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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

内容概要

大宋？比得上大唐吗？生活是新的，政府和军队也是新的。经济是新的，形势和战略也是新的。大宋
，是全新的。从五代之乱到清明上河，历史风云经历了怎样的变幻？“改革”会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吗
？改革又该如何进行、怎样发生？解答这些疑问，感受那段历史，请阅读《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
大宋革新》。
中华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
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
找到中华的位置。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至于结论，也许会有，也许没有。但即便没有，
探寻和反思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而且充满乐趣的事情，诸位难道没有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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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

作者简介

易中天
1947年生于长沙，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中华史”。在易中天看
来，《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
因为如此，他认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因此他将在直觉、逻辑和
证据的基础上，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
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易中天中华史》(1-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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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描写市井生活的那部分
2、易老师的历史解读有味有料，喜欢。
3、对宋朝商业和文化追求的解释很有道理。优点是段子讲的好，缺点是书太薄
4、大宋，革新的时代，文官的时代，商业的时代。
5、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会是完美的，而你是选择秦皇汉武的强兵悍武，还是唐宗宋祖的清明开制？这
套书远不能作通史，充其量只能当作见解集来消遣。
6、感觉这本书的框架和脉络比安史之乱写得好
7、一直对大宋空前的繁荣商业，科技进步的原因非常好奇。该书到是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些阐述。
8、有趣的史书。（第一本史书留念）
9、国学渣表示干货很多，有点读不懂⋯⋯
10、易老师慢慢写，不着急，但是一定要写完啊啊。从前看了品人录的雍正，超期待老师写的康雍乾
。以及宋朝棒棒哒。
11、感觉挺粗略的，条理也不是特别清晰。不过宋代历史值得好好细读。
12、酣畅淋漓，大宋情怀，中华的转折点....
13、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是新的，新经济新政权新形势新生活新战略，有其进步之点也有失败不足之处
。
14、宋朝是文人最向往的朝代，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雅与大俗，完全不像以前教科书上写的那样
“积贫积弱”，反而让诸多的士人甘洒热血，张载“横渠四句”说得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世的文人虽心向往之，恐怕也再没这番气魄了
15、开国皇帝赵匡胤以背叛和暴动取得天下，黄袍加身，所以设计了一套应对的措施和制度来应付潜
藏的危险。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外族的长期侵略和战争最终导致了大宋的奔溃。不过，作为武
林高手和双截棍的发明创造者赵匡胤，确实也是一代枭雄。
16、这套书若是能以目前水准写完，对广大通俗历史读者而言即是善莫大焉。属于那种“如果我有了
孩子就会在家里买一套纸质版”的那种。另，封面设计好评。
17、轻松，诙谐，有趣，属于通俗历史，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可以多看看。
18、这一卷从宋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几个方面介绍了宋，还是那个评价，这套书就是一系列历史
的通俗介绍性读物。
19、大宋真是个好时代。
20、182 12.29，感觉越来越消遣了。
21、这卷水平上来了，写得潇洒，士大夫阶层与赵家共治天下。宋朝第一个人口过亿，商业发达，指
南针，印刷术，中国科技巅峰到来。国民审美从雄壮到纤秀，唐诗让位宋词。
22、一本很适合普通读者的入门读物，通俗易懂，有知识点，有故事。自己独立的史观嘛，就这一卷
而言，貌似没怎么看到，感觉多是引用他人观点。这一卷结构有趣，让我了解了大宋朝的可爱之处。
之前想过一个问题，如果穿越回古代，最想去哪个朝代，之前想的是盛唐，现在再让我选的话，我可
能会选择大宋。
23、新的大宋，新的一切，新的姿态！
24、没什么心意新意。
25、文笔还是非常好的
26、宋的怅然
27、写得太浅，200页的书太不经看
28、宋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实易老师所列的参考书很多我也读过，却无法提炼出这几个“新”，也
无法写出一句这样简美而深刻的文字。
29、中华史的上乘之作呀，不同于高中历史课本里的积贫积弱，这里的大宋制度新，经济新，一副欣
欣向荣之态。易老师在书里不乏褒扬之词，真是难得。
30、易中天真的很有一套。张先、晏殊（女婿富弼）、欧阳修、柳永，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市井
文化，陶渊明、谢灵运-荆浩-关同、李成、范宽，克勤禅师“茶禅一味”、日本茶道开山鼻祖荣西高
僧，宋词、宋瓷-唐诗、唐三彩，景德镇（青瓷、白瓷、黑瓷），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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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义（太宗）、赵普，真宗（寇准、澶渊之盟）、仁宗（文曲包拯、武曲狄青（至交范仲淹）
）、英宗、神宗（王安石变法）、哲宗、徽宗、钦宗，“二府三司制”，官本位，耶律阿保机、耶律
倍/李赞华、月理朵、后晋石敬瑭，萧绰/萧太后、父萧思温，杨业（佘太君、杨延昭、杨文广、穆桂
英）、潘美、王侁，西夏李元昊、大理。
31、讲起来通俗易懂又有趣，虽不够详尽，但易老师的分析能够让人着迷。
32、开国皇帝的登基方式或多或少决定了一个朝代的气质，为避免出现下一个自己也不愿重回五代十
国，于是重农抑商不在，重文轻武到来，清明上河与澶渊之盟一同登场。内政阁外军事均是三权制衡
，像女人的一步裙性感却迈不开腿，精神自宫分外阴柔，最后在制度的惯性中晃悠前行，也在制度的
羁绊下屈辱死去。
33、原来这才是宋朝。
34、开篇的选择感觉不太好。从文化入手，到市井生活虽然不错，但是缺少辩证的看待，都起来有些
腻味。采用前仰后抑的手法，引出了下一部书，但是后来抑还不够好，期待下一本
35、角度不错啊
36、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本里面好多地方说的是现在的天朝
37、另一种对宋朝的理解，宋朝的富庶、藏富于民、健全的法制体制，繁盛的勾栏瓦舍，原来那时候
就有小吃街了
38、著史不是说书，太为迎合大众市场口味了。
39、围绕着新，讲解了许多细微之处，历史的选择了然于目。
40、我觉得《易中天中华史》的定位有点尴尬，要是易老师能像写《汉代风云人物》，像写《帝国的
惆怅》那么详细就好了。哈，那可真是个极其浩大的工程。
41、听易老讲古
42、依然是老易的风格，我喜欢
43、17书1。新生活，新政权，新经济，新形势，新战略。易中天中华史第一二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
朝共12卷均已借来看过，越过第三部隋唐看这第四部，无他原因，图书馆未找到。现代文人著史，写
成老易这样，也是不易。
44、7/10，继续涨姿势。
45、一家之言，可以瞧瞧
46、继续四星吧，从这里可看出格式的突破吧，先文化后政治。五代史没出专书，也是憾事。套路化
开始了
47、好读。
48、逼出来的开明时代
49、一段不一样的宋史，当所有史实重新审视，就不是“定论”的那样了。
50、中国统一的朝代里宋朝应该算是最适宜生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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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是因为要写一篇有关杜尚与禅宗的文章，才找来易中天的书来看的。也算是一种缘分吧，读着
还是蛮轻松带劲的。不象那些个高头讲章，说的人云里雾里，易中天写的中华史，让空虚寂寞又缺爱
的本人能够读得进去。这就很难得了。易中天是以书写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起家的。他的文笔不错，
在历史研究者当中应该属于中上游水平。有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写史就得心应手，乃至文采飞扬。这
套中华史时代气息浓厚，试图用通俗易懂的话语阐释历史，让人感觉历史仿佛不再是离我们很远，很
模糊的无关痛痒的事件，而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明智调味料。说到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
知道，教科书里的两宋被描得很黑，当然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的印象也很深，甚至有难以磨灭的伤
痕。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被动挨打，被阉割的版图看得人心疼欲裂；一打仗就求和，打赢
了也求和，名将冤死，忠臣屈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皇帝柔弱，太后专权，党争不断，办事效率
低下，吏治腐败，人浮于事，改革亡国，不改革亡党，等等等等，反正除了会写点小词，基本没什么
能耐。但是，后来我们也可能会慢慢地了解到，宋代是一个最会谈判的朝代，宋代的经济总量世界第
一，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宋代的道德还没有沦丧，宋代的文化繁荣空前绝后，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知
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空前地张扬，宋代不杀功臣，不搞群众运动，不清除精神污染；不扫黄不打
非，二奶名正言顺，青楼光明正大，不宵禁无打烊，夜生活丰富得很，召妓也不犯法，反正除了版图
上没有统一以外，好像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很多方面甚至很有现代性，当下与之相比还颇有差距。所
以你看哪，写好宋史可并不简单。头绪很多，三观也不太稳定。争论一下也好，有交流才有进步嘛。
比方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远不是教科书里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那么简单。试想：如果你是高宗赵
构，北伐一成功，自己就下台，你还会铁了心要将北伐进行到底吗？再比如新旧党争，理学宗派问题
，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理清的。以前教科书习惯于把中国历史描得漆黑一片，用一些舶来主义的概念
化术语，比如封建专制啦，亚细亚生产方式啦，把古代中国一棍子打死，以确立当朝统治的合法性。
这是一种偏颇。与之相对，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中把中国历史打扮得过于美好，
则是另一种偏颇。只有当我们对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理解得越来越透彻的时候，我们
才可能扬弃这两种貌似对立的看法，进入综合性的、全景视野，从而客观地认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宋虽旧邦，其命维新。把宋初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视域里
面来看，革新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当然，除了军改，除了知识分子政策以外。有宋一代，既是一个顶
峰，也是一个过渡，因有唐宋合流，因有宋元并称，崖山一役，汉族整体上从黎明时辰跌入黑暗时代
，后来老大王朝过于稳定，阶层流动性逐步僵化，终于迎来毕其功于一役的辛亥革命，仁人志士一举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由于考虑到受众与传播，这套中华史并不是很严肃的历史著作，不少地方靠讲
段子来吸引读者，在增加了趣味性与可读性的同时，不免流于低级趣味（大家可以自己去挖掘，我这
里就不举例子了）。在大陆学界，易中天可以算作一个稍有良心的学者。只是这种良心还远远不够，
在这里，只能期待他未来拿出更好的作品。下一卷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考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2、如此军改登基一年半以后，赵匡胤决定请客吃饭。那是建隆二年（961）七月，初秋的开封天高云
淡，清明时节新煮的酒正好开坛。受邀的石守信等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人物，
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赵匡胤发迹之前的老弟兄。这样的聚会，总是开心的。太祖皇帝却显得若
有所思。石守信看出问题来了。他问：陛下有心事？赵匡胤说：皇帝不好当呀！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石守信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坐？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他们齐刷刷地跪下
来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说：你们是不会，别人呢？石守信问：
谁？赵匡胤说：诸位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呀！万一他们故伎重演，也弄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请问
拒绝得了吗？石守信等人以为自己受到猜忌，一个个魂飞魄散，泪流满面地说：臣等一介武夫，冥顽
不化，何曾想到许多？恳请陛下慈悲为怀，为臣等指点迷津，给条活路。赵匡胤说：人生苦短，如白
驹之过隙。对酒当歌，悲富贵不常在。你们为什么不替自己好好规划一下呢？石守信等人都说：请陛
下明示！赵匡胤说：交出兵权，换个肥缺，兴豪宅，置田产，拥歌姬，饮美酒，子孙无虞，自己也快
乐。我再与你们都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很好吗？众人都说：陛下体贴入微
，恩重如山！第二天，他们纷纷宣称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职，太祖皇帝则给予了亲切的慰问和丰厚
的奖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可惜这并靠不住。正如本书第二章讲过的，一年后赵
普还在拿陈桥兵变说事，劝太祖收回兵权，开始时太祖还很不以为然，岂非前后矛盾？何况黄袍加身
原本就是赵匡胤亲自导演，怎么能对石守信他们说手下人贪图富贵呢？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不过小说

Page 7



《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

家言，而且这故事也远不如另一个精彩。那故事说，有一次，太祖皇帝拉着石守信那帮人外出打猎，
到了树林大家坐下喝酒。赵匡胤说：这里没有别人。你们当中谁想当皇帝，只要把我杀了就行。石守
信他们全被镇住，匍匐在地不敢抬头。这事同样真伪难辨，但更符合赵匡胤的出身经历，以及人们对
他的认知。实际上此人就是一条江湖好汉，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嗜赌成性。传说嵩山少林寺三十六路
棍法，就是他留下的。双节棍，也是他的发明。他胆敢在陈桥进行一场豪赌，靠的正是闯荡江湖的阅
历，还有与石守信他们结拜为“义社十兄弟”的关系。难怪《水浒传》会这样描述这位开国皇帝：一
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赵宋官家，原本是黑社会老大。做贼难免心虚，更懂得贼心思
。无论前面两个故事是真是假，太祖皇帝要防止别人黄袍加身都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交出
兵权的功臣们都受到了厚待，不但自己安享晚年，子子孙孙也富贵荣华，以至于在开封城内，纸醉金
迷的高消费群体和时尚引领人，就是将门子弟娼门女。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这是原因之一。当然，石
守信他们被解除了兵权，也是真的。但如果将这理解为对付藩镇，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赵匡胤的
安排是让他们交出禁军兵权，出任节度使。石守信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只不过石守信保留了禁军司
令的头衔。也就是说，赵匡胤的第一把火，是夺禁军之权。这是有道理的。过去人们往往以为，晚唐
五代天下大乱是因为藩镇割据，其实并不尽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晚唐之乱在藩镇，五代之乱在禁军
。赵匡胤夺权成功，就因为他是禁军司令之一，石守信他们也都是禁军的高级将领。禁军岂能小看！
不过，五代和北宋的禁军，已经并不单指御林军。严格地说，这时的禁军应该叫做中央军，与之相对
的地方军则叫镇军。镇军就是藩镇的军队。由于五代的开国皇帝多半是内战的胜利者，深知藩镇的危
害和禁军的重要，因此胜利之后便将敌军收编过来，禁军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
它就成为王朝唯一算数的军事力量。重归中央集权，也因此成为趋势，并有了可能。然而藩镇削弱以
后，禁军就成了定时炸弹。因此赵匡胤并不满足于人事调整，还要改革军事制度。毕竟，人是靠不住
的，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后人留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确保政权
不被颠覆，尽管大宋的军事改革和制度建设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赵宋官家怎样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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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的笔记-新生活

        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2、《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的笔记-后半摘录

        海外贸易章：泉州因为成为市舶司，扩张后的城市在地图上像鲤鱼或鱼头，故称鲤城。
科技文化章：莆田旧称兴化府，兴化粉是莆田特色，荔枝亦是。
商业奇观章：“钞”来自盐业的特许经营，营业执照叫钞阴，与股票类似也是一份一份，钞引越多，
经营权越大，可互相买卖。

3、《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的笔记-第16页

        中国原本固然没有“市民”的概念，但是一样有同古希腊“公民”之类的概念，这就是“国人”
。在春秋时代，中国大地上一样为城邦国家，中国为文化和地理概念。中原大地邦国林立。各国中，
有国人，有野人，有奴隶。国人实际就是希腊之公民。有人说古希腊的公民有议政的权力，实际上我
们的国人也是有这样的类似的权力的。同样他们也有服役等义务。
另外，国人和野人相对，国人是在城郭中居住的，野人是在城郭外居住的。这实际上就是市民。
大一统后，一样有城市，臣民皆有户籍。当时城市并无特别之处，全国划分为郡县。城是属于县的一
部分。也就是说并没有现在有些人所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一个人籍贯都是某某县，而不会是某个城
。全国一体，现在人感叹有城乡差异，就当时来说，城乡的地位是没有差异的，或者说，在体质上，
在政治地位上，是没有城的。如果现在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弊端多多的，那么当时没有所谓的市民，
不就是一种先进吗？
西方有所谓的市民，和市民阶层，其实是源于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城乡差异。市民是和农民相对。市民
在城堡之内，农民在外。承认市民是个独立的阶层，不过就是将城乡区分出来。
中华帝国固然是没有市民阶层，但是不能说这就是落后的。因为我们在当时也没有城乡的区别。大家
都是县民。是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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