕枕暗红尘：倒霉的才女，昏庸的
丈夫 当断不断，必受其害：后悔终生的头鱼宴 尽敌而止：擅打心理战的女真人 孤注一掷的自救：短
命的北辽政权 让人失望的趁火打劫：没有赢家的“海上之盟” 余波帝国余绪——纵横中亚的喀喇契
丹 第十二章被自己人逼出的绝域远征——西走的大石林牙 君臣反目：二百契丹勇士的最后远征 定都
八剌沙衮：威震中亚的菊儿汗 摧毁塞尔柱帝国：耶律大石的巅峰绝唱 第十三章宗教包容，多神共存
——西辽立国的精神武器 盛也承天，败也承天：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女人们 好渔翁花剌子模：西辽
与古尔王朝之争 引狼入室：摧毁帝国的乃蛮王子屈出律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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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帝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此，契丹历史，从这时开始，进入了大贺氏联盟时期，这一时期，从隋末持续到唐初，
大概经历了100年，此时的契丹八部，各部的名称改变很大，并没有恢复到古八部时期。内附以后的契
丹，基本上和隋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经常向隋王朝入贡，并表示臣服。根据史书记载，只有在隋
炀帝初年，契丹和隋之间爆发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据说因为“契丹劫掠营州”，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下令官员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韦云起和突厥启民可汗所派的两万骑兵到了契丹领地，
谎称是路过此地，要去柳城与高丽交易。也许是出于对隋朝的信任，契丹人完全相信了韦云起的说法
，对于突厥大军入境完全没有提防。行进到离契丹兵营50里的地方时，突厥军队忽然加速前进，袭击
了猝不及防的契丹部。契丹有四万多人在此次偷袭中成了俘虏，其中的男子全部被残忍地杀害，女人
则连同劫来的牲畜一起被突厥和隋朝作为战利品平分了。这次战争，对于刚刚稳定下来的契丹族来说
，几乎是一次灭顶之灾，他们损失了近半数的人口，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年以后，突厥启民
可汗去世，他的儿子继任汗位，称为始毕可汗。新可汗年轻有为，在他统治时期，突厥的势力大增。
而当时的隋朝统治已近末路，隋炀帝的暴政引发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中原地区战火不断。百姓们为
了躲避战乱，纷纷逃至突厥，而边疆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是草原东部的契丹、室韦，还是西部的吐谷
浑、高昌，也都不得不臣服于突厥，以求在乱世中自保。沉重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外敌，并没有让契
丹人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就像草原上的野草一样熬过冬天，当春风吹来，又茁壮地成长起来。唐朝的
建立，可以说是契丹复原和壮大的“春风”。唐建国初年，在北方草原上的突厥，已经是当时的霸主
了，其势力远远大于唐王朝。随着唐朝完成了中原的统一，开始经营边疆，最初臣服于突厥的契丹，
开始处于二雄之间的境地。弱势的契丹只能分别款表称臣，以示恭顺，但也时而侵人唐境攻城略地，
时而反抗突厥控制。对于这种游离状态的边疆民族，唐高祖和之后的唐太宗，改变了隋朝那种表面招
抚、实际上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更加积极地拉拢契丹，实行笼络和扶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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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契丹帝国》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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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帝国》

精彩短评

1、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大石。
2、这个版本太好了，典雅至美，纸质和排版都很好，封面清晰了然，很有历史感，与内容很吻合，
整套收藏了！
3、（東師圖書館）沒有鮮卑那本寫的專業，感情過於充沛
4、景圣中兴固然为之喝彩，但我更钟情于耶律大石，欣赏他对帝国的忠诚及坚毅的性格！
5、从八个部落开始到唐朝的契丹—北宋的契丹帝国—被金灭掉远走中亚的西辽帝国(菊尔汗)
6、为什么我没有做笔记？
7、时间轴而已。但我以前完全不了解，看完还是有收获的
8、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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