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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的未来。”中国的

历史，无疑是我们国家和整个华夏民族的灵魂所在。从有文字以来，中国人就

对历史的记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滥觞于前，孕育了中

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历史记述制度，不仅“世有史官”，而且设立专门的著

史机构；除了国家专门组织的著史工作之外，大量的私人著史活动也是风起云

涌，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念并在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从而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影响深远。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几千年来，中国产生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

栋，为了有所区别，于是产生了“正史”和“野史”之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

著作中，就正史而言，“二十四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文化遗

产中的璀璨明珠。

作为正史总集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主干，由清乾隆帝钦定后，正史

遂成为“二十四史”的专有名称。它从《史记》（司马迁著）至《明史》（张

廷玉等著）共计24部、3243卷，约4000万字。“二十四史”的著作年代前后相

差计1800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独有的巨著。

“二十四史”全部按照纪传体的形式，采取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为顺序

的方式记事，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四千多年间中华

民族形成、发展、融合、兴旺的历史轨迹，全面展示了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规

律，翔实而细致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疆

域、民族、外交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皇皇巨著，我们编撰出版了这部《白话精编

二十四史》，从24部史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篇章编译为白话，遵循“信

达雅”的原则，保持原书风貌，浓缩原著精华。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审美需

求，本书打破了传统正史读物的条条框框，版式设计新颖别致，书中插配了近

千幅与史书内容相关的绘画、书法、建筑、陶瓷、金银器等精美图片，通过这

些元素的完美结合，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而多彩的历史空间，让读者全方位、

多角度地去感受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智慧之所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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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远

 辽史  

《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

“二十四史”之一，元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第二年三月

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奚

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辽史》共 116 卷，

其中本纪 30 卷、志 32 卷、表 8 卷、列传 45 卷，国语解 1 卷，详细

记述了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天祚帝耶延禧，先后共两百多年

（907 ～ 1125）的历史，其中还记录契丹建国前的历史及耶律大石西

迁所建立西辽的历史。

《辽史》中的志和表很有特色，志中设有营卫、兵卫、地理、历象、百官、

礼、乐、仪卫等部分，表中设有世、部族、属国、皇子、公主、皇族、外戚、

游幸等部分，形式简明，内容丰富，节省了史书的大量篇幅。此外《辽史·国

语解》对书中出现的官制、物产、部族、地名、姓氏等契丹词汇作了译解，

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契丹语言资料。当然，《辽史》也存在一些缺陷。由

于元代修史时距离辽国灭亡已久，史料散佚严重，因此给修史造成很大

困难。加之史官辽史知识欠缺，书中遂出现史实错误，前后矛盾的地方

也不少，一些重要人物有名无姓。尽管如此，《辽史》仍然是唯一的一部

比较系统、完整记载辽朝历史的著作，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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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称帝】

辽太祖姓耶律，汉名忆，契丹名

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人。

阿保机家族世代为契丹贵族，他出生

之时正值家族暂时失势，其祖父被杀，

伯父、父亲被迫逃亡。阿保机的祖母

为了安全，将他藏匿在帐中，在他的

脸上涂抹黑灰，不让别人认出他的身

份。阿保机成人后，身高九尺，目光

逼人，可以拉开三百斤的硬弓。最初，

他担任部族的挞马 沙里（扈卫官），

先后率军征讨小黄室韦、越兀、乌古、

六奚等部落，屡立战功。此时耶律家

族逐渐恢复势力，成为了继遥辇氏之

后的契丹第二大家族。唐天复元年

（901），遥辇家族的痕德堇可汗即位，

随即任命刚满三十岁的阿保机为迭剌

部夷离堇，专门负责征战事务。阿保

机率军连续征讨室韦、于厥等部，受

封大迭烈府夷离堇。次年七月，阿保

机率军征讨河东地区，攻克九郡县，

俘获人口九万五千人，骆驼、战马、

牛羊不计其数，因功受封为于越，

总知军国事。904 年， 阿保机率军征

讨黑车子室韦，唐朝卢龙军节度使刘

仁恭派养子赵霸率数万大军救援，

结果在武州桃山被阿保机的伏兵击

败，阿保机乘胜大破室韦。905 年，

阿保机再次率军讨伐黑车子室韦，

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使请求结盟。

当年十月，阿保机率领七万骑兵在

云州和李克用会盟，双方约定一起

攻打幽州刘仁恭。此后两年间，阿

保机多次出兵进攻刘仁恭，掠夺中

原人口。907 年，痕德堇可汗去世，

臣子们拥戴阿保机称帝。在心腹重臣

耶律曷鲁的劝说下，阿保机于 907

年正式即可汗位。

辽 太祖（872 ～ 926），即耶律阿保机，汉名忆，小字啜里只，契丹迭

剌部人，其父撒剌的出任契丹遥辇氏的夷离堇（军事长官）。阿保机成

年后，率领契丹军队四处征战，大败越兀、乌古、室韦等部落，因功授大迭

烈府夷离堇。唐天复三年（903），因攻伐河东、蓟北等地有功，加封于越之号，

总知军国事。唐天祐三年（906），遥辇氏痕德堇可汗病死，阿保机被部众拥

戴，于第二年称帝，是为辽太祖。此后，辽太祖连年征战，南征平州、幽州，

西征突厥、吐谷浑等部，东灭渤海国，对内平定宗室叛乱，建立国号，制定

文字和官制，确立了辽国的开国大业。

卷一至卷二

太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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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安内】

阿保机称汗后的数年间，四处征

战不休，他一方面派遣军队征讨黑车

子室韦、乌古、阻卜等周边部落；一

方面不断插手中原地区的军阀混战，

他背弃和河东李克用的盟约，转而投

向后梁皇帝朱温，还利用幽州刘仁恭、

刘守光父子的内斗谋求利益。908 年，

阿保机设立掌管宗室的宗正官——惕

隐。909 年，他在炭山之北设置羊城，

和中原地区互通贸易，发展经济。

910 年，为了扩大自身实力，阿保机

任命皇后述律氏的哥哥萧敌鲁为北府

宰相，此后皇后家族担任宰相职务成

了契丹的惯例。按照契丹部落的习俗，

可汗之位一般在第一家族中选举产

生，然而阿保机凭借自己的强势和手

中的武力，连续数年担任可汗之职，

这就引起了耶律家族其他人的不满。

911 年，阿保机的弟弟剌葛、迭剌、

寅底石、安端图谋叛乱。安端的妻子

粘睦姑得知后，报告了阿保机。为了

避免家族分裂让外人渔翁得利，阿保

机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和弟弟们登

上高山，杀死牲口祭告天地，阿保机

立下誓言赦免了弟弟们的罪行，还任

命剌葛为迭剌部夷离堇，双方的矛盾

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眼见阿保机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剌葛等人最终决定以武力迫使阿保机

下台。913 年三月，剌葛、安端等人

率领千余骑兵以入朝觐见为名，企图

刺杀阿保机。这一阴谋再次被阿保机

识破，收编了剌葛和安端的部队。于

是剌葛派遣他的同党寅底石领兵袭击

 契丹人引马图 · 辽 · 壁画

内蒙古昭盟敖汉旗出土，牵马者披髡发，

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

马扬右后蹄。右一人戴黑色帽，着长袍，

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在

移步，击长鼓而舞。整个画面构图丰富，

形态逼真，技法娴熟，是研究辽代风俗、

服饰和马具的珍贵资料。



辽
史

本
纪

4

了阿保机的行宫，焚烧了那里的辎重、

帐篷，放纵士兵大肆杀戮，夺走了象

征契丹部族联盟最高权力的旗鼓。阿

保机的妻子述律氏派大将耶律曷鲁救

援，仅仅夺回了旗鼓。阿保机在土河

整顿兵马，等到剌葛等人率军远逃，

其部下思念故土、人心离散之际，率

军出击，大败叛军，生擒剌葛，取得

了最终的胜利。

【谋取中原】

916 年，阿保机驻扎于龙化州，

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率领百官请求

阿保机称帝，连续三次，阿保机才表

示同意，定年号为“神册”，任命耶

律曷鲁为于越，册封长子耶律倍为皇

太子。契丹立国之后，阿保机开始向

周边用兵，准备一统漠北，占据辽东，

然后南下争夺中原。当年七月，阿保

机率军征讨突厥、吐浑、党项、小

蕃、沙陀等部落，俘获其酋长及人口

一万五千六百人，铠甲、兵器、驼马、

牛羊等不可胜计。十一月，契丹出兵

攻打蔚州、新州、武州、妫州、儒州，

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设

置西南面招讨司。神册二年（917），

晋王李存勖率军进攻后梁，大肆征兵，

激起了新州百姓不满，新州副将卢文

进趁机杀掉节度使李存矩，然后以全

军投降契丹，这为阿保机率军南下提

供了绝好的机会。当年三月，阿保机

派遣大军协同卢文进攻打幽州，幽州

节度使周德威率军在新州东面和契丹

军大战，结果伤亡三万余人，契丹军

趁机围攻幽州。此后，契丹军围攻幽

州数月，阿保机难耐酷暑，返回北方，

留下耶律曷鲁等人继续围攻幽州。八

月，李存勖派遣大将李嗣源救援幽州，

耶律曷鲁等人这才撤围返回。为了保

留南下的桥头堡，阿保机任命卢文进

为幽州留后，率军驻守平州，时刻窥

探中原。

神册六年（921）二月，镇州防

御使张文礼派人杀死了成德节度使王

镕，自立为成德军留后。为了对抗李

存勖，张文礼遣使向契丹求援。十二

月，阿保机以皇太子耶律倍、王郁率

军攻打定州，以康默记率军攻打长

芦，阿保机亲率大军围攻涿州。不久，

涿州城被攻破，契丹军进逼定州，在

望都与李存勖率领的大军展开激战。

 契丹狩猎图 · 辽
按照契丹兵制，凡男丁 15 岁以上都隶属

军籍，每正军一名，备马三匹，这种全

民皆兵、尚武善战的骑兵建制是辽国强

横武力的保证。和平时期，为了保持军

队的战斗力，辽国皇帝经常四季狩猎，

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度（捺钵

为辽帝出猎时的行宫 )，辽国皇帝一生

中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四时捺钵中度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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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孤身冲阵，被契丹大将秃馁的

五千骑兵团团包围，幸亏其部将李嗣

昭率领三百骑兵救援，李存勖才杀出

重围。此后双方接连血战，契丹军伤

亡惨重，被迫撤退。虽然大败而归，

但阿保机的指挥才能和契丹骑兵的骁

勇让久经沙场的李存勖心折不已。

【开疆拓土】

天赞二年，李存勖建立后唐，灭

掉了其在中原地区的最大对手后梁，

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阿保机为

了避敌锋芒，开始将战略重心转移到

西北和东北，准备先征服草原部落和

渤海国后，再南下夺取河北、河东地

区。六月，阿保机召集皇后、太子、

大元帅、宰相和各部头领，商议征伐

大事，说：“国家有两大未决的事情

（指征服草原和渤海），怎么能辜负亲

人们的诚心呢？”当天，契丹大军征

伐吐浑、党项、阻卜等部，一时间北

至乌孤山（今肯特山），西到回鹘城

（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都成了契

丹铁骑纵横的区域。第二年十二月，

阿保机又下诏说：“我之前所说的两

件大事，征服草原已经完成，只有渤

海与我们的仇恨还没有雪洗，怎么能

按兵不动呢？”于是，他又征发大军

进攻渤海。天显元年（926）七月，

契丹大军攻克扶余城（今吉林农安），

皇太子耶律倍率军包围了渤海国都忽

汗城（今黑龙江安东京城）。不久，

渤海国王出城投降，渤海国亡。阿保

机册封耶律倍为人皇王，改渤海国为

论 曰：辽国的祖先出自炎帝，他

们中可以考证的要从奇首开始。

奇首出生在都庵山，迁徙到潢河之滨。

从雅里开始，契丹人开始制定制度，

设置官吏，刻木为字，设立监狱。雅

里传位于其子毗牒，毗牒传位于其子

颏领，颏领传位于其子耨里思。耨里

思豁达大度，清心寡欲，是为辽肃祖。

肃祖传位于萨剌德，萨剌德曾经和黄

室韦部落比试箭法，射穿了数层铠甲，

是为辽懿祖。懿祖传位于匀德宝，他

教授人民耕种，国家因此而富足，是

为辽玄祖。玄祖传位于撒剌的，他对

人民仁慈，爱惜物力，是为德祖，也

就是太祖的父亲。德祖世代为契丹遥

辇氏的夷离堇，掌握部族大权。太祖

接受可汗的禅让后，建立国家，东征

西讨，东边从大海开始，西边到达流沙，

北边跨越大漠，扬威万里，历时两百年，

这也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周公杀管

叔、蔡叔，世人没有指责他是错误的。

剌葛、安端发动叛乱，太祖宽恕他们，

继续任用他们，这难道不是君主的度

量吗？

论 赞

东丹国，忽汗城为天福城，以耶律倍

统治东丹国。天显元年（926）七月，

阿保机在回军途中染病，逝世于扶余

府，享年五十五岁，谥号“ 天皇帝”，

庙号“太祖”。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

（1008），加谥“大圣大明天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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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之初】

辽太宗名为德光，字德谨，辽太

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二个儿子，唐天复

二年（902）出生。成年后，耶律德

光庄重严肃，性情宽厚，太祖将军国

大事委托给他决断。天赞元年（922），

耶律德光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天赞

三年，耶律德光跟随辽太祖北伐、西

征，先后击败了于厥里诸部、河滨党

项，夺取了回鹘单于城，向东平定了

渤海国，打败了达卢谷部落，东西纵

横万里，所到之处战功赫赫。

天显元年（926）七月，辽太祖

去世，皇后述律氏暂时代理军国事务。

第二年秋天，述律后在契丹贵族大会

上推举耶律德光为皇帝，行焚柴册封

礼（契丹族可汗即位典礼）。作为辽

太祖的次子，耶律德光能够压倒长兄

耶律倍继承帝位，依靠的是母亲述律

后的支持，但在契丹贵族中仍有不少

人暗中支持耶律倍，因此耶律德光即

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自己的武

装力量。天显三年正月，他查看北

士兵和南 士兵名册。随后，又检阅

皮室、拽剌、墨离等三支直属皇帝的

卫队。当年三月，后唐义武军节度使

王都被后唐明宗罢官，他派人来到定

州表示归顺。后唐出动军队讨伐王都，

耶律德光派遣大将铁剌前往救援。铁

剌初战获胜，但唐军不断赶到，最终

攻破定州，铁剌战死，数十名将领被

俘。耶律德光因为出师不利，十分后

悔，加倍赏赐战死将士的亲属。

【南下灭唐】

天赞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趁兄

长耶律倍在皇都逗留之机，采纳大臣

耶律羽之的建议，将耶律倍治下东丹

辽 太宗（902 ～ 947），即耶律德光，字德谨，契丹名尧骨，辽太祖耶

律阿保机次子。天显元年（926），辽太祖去世后，被立为皇帝。天显

十一年（936），接受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等条件，

率军灭后唐，册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获得燕云十六州后，设立南北两面官

制，分别统治汉人和契丹，确立了三京制度。会同七年（947），因为后晋出

帝石重贵拒不称臣，辽太宗率军进攻中原，灭后晋，改国号为大辽。后因中

原百姓不断反抗，统治无法巩固，被迫撤回北方，于撤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

属河北），享年四十六岁。

卷三至卷四  

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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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百姓迁往东平，升东平郡为南京，

以此来削弱耶律倍的实力。天显五年，

耶律德光为了进一步打击耶律倍、讨

好述律后，将最受述律后喜爱的弟弟

李胡册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

帅。耶律倍忍无可忍，于当年十一月

渡海逃往后唐。

天显十一年（936），后唐河东节

度使石敬瑭和后唐末帝李从珂互相猜

忌，发生了激烈的内战。石敬瑭自觉

力不能敌，就派使者向耶律德光求救，

约定事成之后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

丹，向契丹称臣，以父礼事耶律德光。

眼见入主中原的机会就在眼前，耶律

德光自然不会放过，他以李从珂弑君

自立，人神共愤为理由禀告述律后，

于当年八月起兵援救石敬瑭。不久，

契丹大军进入雁门，驻扎于太原。恰

巧后唐将领高行周、符彦卿率军赶到

太原，和契丹大军遭遇。耶律德光先

以伏兵切断高、符两人的后路，使其

首尾不能相顾，然后纵兵猛攻，大败

后唐军，斩杀数万人，缴获武器如山，

后唐军残部退守晋安寨。当年十月，

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晋王，亲临其府

邸，石敬瑭和他的妻子李氏捧酒为耶

律德光祝寿。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

“我看你气度恢弘，应该能统治南边

土地，世世代代作为我的藩镇。”于是，

下令有关部门准备册封事宜。十一月，

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当月，晋安

寨中的后唐军粮尽，将领杨光远等人

杀死了不肯投降的将军张敬达，率众

开关投降。耶律德光听说张敬达宁死

不降，就对左右感叹说：“这才是为

人臣子的典范啊！”当时契丹将领人

心思归，请求班师回到北方，耶律德

光就留下五千骑兵相助石敬瑭。不久，

石敬瑭所部包围河阳，后唐末帝李从

珂走投无路，全家自焚而死，之前逃

奔后唐的耶律德光长兄耶律倍因为不

 东丹王出行图 · 辽 · 耶律倍

辽东丹王耶律倍自投后唐明宗后，长期

居住中原，其画风对后世影响很大。从

文献著录来看，此卷是耶律倍所画的一

件精品。人物形象似胡人，各具姿态，

衣冠、服饰、佩戴亦各有不同 ；马匹矫

健、丰肥；东丹王神情忧郁，若有所思，

正合其弃辽投唐后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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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随同自焚，也被李从珂命人杀死，

后唐灭亡。至此，耶律德光通过援救

石敬瑭，将契丹的势力扩充到了燕云

十六州。

【立京改制】

会同元年（939），后晋派出使者

将燕云十六州及其典籍献给耶律德光，

至此契丹正式掌握了这块战略意义十

分重要的土地。耶律德光趁此机会，

全面改革契丹的统治结构，将皇都改

为上京，改府为临璜，升幽州为南京，

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

为归化州，升南北两院及乙室夷离堇

为王，改主簿为县令，县令为刺史，

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

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各

县达剌干为马步。设置宣徽使、 门

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

侍御、判官、文班牙署、各宫院世

烛等官职，以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

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

鹰房、监冶等局首领为详稳。大规模

的改革区域划分，一方面使辽国可以

更好地统治临璜府这样的渤海人和汉

人居住区，一方面确立了东京辽阳府

和南京析津府两大行政区，为辽国日

后的五京道奠定了基础。

【侵掠中原】

会同五年（943），后晋高祖石敬

瑭病死，其侄石重贵被群臣拥戴为帝，

是为晋出帝。晋出帝早就不满对契丹

称臣，当年七月，晋出帝派遣金吾卫

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出使

契丹，书信中称“孙”而不称“臣”。

耶律德光派客省使乔荣出使责问，后

晋权臣景延广回答说：“先帝（石敬

瑭）是你们北朝所立，所以向你们称

臣，新皇却是我国自己所立，作为你

们契丹的邻国称孙可以，上表称臣则

是不行。”乔荣返回契丹后，将景延

广的言辞报告了耶律德光，后者产生

了南征后晋的想法。当年十一月，耶

律德光命令卢龙节度使赵延寿等人从

沧州、恒州、易州、定州分路出发，

全面进攻后晋。从会同七年（944）

到会同九年（946），契丹大军和后晋

军发生了多次激战。会同七年，契丹

军分三路南下，耶律德光、赵延寿率

中路军连克贝州、博州等地，但辽军

西路军和东路军相继失利，耶律德光

为了避免孤军深入，只得下令撤军北

 后晋高祖石敬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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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曰：辽太宗平定四方，各地归顺，

建立国号，制定典章制度，以至

改革政务，考核名实，审查冤情，教导

人民耕种纺织。征求直言的士人，得到

郎君海思，就升其为宣徽使，赞赏后唐

大臣张敬达忠于君主，以礼埋葬他。亲

征后晋，石重贵反绑双手投降，这可以

说是军威、仁德和英武都具备的人物。

进入汴京后，他没有丝毫地骄傲，自我

总结“三失”的教训。《左传》称赞郑

伯善于正确对待胜利，《尚书·秦誓》

中记载秦穆公能够检讨得失，太宗具备

了这两大长处，是卓越的人才啊！

论 赞

返。会同八年，契丹大军再次南下，

分路攻取刑州、洺州、磁州等地，大

肆劫掠杀戮。后晋将领慕容彦超、符

彦卿等人拼死作战，在白团卫村击退

契丹大军，耶律德光乘骆驼逃回大营。

此后，耶律德光开始施行军事打击和

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战略，一点点消磨

后晋军队的战斗力。

会同九年十一月，契丹大军再次

南下包围镇州。契丹南院大王高辇率

军大败后晋贝州节度使梁汉璋，后晋

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退守滹沱河，

与契丹军隔河对峙。耶律德光派遣宫

内惕隐耶律朔骨里和赵延寿率大军包

围后晋军，亲自率领骑兵趁夜渡河，

攻克后晋军后方重镇乐城，彻底断绝

了后晋军的粮道，致使后晋军内外隔

绝，矢尽粮绝。同时，耶律德光以帝

位相诱，杜重威最终率领所部二十万

人投降。随后，耶律德光留下千余名

骑兵守卫魏州，自己率领大军南下攻

打汴梁。无奈之下，晋出帝石重贵率

众出降，后晋灭亡。次年二月，耶律

德光正式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

同，升镇州为中京，企图占据整个中

原地区。然而，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

地区的大肆劫掠，激起了中原汉人的

强烈反抗，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

太原称帝，建立后汉政权。眼见自己

的统治无法巩固，耶律德光只好率军

北归。在回军途中，耶律德光自己总

结出兵的得失，认为自己有三大败笔，

所以天下群雄才纷起反叛 ：纵容各地

搜刮百姓钱财，是第一失；让契丹士

兵打谷草扰民，是第二失；没有早点

遣返节度使去治理各镇，是第三失。

皇太弟李胡派使者询问军政事务，耶

律德光回信说：“我当初以二十万大

军降伏杜重威等人，进入汴京后审查

官员，裁汰昏庸，整个官府机构废弛

瘫痪。河东不肯归顺，下边的将领也

互相勾结，我日夜思考，最终觉得还

是向官员推心置腹、调和军队关系、

抚慰百姓这三件事最重要。”不久，

耶律德光在回师途中身染重病，在栾

城病逝，享年四十六岁。当年九月初

一，葬于凰山，陵墓为怀陵，庙号“太

宗”。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加

号为孝武皇帝。辽兴宗重熙二十一年

九月，加谥“孝武惠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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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称帝】

天祚皇帝，名耶律延禧，字延宁，

契丹名阿果。他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

孙子，大康元年（1075）出生。大康

三年，延禧的父亲、道宗所立太子耶

律浚被权臣耶律乙辛害死，延禧幸得

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等人的保护，这才

免遭权臣毒手。六岁时，延禧受封梁

王，加授守太尉，兼任中书令。大安

七年（1091），总管北南院枢密使事，

加授尚书令，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寿

昌七年（1101），辽道宗去世，延禧

奉遗诏于道宗灵柩前即位称帝，臣子

们上尊号为天祚皇帝。当年二月，改

年号为乾统，大赦天下，下令恢复那

些被耶律乙辛诬陷获罪的人的官职，

召回被流放的人。然而天祚帝并没有

振奋多久，他沉迷于游猎之中，北府

宰相萧兀纳因为屡次直言劝谏，最终

被天祚帝虚尊为太傅，赶出朝廷，出

任辽兴军节度使。此后，天祚帝重用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知北院枢密使

事萧胡笃、外戚萧奉先等阿谀小人，

辽国政局愈发不堪，国力日下。

就在辽国日渐衰落之时，居住

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完颜部却在迅速

崛起，其几代首领完颜乌雅束、完

颜阿骨打都是一代枭雄。由于辽国

不断索取猎鹰、海东青和东珠，对

女真人大肆搜刮，女真诸部反辽情

绪日益浓重，以完颜阿骨打为首的

女真完颜部萌发了武力反辽之心。

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来到鸭子

河，接受五国部首领的进贡。当年

二月，天祚帝来到春州，到混同江

钓鱼，方圆千里内的生女真部落酋

长纷纷赶来朝见。恰逢举行“鱼头

宴”，众人饮酒尽兴之时，天祚帝来

辽 天祚帝（1075 ～ 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

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寿昌七年（1101），辽道宗病死，延

禧即位称帝，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天祚帝即位之时，正值女真族日渐

强大，其首领完颜阿骨打反辽之意日渐明显，天祚帝对此毫无察觉，反而宠

信奸臣萧奉先等人，致使辽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天庆五年（1115），

天祚帝率军征讨女真，结果在护步达岗惨败，辽军主力覆灭。此后，女真大

军不断进攻，天祚帝只得向西逃窜。保大五年（1125）二月，被金军俘获，

降封为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五十四岁。

卷二十七至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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