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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宋朝十八帝》

内容概要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
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
，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
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宋王朝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它拥有至今令人叹羡的高度物质文明和后人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却饱
受积贫积弱之苦，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最终亡于异族之手。大宋王朝的帝王们是如何应付
这种局面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距今八百年前的中国宫廷又发生过怎样的
故事？这一切且容宋史专家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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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说宋朝十八帝》作者积多年宋史研究之心得，参以各种正史、笔记等历史资料，全面刻画宋十八
帝的性格、命运和事功，讲述惊心动魄的宫廷故事，从中勾勒出宋代320年的风云变幻、喜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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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单概括
2、记忆最深的仍然是宋徽宗，每次都想着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应该又是另一番传奇，但也正因为
他是皇帝，才成就了这一才人奇事！
3、这本书还不错，作为普及性书籍，有其优点，言简意赅，情节简单，能让初步了解宋朝的读者，
迅速对该朝代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且语言上也还不错，读起来不会感到乏味。但有点太简。总体还
是不错。
4、同样，八卦小说一枚，可是没有正说清朝十二帝好看。。。。。。看完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宋徽
宗和李师师，呵呵呵呵。。。。。。
5、很喜欢，我认为是可以收藏的一本书。
6、对一个朝代进行简单的梳理。
7、大二
8、居然在图书馆四层中文小专区看到这本书，果断借了。话说赵官家们都不是一般地不给力啊
9、一部能带你去了解大宋时期的点滴的书，支持一下！
10、完全正史的書籍，比較完整全面。
11、大一or大二 2007
12、地铁上真心是够无聊的
13、入门读读
14、憋屈的故事，中华思想的根基。
15、最喜欢的朝代，可惜最后还是落入了庸俗的小人妇女干政
16、戏说之后兴起正说热，本书不过走马观花的介绍而已
17、建议把“正说”改成“浅说”，简单介绍宋朝十八帝。。。看正说系列，基本上皇帝没几个好东
西。。。就这个感觉。。。
18、物流不错，纸张质量不错，内容不错，已经读到187页了，很喜欢。
19、收到后看看再说了
20、写得太敷衍了，完全是按框框堆砌
21、这书质量较差，有学者的枯燥却无深度，有普及读物的浅白却无趣味。
22、此书以历史真相为依据，以时间为线索，简要的介绍了宋朝的历史，可观的述说，严谨的评论，
对于中国历史的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对我们了解我国历史真相很有帮助。
23、正品 包装好 便宜
24、历史入门级休闲读物
25、正说这个词用得有点过了，就是点拾遗补充之类的。
26、正说宋朝十八帝（图文本）
27、了解宋史的读物
28、确实是正说那段历史，很有条理，对于入门的“史盲”们还是值得一读。大致概括了各皇帝在位
的朝廷大况，浅显易懂。
29、宋时才是真正的三国
30、宋太祖可谓开国皇帝当中最仁慈的；真仁英神哲徽钦，高孝光宁理度恭~
31、就是这本书告诉了我，祖宗真仁英神哲徽钦，高孝光宁理度恭端末。
32、高中继明朝那些事儿后看的。还行
33、比外面便宜不少,送货也很快
34、对于宋朝粗略的发展进行了介绍，没什么好值得特别回味的地方，单单只是作为一个历史梗概来
看待
35、读完最直观的感受是宋代皇帝对大臣仁慈，喜欢改名字，就这么些个鸟皇帝，两宋三百二十年也
差不多了
36、宋朝十八帝
37、2007年11月15日
38、一切都不错包装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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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比较客观的介绍了北宋、南宋的１８位帝王。并客观的给予了评价。对于了解宋朝的历史，特别
是一般读者，是一本很不错的读物。而对于研究宋朝历史的朋友，也可以作为一本参考书。
40、宋朝，太多话可说了
41、书籍很好，正版的，也挺便宜！
42、每及改朝换代，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忽必烈灭宋建元后，却伙
同西藏盗贼对宋陵大肆洗劫并坐地分赃。本意是要震慑不肯归附的宋人，但适得其反，这不仅激起念
祖敬宗的宋人更强烈的仇恨，最后，还使朱元璋借此直接灭掉了元朝！而其本人死后，更是连陵墓都
没敢建造，真真可笑！
43、比较一般，走马观花。
44、想科普的读读也就罢了，想认真研究下宋史的还是不要读了，浪费时间
45、就是一本历史书
46、还是算普及型的历史性读物 虽然宋朝对外羸弱 但政治真的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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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宋朝是中国历代朝代中经济最发达、国民文化最兴旺、科技创新成果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鼎盛朝代，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
绝后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被称为“富宋”。但同时，宋朝的时期是少数民族侵袭方兴未艾的年代，
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也注定宋朝将称为一个软弱的王朝，面对外敌的侵袭，它所表现的卑躬屈膝
的姿态是让人不耻的。在这一点上，又可以被称为“弱宋”。因此，我认为对宋朝的评价应该是“经
济之富国，政治之弱者”。（一）宋太祖——赵匡胤　　关于宋太祖的成功要素，我认为一方面在于
“乱世造英雄”的大形势（自古如此，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以及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另
一方面在于他本身就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敏感度，而且他善于广纳贤才，将其招入麾下，为其
称帝奠定了群众基础。　　但也或许是由于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缘故，他对军权的掌控
特别敏感，更不希望别人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夺位，于是来了一招巧妙的“杯酒释兵权”，使得军事大
权高度集中。　　这样的方式的确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但也为宋朝成为“重文轻武”的
王朝埋下了历史的祸根。　　（二）宋太宗——赵炅　　赵炅是赵匡胤的弟弟，本名赵匡义。他的继
位一直笼罩着“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同时，他本身也不是什么特别优秀的帝王，军事能力不及赵
匡胤，因此屡战屡败；明明没有多少文化还要附庸风雅，吟诗作对。　　抗辽战争主要就发生在这一
时期，民间广为传唱的“杨家将”故事的原型人物杨业就活跃在这一时期，但与戏文中不同的是：包
青天“包拯”生活在宋仁宗时期，因此顶多与杨家的杨文广认识，不可能与佘太君认识。　　这里，
需要提到两位大臣：　　赵普（922～992）：北宋大臣，字则平。后周时为赵匡胤的幕僚，任掌书记
，策划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夺取政权。宋初任枢秘史，乾德二年起任宰相，太宗时又两次为相，淳
化三年因病辞职，封魏国公，他少时为吏，读书不多，相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赵普
可以说是历经两朝的开国元老。　　寇准（961～1023）： 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太宗太平兴
国五年进士。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元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
真宗渡河亲征，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不久，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
。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　　（三）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发生在宋真
宗赵恒时期，签订于1005年，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20万匹，银十万两。澶渊之盟后，宋辽开始了和
平相处的局面，长达100多年没有战争，宋辽都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互相交易的市场，贸易、文化往来十
分频繁，丰富了汉族和契丹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　　“澶渊之盟”是个有争议的命题。如
何正确、客观地评价它，就必须对澶渊之盟宋辽双方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事实上，澶渊之盟是宋辽双
方均势的体现，它对宋辽两国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无论从大历史的角度，还是大民族的角度来看待
它，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迭经争论的命题。长期以来一直
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肯定者认为它虽是一个屈辱性的条约，但签订后，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
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它沟通了宋辽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否定者则认为“澶渊之盟”的签订，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
，使宋代局面江河日下。　　宋真宗是一个性格懦弱、迷信鬼神的帝王，尤其是泰山封禅一事就可以
看出他没有好好珍惜澶渊之盟后的和平，将本应用在建设国家的精力用在了装神弄鬼上面，这未免令
人感到遗憾和惋惜。　　（四）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是个历史评价褒贬不一的皇帝。他在位42
年间，宋朝进入鼎盛，但也是衰落的起点。　　从正面来看，仁宗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
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府还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仁宗皇帝
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从负面来看
，仁宗性格仁善，自然也少不了懦弱，尤其体现在其处理宋与西夏的关系上。经过几次与西夏战争的
胜利与失败，1044年，宋和西夏签订和约，内容是：元昊取消帝号，由宋册立为夏国王，宋每年给西
夏白银、绢和茶叶。不过，从此宋和西夏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关系，两国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促进了
西北边境地区的发展。　　在宋仁宗时期（1022～1063），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　　范仲淹
（989～1052）：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死后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26岁登进士第
，因敢于直言强谏，屡遭贬斥，久不被重用。庆历元年（1041），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采取屯田固
守策略，巩固边防，使西夏不敢进犯，当时边塞流行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话。庆历
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为守旧派所不容，遂外放任州、邓州、杭州、
青州等地知州。他以六十四岁的人生，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张，深受当世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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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道。文章和诗词俱脱俗超凡，是其心志和情感的形象外化。　　狄青（1009～1057）：北宋大将。
出身贫寒，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
旅生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宋廷择京师卫士从
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
土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
”，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他每战
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
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
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
，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佑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嘉佑元
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狄青到陈州之后，
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
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
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血染疆场，马革
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对于狄青的死，是令人感到惋惜和感叹的。我认为最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宋朝排斥武将的国策，加上宋仁宗猜忌心重的性格。　　（五）王安石变法　　王
安石变法的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当时的宋神宗赵顼。我认为宋神宗是宋朝帝王中十分优秀的帝王，在位
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尽管王安石变法阻力重重，但他力
排众议，坚持重用王安石为相，可见他改革的决心之大。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以后另外撰文阐
述。这里我想说一下王安石的为人。　　王安石这个人很有意思，除了为人正直以外，还十分不拘小
节，有时连俸禄都算不清楚，拿回家去任家人随意花销，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改革上，可以说，他是
一位难得的好宰相。不过，任何的改革都势必会遭受阻力，他的新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连神宗十
分敬重的祖母都竭力反对。　　不仅如此，当时熙宁年间，行政的效率低下，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
。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
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
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　　这些都给变法造成了空前强大的阻力，最终王安石变法还是失败了。　　（六）司马光　　 司
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号迂叟。司马光自幼嗜学，
尤喜《左氏春秋》。宝元元年，司马光年方二十，中进士甲科。宋英宗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初
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北宋熙宁三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
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任尚书左仆射
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　　知道司马光，最早当然是他“破瓮
救友”的故事：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选自《宋史》） 。司马光从小就表现出了沉着冷静的良好素质。至于他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变法，我
看到这样一段话，说得不错：　　“宋神宗受过西夏和辽的屈辱，一直想对西北用兵，但是国库里没
钱。大家都想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马光的节流是不
可能成功的，因为你要抗衡一大批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司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
，最终只能盘剥老百姓。　　司马光、苏东坡反对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青苗
法，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
一切。最后的结局是个悖论，两难。王安石虽然有机会变法，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不管什么朝代
，改革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设计。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马光监督；司马光
上台，王安石监督，那他们推行改革时就不会大刀阔斧，而是小心谨慎。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不能
大刀阔斧，只能循序渐进。”　　（七）靖康之难与北宋的灭亡　　“靖康之难”是指靖康年间金朝
灭亡北宋的历史事件。　　公元1125年，金朝在灭辽之后驱兵南下，分两路进攻北宋，进逼宋朝都城
汴梁（今河南开封）。昏庸无能的宋徽宗赵佶听到金兵来犯，惊恐万状，传位给太子赵恒（宋钦宗）
，自称太上皇，借“烧香”为名，逃往镇江避祸。宋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靖康”。　　宋钦宗与
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军民强烈要求
抵抗，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
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一味地妥协退让，幻想金兵能够撤退。金兵在获得北方大片土地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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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之后北撤。投降派又得势起来。宋钦宗以为天下无事，罢免了李纲。太上皇宋徽宗回到汴京，继
续过着腐朽的生活。　　靖康元年秋天，金兵第二次南侵，东西两路军队合围汴京。在这危急关头，
无赖郭京说他能请“神兵”退敌，宋钦宗竟信以为真，下令撤去城上守军，大开城门，请“神兵”退
敌。金兵就乘机攻人汴京，徽宗、钦宗束手就擒，做了俘虏。　　1127年2月，金兵将城内92个府库内
的财物席卷一空，又把微钦二帝及皇族、大臣等大批人员俘至北方，延续了168年的北宋王朝灭亡。　
　（八）南宋的建立与岳飞之死　　1127年，金国从开封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张邦昌在万般
无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正式即位，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是个幸运的皇帝，逃过了金人北撤时的搜捕，还捡了个皇帝宝座。但是，同时他也是个昏
庸懦弱的皇帝。当时金朝屡犯宋，高宗卑躬屈膝妄想求和，使得韩世忠、岳飞等主战派辛苦取得的胜
利功亏一篑。　　岳飞的死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遗憾，秦桧父子固然称为万世唾骂的千古罪人，但我
认为高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这样的昏君，怎会滋养秦桧这样的奸相？！　　（九）南宋的衰
亡　　南宋可以说是最软弱无能的皇朝之一。从开国高宗开始几乎都是昏君，有的还是疯子，总之都
没有什么作为，大权旁落于奸臣之手，可以说南宋的奸臣之多也是一大特点。南宋的皇帝面对金人与
元人的侵袭，表现出的是卑躬屈膝的姿态。尽管如此，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祥兴二年（1279），张
世杰、陆秀夫等拥立8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改元祥兴，迁居到小岛崖山，元派蒙古军和汉军分路进
兵，张弘范率水师攻打漳、潮、惠三州，李恒用步骑袭击广州，阿里海牙统蒙古军进击琼州。后张弘
范袭崖山，张世杰用大绳将船连结成阵固守。元军切断宋军的水源，张弘范又乘海潮攻击宋船，宋军
大败，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崖山之战”的失败和小皇帝的投海而亡标志着南宋的正式灭亡。尽管
南宋皇帝十分昏庸软弱，但是也出现了像文天祥这样铮铮铁骨的英雄。文天祥（1236—1283），吉州
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天祥，民族英雄。他曾经历多次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坚强的意
志和民族气节连忽必烈也为之汗颜。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曾激励着
无数仁人志士。　　（十）与宋朝同时代的少数民族国家——辽、金、西夏　　宋朝的同时期，也有
这样几个少数民族国家，我们作以下整理：　　1，西夏（1038～1227）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
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创建者为夏景宗李元昊。这是一个曾经拥有光辉
文化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历史似谜的古代政权。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
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这个游牧并且农耕的民族，
这个位居西北的异族政权，不是一个甘于寂寞落伍的民族和政权，它积极汲取了汉民族和北宋政权的
文化营养。创制出了自己的文字，制定了自己的典章、礼仪制度，形成了与汉民族文化具有姻亲的西
夏文化。西夏最终被元所灭。　　2，辽（907～1125）。　　勃兴于东北的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的
领导下于907年建国，统一塞北辽阔地区,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神册），938年（一说947年）改
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耶律德光时，助后晋高祖石敬瑭夺取帝位，获得燕云十六
州作为酬谢，势力又进入长城以内。在中原先进制度的影响下，辽朝逐渐向封建化过渡。适应境内不
同民族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状况，辽朝建立了南北面官制，“因俗而治”。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
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平稳关系。辽中叶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民族起义
风起云涌。当女真族展开强大攻势之后，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 辽最终被金所灭。　　3，金（1115
～1234）　　金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先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后
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其创建者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朝建国后，在
护步答冈会战中大败辽军，随后展开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攻取五京的前后步骤是东京(今
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
北京)。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东路
军进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
会师攻克汴京。次年三月，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妃等数千
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等北返，北宋亡（史称“靖康之难”）。　　因此，金灭辽、北宋后，金
与西夏、南宋并立，后来皆被元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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