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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迅猛向前发展的阶段，而社会发展是

否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育在这个国家所

占的比重。在我国，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二

十世纪末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到今天，我国的教育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快速的发

展，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所以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例如

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教学理念如何创新以及素质教

育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建立知识

和谐型社会，这些都是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

起人们的思索。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向广大学生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

神食粮，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

更好地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地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一系

列问题，我们特推出此套学生实用工具书，包括历史、文学、

体育、建筑、艺术、生物、地理、化学、戏剧、交通等多个学科和

领域。各学科以实用为标准，进行科学的分类，力争将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知识点、重点、难点。



本套丛书知识覆盖面广，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兼

具知识性与实用性，是学生学习各种知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手册。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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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宋

１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１３世纪７０年代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

的封建王朝。９６０年在开封建国，１１２７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

安（今浙江杭州），１２７９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１１２７年前

的宋朝为北宋，１１２７年后的宋朝为南宋。

北宋建国　集权制度的确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９５９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

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

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

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

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

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

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９６３年），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

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

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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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９７０年）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

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鋹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

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继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

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

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
（９７９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
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援兵，北汉主

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
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逐步

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

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

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

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

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

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

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

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具空名，而不到节

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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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
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
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
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

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
中央。

三、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
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才力技艺有过人
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也逐步
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
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
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
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

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
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
“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
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
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
局面。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
工具，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
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
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
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
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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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
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
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
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
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

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
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
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
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
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
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
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
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
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
控制。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
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
大量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们
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所谓“失职犷
悍之徒”，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
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转化为维护
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
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

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
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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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
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
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
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一、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
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
“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
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
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
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
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
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
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
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

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
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三、“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
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
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
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
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
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像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
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
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惟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
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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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
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

“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

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
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
“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

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
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

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

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

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
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

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

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
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

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

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和赋役制度

社会阶级结构
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乡村主、客户

的差别，主要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户是土地和资

—６—

学生实用工具书



产占有者。依照占有数额的差别，分为五等。第一等户大致
是占有土地三四顷到几十顷、上百顷的大地主，第二、三等户
是土地较少的中、小地主，三等户中也有自耕农。上三等户
习惯上称为上户，大致上属地主阶级。上户中还包括官户和
形势户。官户可以免除差役和杂税等。第四、五等户，习惯
上称为“下户”。第四等户仅有少量田产，第五等户田地更
少，很多是半自耕农，第四、五等户占主户的大多数。乡村客
户主要是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
生。宋朝的客户一般不是地主的“私属”，也被编入户籍，成
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交纳身丁钱和负担夫役，部分客户直接
负担二税。宋廷逐步明确规定了客户的迁移手续和社会地
位。客户在户口统计中，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客户的主要手段是收取地租。租佃
关系已经成为宋朝主要的剥削形态。地主和佃客之间订有
口头或书面租佃契约。宋初比较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租
制，地租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客户自有耕牛，耕
种所得一般与地主对分。相当多的客户没有耕牛或农具，向
地主租赁，一般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另一种剥
削方法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地租定额。在租佃制下，佃
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权，但地主可以随意增租。

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
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
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
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官营手工业也有采用和雇制
的。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众多的机户，如梓州（今四
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吏强迫织造匹帛，而
且少给或拖欠工钱，以致破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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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汴京资产达百
万的富商很多，超过十万者“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大桶张

氏”，“以财雄长京师”，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
物，牟取暴利，“日取富足”。社会上逐步改变了贱视商人的

传统观念，商人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
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参加

科举，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商人还可通过接受朝廷的招

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跟
宗室或官员联姻，交结权贵等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商人一般

都要购置土地，把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使自己变成单
纯的地主或商人兼地主。

替地主、富豪家庭服役的奴婢，部分来自雇佣，部分来自
买卖或抵债，被雇佣的奴婢在法律上被称为“人力”和“女

使”。人力和女使跟雇主一般订有雇佣契约，写明期限、工钱

或身子钱等项。法律规定，主人不得随意打死奴婢，不得私
刺其面。奴婢的身份地位比前代提高较多，标志着宋代社会

中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削弱。

赋役制度
北宋田赋主要是征收夏秋两税，大致按照每亩征收一斗

的定额课取，如江南个别地区仍沿袭十国旧制，亩税三斗。

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水平不同，因而税额也有一些差别。夏

税征收钱币或绸、绢、绵、布、麦等实物。在实际征收二税时，

还常常采用支移、折变办法，使纳税户的负担更繁重不堪。

此外，还有身丁税（身丁钱）、杂变（沿纳）、和籴、和预买、科配
等税目。宋时赋税苛重，故南宋朱熹也说：“古者刻剥之法，

本朝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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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方面，分为职役和夫役。宋初职役，实行差法，由
乡村主户担任，如衙前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等，按照规

定，由第一等户轮流充当。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官

府赋税，里正由第一等户轮差，户长由第二等户轮差，乡书
手由第三等或第四等户轮差。耆长、弓手、壮丁负责社会治

安，由第一等或第二等户轮差耆长，第三等户轮差弓手，第

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第三、四、五等户还轮差斗子、

掏子、栏头、秤子、拣子、库子等役。上等户常因职役过于繁

重，千方百计逃避，将负担转嫁给下等户乃至客户。夫役是

自耕农、佃农负担的无偿劳役，如修浚河道、营建土木、运输

官物等。夫役一般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官户享有免役特权，

实际负担夫役的是下户。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户，也要按丁

口负担夫役。

有些上户采用诡名寄产或诡名挟佃的办法，把全部或大
部田产诡称献纳于僧寺、道院，或者假立契书，诡称典卖给官

户、形势户。还有一些上户以及官户则诡立许多户名，把产

业、人丁化整为零，想方设法，将本户列入贫下单丁的户籍，

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因此，繁重的赋税和夫役，往往落到

中、下户以及客户身上。他们为了避免重负，有的去为商贾、

僧道，有的逃亡佣作。

北宋与辽、西夏的和战

宋太宗收复燕云战争的失利
太平兴国四年 （９７９年），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

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企图一举收复为石敬瑭割让契丹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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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地区。
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今河北涿县）

等州，嗣即因辽军的苦守待援，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
太宗率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
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
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雍熙三年 （９８６年），
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东路主力由曹彬率领，自
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中路田重进军出飞狐（今河
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
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方的战略意图是以东路
军牵制住辽的主力，使西、中两路乘隙攻取山后诸州，然后三
路大军合击幽都府。

宋西路军进展迅速，连下寰（今山西朔县东）、朔（今山西
朔县）、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四州，中路军亦攻
占了蔚州。东路宋军主力连续受耶律休哥军的阻击和骚扰，
虽然攻占了涿州，而粮道被切断。在辽承天皇太后亲率援军
和耶律休哥军攻击下，宋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
败溃散，伤亡惨重。西、中两路军因此被迫撤军。西路军杨
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
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便放弃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
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
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
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
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

宋、辽澶渊之盟
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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