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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

内容概要

《细说宋朝（黎东方讲史之续）》编著者虞云国。作者以“讲史”的形式，叙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
兵权、澶渊之盟、靖康之变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宗、岳飞、秦桧
、文天祥等重要人物，并对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包拯、狸猫换太子等进行了历史的阐述。本丛书所
采用的“细说体” 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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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镠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
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

Page 3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

书籍目录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
自序
一先说个大势
二辽太祖
三兄弟母子
四也算是一国两制
五燕云十六州
六陈桥兵变
七杯酒释兵权
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九三大纲领
一○宋太祖
一一烛影斧声
一二金匮之盟
一三海内一家
一四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一五杨家将
一六太平兴国
一七天下已治蜀未治
一八李继迁父子
一九宋太宗与他的宰相们
二○吕端和李沆
二一承天萧太后
二二澶渊之盟
二三一国君臣如病狂
二四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二五刘太后
二六景祐亲政
二七元吴
二八宋夏和战
二九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三○庆历新政与党争
三一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三二宋英宗
三三熙宁新法
三四大变法与新旧党
三五元丰改制
三六与西夏的再较量
三七元祜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三八绍圣绍述
三九从建中到崇宁
四○《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四一如此君臣
四二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四三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四四金太祖建国破辽
四五海上之盟

Page 4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

四六耶律大石
四七靖康之变
四八建炎南渡
四九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五○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五一刘豫与伪齐
五二秦桧、张浚与赵鼎的三角关系
五三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五四秦桧与宋高宗
五五金熙宗
五六金主完颜亮
五七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五八隆兴北伐
五九大定之治
六○宋孝宗
六一两朝内禅
六二庆元党禁
六三开禧北伐
六四史弥远专政
六五金章宗与卫绍王
六六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六七中原大变局
六八李全
六九金哀宗
七○宋蒙终于交战了
七一端平更化
七二大理国
七三市舶与蕃客
七四佛教
七五新道教
七六理学与宋学
七七史学
七八散文
七九宋诗
八○宋词
八一书画
八二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
八三瓦子勾栏
八四“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八五贾似道
八六钓鱼城
八七鄂州之役引起的失着
八八襄樊之战
八九会子危机
九○景定公田
九一元军下临安
九二再说钓鱼城
九三崖山之战
九四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Page 5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

Page 6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

精彩短评

1、党争和战争部分看得很累。
2、能把普及性的著作写到这个程度，很了不起，可见作者的功力。如果文笔再生动一些就更好了。
3、终于把这本小砖头啃下来了  
4、史料詳細，可讀性很高，正如馬先醒先生所說：“以讀《三國演義》的輕鬆心情，獲得的卻是勝
於《三國志》的歷史知識。”力薦！
5、货的干湿度适中，既没有私货和废话，也兼顾了有名的轶事。非常对我的胃口。今年最喜欢的一
本书了。热门5星评论里也都是我想说的。
6、相当好的宋史入门书，包含了宋辽夏金蒙大理各国，既有叙述又有必要的议论点睛，可自取所需
另行深挖。
7、细说体中质量最高的一本

8、条理清晰，史料翔实，作为了解宋代的大纲资料再好不过！
9、非常好的宋史书。明白畅晓，不刻意诙谐，寥寥几句点评很有见地。十分推荐。
10、宋史入门读物
11、对于历史小白来说能读完无疑是无比枯燥艰难的，很多人物事件读过之后不久就要重新翻阅阅读
。它不及明朝那些事那样将很多历史名人性格事件刻画的清晰可见，却多了许多严谨与真实令人对历
史更加信服与接受。读完后大致了解了下两宋风云，但很多历史却转瞬既忘。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
仅仅只是翻了一遍，远谈不上读完。这将是我的又一床头书，以后随时翻阅加深记忆。
12、作为开封人必须粉啊！！
13、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14、很幸运直接读的本系列据说最牛逼的一本，确实很好，想了解宋史，除了《宋史》就是这本了吧
。
15、平铺直叙，面面俱到，但可读性较差。读到一半没兴趣了...
16、不偏不倚，真实客观，了解宋朝这段大历史不错的读本！
17、细节很到位
18、两宋辽夏金，内容十分全面，是一本叙议结合的书，但是常常看到“其一，其二，其三”的表述
，让人恍如在看教科书，到有点不像黎先生的细说体了
19、文字极好，有的地方还很幽默。功力确实不是后来那些网上细说某朝正史的作者能比的。
20、写得很好，是真的在讲史，而不是讲故事
21、看完两宋，对三国以后的历史总算有点头绪了
22、此书可以作为了解宋朝历史的基本读物，不仅叙述了两宋三百年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还有专门章
节提及了两宋时期的文化，生活，科技等各个方面。
23、前号已注销，特地来挖坟。
24、值得一读！
25、这是一个从头到尾挨打的朝代，结局是多么悲壮，悲壮得让人难受
26、登记下，看不下去。宋史也许还缺个会说故事的
27、终于看完了，比《如果这是宋史》好太多了。叙史清晰，见解独到，学术性与通俗性都兼顾了。
28、挺好的，细节上很有水平。在对政治认识上算是良好吧。
29、宋史入門最佳讀物之一。
30、十一月，伯颜进围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与都统王安节率领军民殊死守城，常州坚守两个月
终被攻破，姚訔战死，攻下常州，伯颜恼羞成怒，下令将城内成年男子全部杀尽，偌大常州城，只有
七人伏于桥下才得幸免。
31、非常精彩的宋史普及读物！
32、看着像拓展版的上下五千年，不严谨也不活泼，蛋疼
33、写得很详细，面面俱到，然而排版和写作手法都让人看着很累
34、宋史入门佳作。45万字细细读完，算是基本了解了一遍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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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史料详实、结构紧密、笔锋锐利、褒贬分明，却尽归于客观冷静的眼光而
不失于意气，让我深有相见恨晚之感。我也读过《明朝那些事儿》，虽然有7本，字数却不多，86万强
。本书虽然只有一本，也有48万字。但是那些事结构比较松散，叙述不是很严谨，还常有插科打诨之
笔，比起来也没多多少呢。那些事的通俗化达到了一个底线，这本书则在通俗和学术性之间取得了比
较好的平衡，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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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贾似道

        【宋度宗】
继位的是赵禥，他就是宋度宗。度宗是理宗之弟赵与芮唯一的儿子，由于其生母滥服堕胎药，他大脑
发育迟缓，七岁才会说话，手脚都软弱。理宗之所以把这样一个发育不良、先天缺陷的宝贝侄子说成
是“资识内慧”，扶上了皇位，就是生怕传位远支宗室会为济王彻底翻案，整个动摇自己的合法性。
　　度宗即位前虽也接受过十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实在太差，讲官分析讲解了大半天，他还是不
知所云，惹得理宗老对他发脾气。因而尽管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仍有人提议太后垂帘听政，终因有
人以为不成体统而作罢，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2、《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景祐亲政

        仁宗主要兴趣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祐新乐，编纂了《
乐书》和《景祐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3、《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辽太祖

        “契丹”的含义是指镔铁或刀剑，对游牧部落而言，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由于两者的西传
，导致俄罗斯以此发音来称呼中国。

4、《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太平兴国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
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
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
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5、《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海内一家

        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中继位，内心总不踏实。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多年经验，虽然还不至于有公开指
责他合法性的臣民，但飞短流长似乎难免。尽管找不到官私史书的正面记载，但即位次年有两道诏书
泄漏出个中的消息。十月，太宗下令全国禁止天文、阴阳、卜相之书，有私习者斩首。十二月，他命
令对全国送到京城来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进行甄别，把六十余人留在了司天监，将其余近三百人
都一古脑儿发配到沙门岛上去了。

6、《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
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
》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
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
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
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书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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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
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的
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
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
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
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
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
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
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
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
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做出了示范，加强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
和力。

7、《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元军下临安

        咸淳十年七月，宋度宗去世，终年三十五岁。他对后事没有安排，只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
淑妃所生的赵昰七岁，全皇后所生的赵显四岁，俞修容所生的赵昺三岁。贾似道与谢太后都主张立嫡
，赵显被立为帝（宋人称其为恭帝），由理宗皇后谢氏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十一月，左相刘梦炎也不辞而别，被谢太后遣使召回。其后，先后逃遁的执政还有同签书枢密院事黄
镛、参知政事陈文龙与常楙。至于在这大半年里争相避难出走的一般朝臣更是不可胜数，以致谢太后
不得不出榜朝堂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有出一言以救
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
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
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但逃遁之风未曾稍息。一边是贪生逃命，一边是
喋血抗战，对待国难的态度，就是如此泾渭分明。

8、《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也算是一国两制

        契丹皇帝在建国以后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四时转徙、车马为家的生活方式，采取四时巡狩制。每
到巡狩地的居所，即称“捺钵”，系契丹语“行在”和“行宫”之义。因自然气候等条件，辽帝四时
各有捺钵之地，有时同一季内的捺钵地也无定所。春捺钵往往在鸭子河泺（在今吉林大安境内），夏
捺钵多在吐儿山（今大兴安岭南麓），秋捺钵常在伏虎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东），冬捺钵一般在广
平淀（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捺钵期间，辽朝中央的北面臣僚都须随从，南面官则只有枢密院和中
书省的要官前往。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两次最为重要，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捺钵才是辽朝重大政令决策颁布的政治中心。

9、《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第347页

        专制政体下，历代志士仁人都像吕祖泰这样慷慨从容地做过，但一旦到了志士仁人认定只有以血
与死才能使统治者醒悟的时候，往往是血也白流，死也是枉死，但他们仍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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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第400页

        今天读书，读到立国一百九十年的西夏和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朝相继被蒙古大军攻灭，在感慨成
吉思汗和窝阔台汗大略雄才的同时，心里也沉甸甸的。想到不久后，南宋政权也在世祖忽必烈手里陨
落大海，更觉字字带血，触目惊心，几乎透不过气来。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1、《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第346页

        中国历代党政往往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占优势的一方总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拉
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的绝对正确，后者为让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态
拥戴自己，孤立对手。于是，高层的党争总是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12、《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的笔记-庆元党禁

               闰十月，宁宗内批朱熹提举宫观，理由是“方此隆冬，恐难立讲”。赵汝愚把御笔袖还，宁宗
认为汝愚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怒气愈盛。侂胄恐夜长梦多，令内侍缄封了内批面交朱熹。朱熹知道
宁宗已彻底转向，便黯然出了临安。这天离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朱熹出朝激起了轩然大波，给事中楼钥、中书舍人陈傅良等甚至动用封驳权进行劝谏。宁宗说：“
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经筵之职，现在他事事要过问。”看来朱熹在经筵讲学外，不时施加帝王师的影响
匡正朝事，令他很不耐烦。 

       这年十二月，韩党请置伪学之籍，名单很快编定，其后续有增补。计有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
、周必大和王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陈傅良、彭龟年、楼钥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员三十一人，
知名的有叶适、刘光祖、吕祖俭、杨简等；武臣有三人，太学生即庆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吕祖泰
也榜上有名。名单是胡乱拼凑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与道学无关。以曾任宰执四人而言，留正、王
蔺与道学了无瓜葛，周必大当时也并不视为道学家。因此，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
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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