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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战争论考》

内容概要

《宋辽战争论考》从北宋时期宋辽军事冲突和友好交往的史实，探讨双方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
原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些重大战役和交往事件进行了回顾分析和评价，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后附相关问题的研究资料。

Page 2



《宋辽战争论考》

作者简介

王晓波  1948年生。重庆江津人。研究员。历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师、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校图书
馆副馆长。出版有《寇准年谱》、《余玢年谱》、《宋四家词选译》等；主编有《清代蜀人著述总目
》；校点整理出版有《景定建康志》、《全蜀艺文志》(合作)、成都旧志等古籍数十种；发表论文数
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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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战争论考》

书籍目录

宋太祖时期宋辽关系的变化  一、唐末五代与辽战事考述  二、宋太祖先南后北防御辽、汉的战略  三、
从对抗走向缓和  四、余论宋太宗对辽战略的失误——评宋辽高梁河战役  一、高梁河战役前的宋辽关
系  二、高梁河之战  三、太宗战略战术的失误  四、高梁河之战的后果及影响高梁河战役后的宋辽三战
 一、满城之战  二、雁门之战  三、瓦桥关之战太宗雍熙北伐综评  一、宋高梁河战役后的对辽政策  二
、雍熙北伐的战略意图及经过  三、雍熙北伐失败原因综析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  一、雍
熙北伐后的宋辽战争    1.君子馆与土磴寨之战    2.唐河与徐河之战    3.子河汊与雄州之战  二、对辽政策
的改变  三、有关的几项防御措施附：北宋“方田”考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一、澶渊之盟前
宋真宗的对辽策略及宋辽问的三次战争    1.瀛州与莫州之战    2.遂城之战    3.望都之战  二、辽国以战促
和的战略进攻  三、澶渊之盟的订立  四、对澶渊之盟的两点评价附：寇准澶渊对敌之策平议  一、所画
之策中可能有的主张和设想  二、策略的可行性置疑宋真宗对辽战争考  一、瀛州与莫州之战  二、遂城
之战  三、望都之战  四、澶渊之战北宋联金灭辽政策新论  一、宋辽百年盟好的回顾    1.平等友好的两
国关系    2.对峙、冲突与友好共存  二、从“海上之盟”到北宋收复幽燕    1.白沟与范村之战    2.燕京巷
战    3.联金攻辽的后果——靖康之难  三、北宋联金灭辽政策的失误  四、余论附录：宋御辽守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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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战争论考》

章节摘录

　　宋太祖时期宋辽关系的变化　　一、唐末五代与辽战事考述　　唐末，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契
丹族逐渐发展强大，对中原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出于对利益的争夺，契丹与中原边疆藩镇的
战事不断上演。进人五代时期，中原各割据政权面对契丹强大的军事进攻，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对策
，时而和好结盟，相互利用，时而又兵戎相见，血腥杀戮，金戈铁马，烽烟不断，延续了整整半个世
纪。　　契丹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是鲜卑族的一支，属东胡族系。他们自称为轩辕氏的后
裔，但自汉代以上，已难考索其活动轨迹。契丹作为一个民族的族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
，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他们以游牧生活为主，散居往来于潢水（又名潢河，西拉木仓河）和土
河（老哈河）一带，即今天的内蒙古和辽宁省的广大地区。隋、唐之前，契丹族还较弱小，经常受到
外族的侵侮。隋初，契丹各部开始联合，至唐初，已结成部落联盟，选举出联盟长。根据《辽史》的
记载，当时由大贺氏担任联盟长，有八个部落，&quot;胜兵四万三千人&quot;。唐太宗在他们活动的
区域设置松漠都督府，选其首领任都督，实施羁縻政策。唐玄宗时，大贺氏族逐渐衰微，部落联盟长
便被遥辇氏所取代，号称可汗。而耶律氏一族，属遥辇氏部落联盟中的迭刺部，世为迭刺部内军事首
领--夷离堇，由于迭刺部在联盟中最强盛，故耶律氏事实上便成了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夷离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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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战争论考》

精彩短评

1、梳理了宋太祖到宋真宗时期，宋辽间的战争。以及宋对辽是战是和策略的改变过程。宋对辽绝非
一味求和。
2、写的较为简略，但脉络还是清晰的
3、帮助我把宋辽关系史梳理了一遍，而且还有作者的分析在里面，厘清了不少之前曾经人云亦云但
不那么确实的认识，如如何看待澶渊之盟，以及联金灭辽的历史影响，等。注重考据的材料的罗列。
还是不错的书。
4、有些地方不够凝练，但是里面的观点和对史实的爬梳都值得一读。
5、考证精详，除了“和谐相处”“战争正义性”有些好笑外
6、对于每场战争作者加入了很多论点及自己的分析。宋朝一直是我很喜欢的朝代，工商文化科技都
十分发达，然而重用文人轻视武官注定在军事方面落后于北方民族啊
7、新历史观，战争不仅仅是战争
8、王先生是偏重于宋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做年谱是其真功夫的体现，此书能提供按图索骥的史料
词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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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战争论考》

精彩书评

1、所谓新的历史观，区别于以往以宋朝为正统，契丹为外敌入侵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而是从多民
族国家的立场看，宋辽战争本质上是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的纷争。之所以新字打引号，是因为之前
阅读其他书籍时已经或多或少的接触了相同或相似的战争历史观念。《宋辽战争论考》虽然主体是介
绍宋辽战争，但开篇明义依然强调了作者的历史观：1、宋辽战争本质上是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的
纷争，以多民族国家立场看，幽燕由谁管理都可以，唯一考虑的依据是这一地区人民的选择2、很多
战争都是非必要战争，为满足一己私欲而使生灵涂炭，人类智慧遭到异化，文明倒退甚至毁灭，不可
取丘吉尔回答罗斯福「如何评价这一次二次大战」再用新的历史观去看待宋辽战争，就能更理性客观
的去看待「收复燕云、靖康之耻」了。真正客观对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是在当时环境下分析双方力量对
比，战争可能的结局来理性讨论决策的正确与否，而非简单的抗战即肯定为英雄，主和主守则唾弃为
投降或卖国的二值观念。宋太祖基于当时的综合国力，先南后北，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国力，另一方
面囤积钱帛，做好买回燕云准备。宋太宗收复北汉后头脑发热，过分从个人政治利益角度出发，发动
对辽之战，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建立不世之功，结果遭遇惨败。君子馆之战后却又能主动实行防御主
和政策，不再一味浪战，使得河北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宋真宗御驾亲征，三次主动进攻辽军，才换来
澶渊之盟平等盟约，换来宋辽边境一百一十六年的大和平。宋徽宗好大喜功，约金灭辽，不仅损失惨
重，还让金国很早摸清了北宋的虚实，导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用以上的客观态度去分析，就能更
全面的得出哪些行为值得肯定，而哪些决策为昏招。而以上就是我看《宋辽战争论考》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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