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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内容概要

北宋一代，物华繁盛，俊杰辈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大多从平民中崛起。历朝将相中，赵普、吕端、
刘平等风格迥异，寇准、狄青名垂后世，丁谓、吕夷简权倾一时，郭进、张亢、王韶等功勋卓著却又
被人淡忘。这些士林将坛人物生于宋代，适逢其时，得以施展非凡的才干，他们个人的成败沉浮也攸
关北宋国运的兴衰。
本书以人物之事，记一代之史。材料取自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熔裁于叙事中，不着痕迹
。通过这部别裁体的宋史，宋代的君权与相权、国事与党争、内政与边防、崇文抑武与军力升降等重
大关节，也能逐一领会。书中多数章节曾在《美文》杂志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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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作者简介

陈峰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
副会长。著有《漕运与古代社会》（2000）、《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2004）、《宋代军
政研究》（2010）、《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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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开国元勋赵普
状元宰相吕蒙正
“吕端大事不糊涂”
亲信将领张琼与杨信
名将郭进
猛将呼延赞
柳开与宋初士风
名相寇准
“鹤相”丁谓
权相吕夷简
宋庠、宋祁兄弟
庸将张耆与杨崇勋
诗书之将刘平
儒将张亢
大帅狄青
边臣王韶
蓝田“四吕”
附录：
《生逢宋代》人物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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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郭进死时，年仅58岁，正是战场经验丰富、可以施展军事才能之时，但死不得其所。 太平
兴国六年（981），太宗皇帝获悉了真相，却未严惩田钦祚，不过是将其改调为房州团练使而已，此时
距郭进含冤死去已两年有余。以后，田氏一度到岭南的柳州（今广西柳州）任职，不久得到天子的同
情，迁回内地。他在入朝觐见皇帝时，故作无辜，涕泣不已，太宗念及他为自己办过的事，又授予对
夏前线数州都巡检使之职。 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雍熙三年（986）第二
次北伐时，太宗又一次起用田钦祚，命他与亲信郭守文同为排阵使，也就是负责弹压军阵的大将。此
时他正在病中，接到重用的诏书，狂喜过头，一天工夫就为之毙命。苍天还是有眼，在郭将军身后七
年为其出了口气。 田前监军死后，他的几个儿子还是得到加官的恩荫待遇，可谓皇恩浩荡。相比之下
，郭将军的后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从有关史籍看，没有其子弟得到优抚的任何记录。 六 就郭进的生
平功业及悲剧性结局来看，实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只是遗憾的是，其人其事既未能为后世所
传诵，当今学界也少有关注。 在此不妨将杨业与郭进做个对比。杨业在北汉守边时，以骁勇闻名，号
称“杨无敌”。归宋以后，杨将军担负起捍卫河东北部边防的重任，屡败来犯的辽军。两人可谓都属
守边名将。《宋史》称：杨业“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又军纪严明，故部
下悉心听命。一句话，杨业的事迹及功业与郭进极为相似。 杨业生前官至云州观察使，出任判代州（
今山西代县）兼三交口（今太原以北关隘）驻泊兵马都部署；而郭进也官居云州观察使，死前为判邢
州兼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二人官爵相等。杨业死于第二次北伐辽朝的战场之上，其过程虽与郭进略有
差异，但死因却几乎一致，即同样是遭到监军王优等人的羞辱，被逼孤军出战，战败绝食自杀。郭、
杨二人死后，又都得到了节钺的追加官衔，前者是安国军节度使，后者为大同军节度使。 但郭进身后
却远远没有获得杨业那样大的声誉，特别是到宋朝以后，其人其事已淡出世人的视野。说起原因，并
不是因为郭进功业相对逊色，而主要还在于杨家后继有人。杨老将军死后，其子延昭、延浦、延训、
延环、延贵、延彬继续活跃于军界。其中杨延昭还在抗辽前线屡建功勋，连第三世皇帝真宗也赞叹道
：延昭之父为前朝名将，延昭本人又守边有功，有乃父遗风，实在是可嘉可赞！再往后说，杨延昭之
子文广也曾参加了抗击西夏、南征叛乱的战争，颇有战功，到第五世皇帝英宗时官至禁军高级将领之
职。于是，杨门一家三代从军御边在宋代便成为佳话，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又通过民间传说、
评话、小说及戏剧而广为流传，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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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编辑推荐

《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由陈峰著。北宋一代，物华繁盛，俊杰辈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大多从
平民中崛起。历朝将相中，赵普、吕端、刘平等风格迥异，寇准、狄青名垂后世，丁谓、吕夷简权倾
一时，郭进、张亢、王韶等功勋卓著却又被人淡忘。这些士林将坛人物生于宋代，适逢其时，得以施
展非凡的才干，他们个人的成败沉浮也攸关北宋国运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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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名人推荐

陈峰的历史散文，宛如南山微风，渭水清流，伴送我们轻松走进那段遥远的岁月，贴近那些风云一时
的文臣武将。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峰教授学术研究之余，偶涉文坛，纵笔于赵宋
人物。其性情真率，文如其人，笔力雄健、酣畅淋漓，而少有学究之气。 ——贾二强（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用信史而又传神的笔触，展现宋朝文士、武将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在场”的历史
悲欢，颇有中国优秀传统历史传记文学之余韵。 ——辛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虽未征
引史料，却是言必有据，不失史之严谨；虽非小说之体，却于人于事娓娓道来，颇有评话之韵味。 —
—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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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精彩短评

1、文笔相当的好，看的荡气回肠
2、201502-03，北宋政坛人物志传，只到哲宗年间关中四吕。娓娓道来，管窥当年。期待用心发力，
来个宋朝那些事儿，----现在等着出续本
3、现在的历史学教授就这水平，加入的个人观点主观假设太多。差强人意。
4、有别于学术著作，内容通俗易懂却皆取自于各种史料，一遍通读下来，便能记住十之八九。书中
附有人物年表，人物关联和事件顿时全理顺了。
5、中国古代史 宋史
6、这一本内容上可读性比较强，还是比较推荐的。
7、宋朝崇文抑武，书分文臣武将分别著述。总的来说，武将的命运、声望、名气都不及文臣，狄青
算是其中佼佼者，但和大部分武将一样，报国无门，抑郁而死。权臣的故事要比能臣精彩，也更耐人
寻味，尤以被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寇准的故事最为跌宕起伏。
8、有史实，有分析，有逻辑
9、汇编的故事，缺乏文采。
10、宋代是华夏文明繁荣，富足，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是当时世界
最繁华之所在。而宋代最令人羡慕的是它的文人政治。宋太祖登基之初就立誓不杀士大夫，并启用大
批文官取代武将以防止再现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 宋代的文官是伟大和真诚的，范仲淹，王安
石，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每个人都是一代宗师的地位。虽然政见不同，有时尖锐对立，但重要
的不是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的品格。就如同巅峰论剑，重要的不是剑术，而是他们人在巅峰。此书被
推荐为新浪5月历史好书，所以受到关注，仔细读来别有味道。书中主要介绍了北宋的著名文官武将
，一时间为轴基本涵盖了北宋的主要历史，个章可独立阅读，也可融会贯通一气呵成。文字清晰，叙
事明了，通俗但不媚俗。特别想说的是三联出版，历来喜欢读三联的书，不仅素雅精美，质量上乘，
而且愿意出版这种小众口味的非畅销书，给喜爱读书的朋友带来惊喜。
11、整体读完。还行
12、质实有余而才情不足，以至于大好材料多浪费，往往令人难下筷。
13、据于历史之真实，不泛文字之优美，北宋文官武将之是非功过娓娓道来，构成了一幅色彩缤纷的
历史人物画面
14、真的不咋地。。
15、祖宗家法。武将也是无可奈何
16、以正史野史文人笔记为基础，讲述了宋朝历史上那些有名或者不那么有名的文臣武将的故事。适
合职场人士，如何在得势时不狂妄失意时不消沉韬光养晦谨言慎行
17、地铁里读完了，辅助读物也不错
18、可以  我们院长的书  支持
19、讲北宋一朝文臣武将的故事，却只集中于北宋中前期，并且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苏轼等最知名的人物均未涵盖在内；名为历史随笔，实际上只是将各种史料翻译成白话文的拼凑产物
，既缺乏深度，文笔也难称优美。读起来实在觉得寡淡如水。
20、不错的书，儿子很爱看
21、很有阅读趣味又有严肃史观的历史普及文集，把宋一朝的文武人物描摹致细且有自己的评说，想
起今日读《万象》杂志过刊中旧人物所说的治史非是只添谈资而在于正身明事，在于及今社会的意义
。
22、有宋一朝以来，国家厚禄养士，而科举制的光辉和士族门阀在五代十国兵燹在败亡，终于使寒门
小子得以走向台前，与君共天下。
前天逛四川书市，翻看几段，觉得这本书还不错，本着照顾下传统书店发展，加上一直想入几本书就
一块入了。没有一般史学作品，凡事必引史的森严气，加之作者笔力深厚，几笔勾勒便能引人入胜想
入非非，缺憾点是视角还是有所局限，如能写出更多市民阶级出现这个年代更多小人物故事却是更佳
。
#读史可以明智，历史果真就七八样，翻来覆去上演。#
23、是正版的书，印刷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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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24、以人物绘历史，前有太史公，后有陈峰。
25、宋代官场众生相，有趣的是遭贬后重新录用又再次遭贬在这段期间层出不穷，三起三落大有人在
，尤其是宰相一职，另一是重文轻武的朝廷文化，文官重于武官，大战临前，将相凋零，只得让文官
转为武官，上马杀敌，以兵权起家，而后杯酒消释，最终竟导致了国力衰弱。庙堂深远，治不了疆土
辽阔。
26、寫的老氣橫秋的人物小傳，言外無物。
27、叙述详实，但对人物的评论有些单薄，维度略少，人的一生只论成败吗？
28、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29、北宋人物肖像~个人小传拼出北宋政坛图景，文笔不错，可读。
30、闲来消磨时间还不错
31、目前在看丁谓的相关内容，丁谓篇章衣锦归乡向老师道歉和想借钱却以为受辱愤而出走的事情如
果换一个当事人，作者肯定不是这个评价，这方面相比是患了本文中寇准差不多的毛病
32、比较简略，主要是这类书我见的不多
33、在三联读的乐颠乐颠的
34、陈峰本人不学无术，其作品只能当“垃圾”处理。
35、资料是很翔实。但是可惜感觉描写不够生动，读着有点干。
36、正文第二页“赵普的家乡蓟县，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隅”；这真的不是信口开河的低级错误吗？是
没人注意还是我去过的是假蓟县？还是今北京城其实是唐山？
37、史料可靠，文笔好，史学通俗化的杰作。
38、还行。
39、略输史识
40、适合我这种喜欢八卦的人读。
41、水平正常、不过不失的个人传记
42、北宋，确实是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国家积弱、战乱不断，但另一方面每次动乱都未出现任何流
血事件。可以说这是个民富国弱的朝代，不管是科技还是文化方面的成就，是大唐盛世都难以企及的
。
43、宋代武将文臣的白话故事，虽不出彩，亦可一读。
44、老辣
45、作为历史随笔，文笔是不行的。作为严肃读物，思想深度又是不行的。
46、大学历史教授写的古代人物故事。史料扎实，故事真实，没有学究气，这一点尤为难得。略失望
的，一是从故事的角度看，文采稍逊；二是对时代、制度和人物命运的评论或者感慨过于单薄。
47、看历史文人武将叱咤风云，命运沉浮，痛快而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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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

精彩书评

1、权力的拥有，往往不是简单论品行论能力论远大的抱负，就能公平衡量分配，尔虞我诈、明枪暗
箭、阳奉阴违、调虎离山、针尖对麦芒等等，以至于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来便是如此。寇准显然不精通权术之道，大概还反感这些东西，常常仅凭一颗赤
心一腔热肠对待君王和政务，自是简单粗糙，难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陈老师写的犀利直观
。。。。天朝自古以来都讲究中庸。寇宰相才能出众却也没达到范仲淹老先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态。对权力有着一定的痴迷却不愿变通和缓和关系，也没达到一个宰相肚里
能撑船的境界，下贬到我老家邓州也没像范文正那样有名望。。。陈教授写的寇老西全面直观，也给
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政客。乱宋我不喜欢他的历代帝王，我最喜欢杨家将。。。。哎宋朝的天下更
多的是有太多优秀的文臣武将，所以遇到好的老大是多么有幸的事。。。作为屌丝深切的感言。。。
。才学疏浅不到位的想法还请大家笑纳。
2、天彰玉斧斯文聚，生逢宋代又如何？——也谈《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一书大块文章当
可闭门大嚼，於炎炎夏日，捧将陈峰先生新作《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一书展卷读过，如松
间闻琴，桐荫消夏一般清越，亦如宋画令人神往，宋代对於我辈，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其间庙堂
之风，相约而至，宋人志趣，扑面而来。是书以时间为序，列文臣武将于历史节点，一一勾描其身世
背景，抽丝剥茧般叙述史事之来龙去脉，人物如一幅幅白描绣像般渐渐交织为一轴历史长卷。之所以
说是白描，是因为其中极少渲染，而都事出史证，行文笔笔中锋，评点中肯有致。但须野史逸闻补入
之时，也都冠以“据说”二字。历来正史难述，野史难证，无繁复的历史扒梳难据其实；而情事虚实
，言辞文质，若无超迈的时代视野也难尽其详；其间人情世故，事态人心，若缺丰厚的人文修养更是
难评其正。而书中将正史逸闻梳理互参，提炼为文约事丰而又快意真切的历史散文实在难得，非对历
史人文有大洞见者不能为也！要有深入而严谨的历史功底方能还人物以真情，真相，真事。曾经一个
个被小说戏剧层层演绎过的人物，在书里却依真实的时代背景而重新回归于自己的历史节点中。其中
古代地理，历史官阶，尊卑年齿都方寸不乱。庙堂策问，乡间异闻，文人逸趣，皆历历在目。时代质
感，帝王志趣，民生状态，去晦得彰。有情性纵横之实，无千秋功过之失。深古人切身之会，浅学究
因循之弊。可见作者颇得道家“惟真惟美”之臻妙。例如：文质彬彬的状元宰相吕蒙正，会得道风的
“糊涂吕端”，走下神坛的寇准，以及血气方刚的狄青等，一气读来，深感其文章“通”而不“俗”
，“简”而不“陋”。书中描述的历史细节愈收敛愈充拓，愈细密愈广大。澄明之质，真切之致，读
者自可窥见宋人之貌，颖悟时代之风。可见要让文化施惠于大众。非得“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不可
，正如笔者这般，即要能跳出学术的八股樊笼，又要能开得一方清新简净的史学散文新境界才是。深
深感佩象牙塔内的作者著书时也能换位思考，做为第一读者去写。“读者不仅需要了解历史发生、演
进的过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有了想要感悟过往人们心灵活动轨迹的诉求。毕竟红尘滚滚千年
不绝，世道人心与人间纷扰自古有之，不过是换了场景罢了。”这是作者在后记中的内心独白。历史
有时就在眼前！人物仿佛就在今朝！正所谓“贤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期待有这样的书
写风格的历史书籍能再多些，更期待作者能延续书风，将《生逢宋代——南宋士林将坛说》早日续补
完牒，以饲读者。润津轩主人2013年8月
3、历史学家如何面对普罗大众了解历史的需求，三联的历史散文丛书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现
代的史学普及读物，学院派的教授们进行写作的少之又少，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大都是民间草根的创作
，这类读物虽填补了大众对通俗历史的了解需求，但市场上的读物良莠不齐，难免有虚构不实的夸张
之作，甚至有歪曲史实迎合己论的情况出现。读者倘若没有对历史的深入了解，一味的接受，危害甚
重。三联的这套丛书，作者都是从事历史研究，在各领域内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走笔行文避免了史
实上的舛误，也给读者更具深度的思考和引导。另外，丛书所引用的史料严谨有据，而且更为丰富。
在语言文字上，文笔生动，实见学者在历史散文方面的功力。生逢宋代以人物串史，以人物烘托历史
事件，避免了历史小说的虚构，又比专业化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著作更生动有趣。从每朝某个鲜活的历
史人物入手，勾勒出宏大的历史背景，给读者以独特的思考线索，很是值得称道。
4、作者以《史记》纪传之笔法，于北宋历史中选取若干文臣武将，落笔成文，汇编成册，文中虽处
处不见史料来源，但却处处围绕史料，简言之，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一、�章节安排详略得当该书所
列出的17个章节，基本是按时间发展的顺序，通过一些人物的描写，简单地将北宋从建国到中期的一
百余年历史勾勒出来。这些人物中，有民众熟知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抗辽名将”呼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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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定策”的寇准，也有民众手有耳闻的“状元宰相”吕蒙正、“大事不糊涂”的吕端、“西北
拓边”的王韶，作者对这些人物事迹进行了详略处理，对于史料丰富且读者喜欢的人物，如赵普和寇
准，作者用了11个标题叙述，这样使得文章层次鲜明，主次分明。二、�语言方面，简明易懂由于是一
篇通俗性的大众读物，就要照顾到那些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宋代的职官制度，有前辈学者曾经把它比
作是宋史研究的两大能啃得骨头之一，本书作者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巧妙地解释。如
在说明赵匡胤担任的职务时，怕读者对于“殿前都指挥使”不理解，便在后文加了“前者是两大禁军
机构之一的殿前司的三把手”一句（第5页）；在其后介绍刘平的武官官职时，又以一段文字来论述
“三衙”体制的形成（210页）:“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本着分权和抑制的原则，禁军主帅职
务———殿前司正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等，已不再轻易授人，侍卫亲军马步军
司也逐渐一分为二，被肢解为马军司、步军司两个机构，形成鼎足三立的禁军统军三衙，分别以正副
都指挥使、都虞候为管军将帅。到第三代的真宗朝以来，三衙都指挥使因地位显赫，故间或缺位，又
将低一级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升入管军之列。”三、�书后面附有年表，以备查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采用传统史书中“表”的形式，在书末尾列出了文中相关人物的生卒年和相应事件年代，这样
使得读者有了一个清晰的时空观念，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宋代历史的读者，这样的设置再好不过了。
四、�描写战争具体、细致在描写狄青平定西南和王韶拓边时，作者用了极其生动的文笔去勾勒，品读
之后仿佛置身与一千多年前的战场。如 “众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个个面面相觑，提心吊胆，大帐内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第244页）“随之，他传令全军：我军已置于死地，敢言退者斩！果然，对方
纷纷冲出制高点袭来，试图借地形优势打垮宋军，双方遂展开激烈的对决厮杀。（第261页）五、�每章
之后都有论赞作者仿古代修史体例，将“太史公曰”和“臣光言”的形式加以创新，结合自己的阅历
，使得每个章节后都有一段简短的评论，从评论中，可以读出作者的内心。如第一章之后，以《临江
仙》来结尾，看出了作者对于这位开国元勋的理解，一切是非恩怨，留待后人评说；在看到一代猛将
呼延赞难以实现人生抱负时，作者引用《大风歌》来讽刺宋代不重视边防，不重用猛士，替呼延赞叹
息。六、�注意前后之间联系，相关事件的分析作者显然是做过考虑的，因为是大众读物，照顾的人较
多，作者怕读者对于一个不熟悉的人物难以快速接受，在对人物、事件描写时，总是“东拉西扯”，
这样看似在凑字数，实则是照顾读者，使他们有一个清晰的时空感。在写柳开时，介绍了其出生地大
名的历史，以及柳氏家族源流情况（第99-100页），并且也注意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联系，如在描写寇
准时，提及同年的吕端、向敏中等人（第121页）；当讲到丁谓被贬之地——崖州时，又罗列了历史上
的李德裕和卢多逊（第159页）。但是，文中也难免有一些小的纰漏，如第25页，介绍太祖兄弟时，缺
了一位（依次是赵光济、赵匡胤、赵匡义、赵匡美和赵光赞，见《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后妃传》和
卷一《太祖本纪》）；第151页，“厚土”当为“后土”之误；第174页“任枢密”误写为“任参政事
”；第293页，宋庠卒于治平三年（1066年）非嘉祐八年（1063），这些仅是排版时没有仔细核对导致
的，并不影响本书的整体价值，若作者在章节目录中加上原来《美文》的副标题，则更能体现人物性
格。总之，这是一种大众历史书的成功尝试，愿作者能继续书写这样的“活的历史”，使之不再被人
所轻易遗忘。
5、本书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其史源依据，加上全书波澜老成，表达酣畅淋漓，一个个北宋历史上的
风云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字里行间亦显露出作者的万般豪情。北宋于今已过数百载，我们所得之
历史知识大抵源于史书或考古发现，然而这些都是支离破碎的存在，何以重现历史，这也就要求治史
者有合理的想象和推断能力。本书中作者在对这些烂熟于心的史料分析之时，也提出了一些大胆的猜
想。这样既不脱离史实，又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增强了整本书的趣味性。
6、正在看新东方胡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本书，发现过去看的很多历史读物太浮于表面，不过是一些历
史事件的戏说而已。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历史中有如此的内涵。看来，以后还是
要看史学界专家的写的书，有品位，有深度
7、一本能让人迅速了解宋朝概貌又通俗易懂的好书。尽管本书是从宋朝各有名的将相人物着手，但
从沉浮的人物命运中我们能够窥见，宋朝皇帝的执政风格与其治国方略，从生动的各类例证中，看到
了人物的悲凉和历史的沧桑。。
8、作者以前在《美文》开专栏，题目就是“宋代士林将坛”。当时，四川刘复生、武汉罗家祥、北
京李华瑞、河北姜锡东、河南苗书梅、广州曹家齐等一批宋史界大佬纷纷“火前留名”。给宋代名臣
做传记的也多，类似的，记得还有本《宋代顶级文臣》。这本书的区别在于作者长期关注宋代文武关
系，还写有一本有断代史性质的《武士悲哀——宋代崇文抑武现象研究》。一个是个案、一个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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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与宏观，文臣与武将，作为文武关系的研究来说，庶几周全了。所以，说这本书的重点在给宋
人作传记，就理解偏了。这本书的立意肯定是通过这些典型人物事迹，透析宋代特殊的军政环境和机
制。我读这本书，看呼延赞那一篇时震撼了，作者写出了悲剧性的戏剧冲突。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
点，就是文笔。以前在《美文》上就有不少人注意了。看三联的介绍说这书是“别裁体”——我只知
道谜语里面有个别裁体，史书里面的别裁体是什么我是不懂，是不是想说这书是细说体？
9、宋太祖、太宗两位皇帝，沐浴五代乱世战火中数十年，目睹社会之乱、百姓之苦，故创宋后，在
收复燕云十六州无望的情况下，全力转内，弃武修文，与民休息。诸武将虽得优宠，但却失去了政治
优势。“崇文抑武”之祖宗家法被确立为宋朝不变之法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官场的众生相，
显得更为有趣。《生逢宋代》读之令人畅快淋漓，作者将宋代之历史文献信手拈来，将浩瀚而生涩之
典籍，转化为通俗易懂之文字，毫无生涩之痕迹，让人读通俗之信史，知宋代之历史，可谓酣畅淋漓
。
10、朋友推荐。作者是博导，所以不担心历史会被说歪了。但是没有学究气，很好读。一口气读了三
分之一。以人物带历史，不仅能了解人物，更能了解北宋历史，乃至社会、政治的深层问题。要把众
多人物联系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
11、本书以人物之事，记一代之史。作者以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又加以优美的文笔，以不同的人物为
线索，把宋代与众不同的文化风貌一展无余。作者研究宋代军事史眼光独到，一反学术界对宋代“重
文轻武”的评价，而提出“崇文抑武”之说，广泛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推荐给喜欢了解历史真实的读
者，让大家治史风范走入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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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生逢宋代》的笔记-第148页

        （《景德会计录》）这可是宋朝第一部相近的国家财政收入总册，在千余年前的全球范围内都不
多见，就此解决了以往长期混乱不堪的糊涂账，并当即清理出许多隐瞒的耕地与民户。     吹得有点过
了，丁谓给真宗的所谓大礼包，之一就是把当年的三司账目做了粗略统计，更庞大的地方账、过往账
都未触及；何况，宋代的会计录一部都没保存下来，具体做到哪一层次今人很难揣度了。更为恶劣的
是其动机，为真宗封禅挥霍，劳民伤财提供口实；

2、《生逢宋代》的笔记-第33页

        又来了一个，侯莫陈是复姓。
陈乐素《求是集》二集

3、《生逢宋代》的笔记-第35页

        几度沉浮，几度屈伸，总结经验，吞咽教训，才成就了赵普无限风光...

4、《生逢宋代》的笔记-第1页

        虽说书名说的是北宋年间，但只讲到哲宗，徽钦二帝期间并未提及，可能是此二朝确无值得一提
的正面人物吧。
本书用十七章篇幅，介绍了二十多位北宋早中期的宰执，其中既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元勋赵
普，又有寇准吕蒙正等为人所熟知的宰相，还有张亢狄青王韶等以军功留名的武将。作者通过对这些
士林将坛的代表人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千年以前北宋的朝堂面貌，对依靠文官治国治军、严重崇文抑
武有着生动的展示。
作者选题好像有意避开王安石司马光等更出名争议也更大的人物，用虽然知名度稍逊但更具代表性的
人物，反映了北宋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臃肿的官僚队伍，能力不足的帝王，内耗严重的官官相斗，只为
逞一时之气的党争——那个对文人来说最幸福、对武将来说最黯淡的年代。
作者历史功底和文字功夫相当深厚，对每一个要讲述的人物从家庭环境到成长经历都了如指掌，从崛
起到落幕如数家珍，每篇结尾还有入木三分的点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印象深刻。而且作者虽
身在象牙塔，本书文字却通俗易懂，并无专业历史读物的僵硬晦涩，行云流水毫无阻滞。
本书选择了不少武将作为描写对象，也能看出作者对当时强敌环饲下仍旧打压武人的国策的批判。作
者是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当时北宋的主要军事对手无论是辽羌西夏吐蕃，皆处于西北，想必作者
身处古战场，对北宋武将的理解会更深一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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