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十七卷 

 

 

耶律大石 李元昊 完颜阿骨打   

成吉思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姚家余 主编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十七卷 

 

 

耶律大石 李元昊 完颜阿骨打   

成吉思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姚家余 主编



 

 

目 录 

耶律大石/1 

大辽政权在金的攻击下即将覆亡了，他深知狂澜难挽，复辽壮志

难酬，乃毅然率领余部西走，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强盛

的西辽国家，使华夏的文明火种在异域的领土上传播和燃烧。 

李元昊/40 

他是一位参与创业并能踏实守成的英雄。你看，他北抗契丹铁

骑，东拒宋廷雄兵。他一生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有显赫的腮

耀，也有失落的彷徨。 

完颜阿骨打/103 

这位女真族的彪形大汉，勇武绝伦，引军东征西讨，建立了金帝

国。关于他的传说颇多——是野蛮凶残，还是大智大勇?历史自有评

说。 

成吉思汗/174 

呱呱坠地时，手握一块血饼，就令草原上尼伦部人惊羡不已。称

汗后，东征西讨，兴建蒙古；南张北挞，兵进金都；挥戈西夏，艳遇

香女；顺时而动，踏平西辽；因机万发，血刃欧亚…… 

 



1 

 

耶律大石 

大辽政权在金的攻击下即将覆亡了，他深知狂澜难挽，复辽壮志

难酬，乃毅然率领余部西走，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强盛

的西辽国家，使华夏的文明火种在异域的领土上传播和燃烧。辽保大

四年(1124 年)秋七月的一个夜晚，风高月黑，伸手不见五指。一队

行列不整的铁骑，约三百人，正匆匆飞奔在夹山(内蒙古萨拉奇西北

山中)山间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只见那走在最前面的中年汉子气宇轩

昂、铜面微髯，脚蹬马鞍，腰悬宝剑，回过头来，发现后面没有追

兵，才缓缓地喘了一口粗气。 

他来到了一块莽草丛生、灌木参差的开阔地。猛拽缰绳，“唷”

的一声，玄黑色的膘肥战马仰颈一振，立踏前蹄，侍从随身赶到，将

火把高高举过头顶，在火光的照耀下，那中年汉子愈发显得魁梧高

大，方盘大脸泛着红光。突然，他调转马头，面对众骑兵，高举宝

刀，声如洪钟地说：“大辽天下，历太祖、太宗，将二百年。今为金

逼，践我辽土，残我黎庶，肝脑涂地，骨弃荒野，此诚国家危急存亡

之秋也。而皇上蒙蔽，不能明察，日遁月逸，终至穷蹙。犹欲率残举

缺，抵抗凶顽金贼，譬如以馁羊投猛虎也。若是尔等与汝皆为肉酱

耳。吾曾谏止，上固不从。吾故杀薛等二将，率尔等遁逃于此。某虽

不才，但愿养精蓄锐，以图将来复兴祖宗之遗业，重振我大辽之光

辉。”说到这里，他清了清喉咙，继而又说道：“愿者请从，不愿者

吾固不勉强，亦可回家蓄养妻子。”说完，锐利的眼光逐一向众骑兵

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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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骑兵开始骚动起来了。其中一个身着黑色缎袍、威武凛凛的宿

营老将跃马冲出人群，说道：“金贼蹂躏我土，百姓涂炭。金贼一日

不灭，吾等何以家为?” 

紧接着，又有一英威少年，骑一枣红彪骑，纵马抱拳道：“而今

皇上有目不察，吾等愿从大王，以光复祖业。” 

瞬时间，众骑兵纷纷下马跪拜。齐曰：“拜谢大王，悉听尊

意。” 

那中年汉子骑马巡视一周，不禁心中振奋，荡生豪情，遂高亢地

说：“谢过各位，大辽之复兴皆仰赖诸位耳。”举起宝刀，双腿一夹

战马，那马一声长嘶，一队人马在火把的点缀下又向北迤逦而去。 

那领头的中年汉子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本传传主——创建西

辽国的辽德宗耶律大石。 

辽圣宗时期，生产发展，文化兴盛，经济繁荣，国泰民安，辽国

进入了极盛时期。经过兴宗的太平过渡，到道宗时由于排斥贤能，奸

臣耶律乙辛、张孝杰揽权当道，残害忠良，贿赂成风，辽国开始由强

盛转向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了。寿隆七年(1101 年)道宗死后，耶

律延禧奉遗诏继承皇位，他就是天祚帝。 

天祚帝继位后，辽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女真族开始迅猛崛

起，日益冒犯和蚕食辽国。这时的天祚帝到处巡游，吃喝玩乐，不理

朝政，并且任用一位不懂军事的萧奉先做北院枢密使，领导全国的军

队。在他的指挥下，辽军节节败退，金兵又大举入侵，步步为营，咄

咄逼人。耶律阿保机用一生奋斗打下的大辽江山如风中危垣，开始摇

摇欲坠。辽王朝的统治已日薄西山，很快就要走向它的末日了。 

辽代中期，住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各族组成部落联盟，常因

争夺财物而发生械斗。在械斗中，女真族完颜部出现了几个杰出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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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逐渐兴旺起来。当谁可做头领的时候，完颜部定居地虎水(今黑

龙江哈尔滨市东南的阿什河)。他的儿子石鲁接受了辽王朝的封官；

石鲁的儿子乌古乃成为部落联盟长时，辽王朝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

使。另外，还有散居在辽阳以南的女真部落，被称为熟女真。 

乌古乃死后，经过儿子劾里钵、颇剌叔、盈哥三兄弟和劾里钵长

子乌雅束的努力，完颜部开始名震松花江畔。乾统元年(1101 年)，

完颜阿骨打承袭太师位，即辽所奉的生女真节度使。 

天庆二年(1112 年)春天，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天祚皇帝由众

大臣陪同来到混同江(松花江)“钓鱼”。按照辽朝旧俗，方圆千里之

内的生女真酋长必须来朝见皇帝，一起“钓鱼取乐”。阿骨打带着弟

弟吴乞买、两个侄子粘罕和胡合也来了。有道是： 

穿作冰眼下丝网，持备钩叉将捕鱼。 

大臣酋长齐聚合，轻马赴陪混同江。 

这一天，天祚皇帝刚到江岸，就用钩叉叉住一条七八岁龄的大马

哈鱼，重约四五十斤。群臣莫不为他鼓掌道贺，簇拥着回来举办“头

鱼宴”(头鱼宴是辽旧俗)。宴会上，觥筹交错，杯盘狼藉。酒过三

巡，天祚皇帝命令一侍女拿来琵琶，志得意满地弹起来。一曲终了，

他推开小轩窗，命令各部落酋长起舞助兴。轮到阿骨打时，阿骨打执

意不能相从。天祚皇帝再三命令他跳，阿骨打都以不能而拒绝。宴会

后，天祚皇帝暗中对北枢密使萧奉先说：“头鱼宴上，朕见阿骨打意

气雄豪，有谋反觊觎之心，可托人杀死他。否则，日后必遭祸患。”

萧奉先却说：“此人不知礼仪，无大过而杀之，恐伤诸部落之感情。

即使他有乱谋异志，匹夫之勇，边地微族，又何能为?” 

阿骨打从混同江宴罢归来，就怀疑到天祚皇帝发现自己的“异

志”，随即率兵傍于赵三、阿鹘产邻族，遭到他们的反对。阿骨打就

劫虏了他们二人的家属。赵三、阿鹘产走诉威州府，威州详稳(即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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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堇)缉送阿骨打到北枢密院。萧奉先又以平常事奏知皇帝，仍遣阿

骨打回威州诘责，令其改过自新。从此，阿骨打愈来愈胆大妄为，皇

帝数召，竟称疾不去。 

在盈哥时，女真族统治的星星水(图们江支流)地方有一纥石烈

部，部落酋长阿疏背叛完颜部，奔入辽境。天庆三年(1113 年)，阿

骨打继任完颜部落联盟长，开始把女真族的大旗插到长城顶上、阴山

脚下。此时，辽勒令完颜部进贡海东青(一种猎鹰)。阿骨打言称，不

还叛人阿疏，就不贡海东青，还数次派遣僧家奴、习古乃等到辽京索

要阿疏，皆不释还。天庆四年(1114 年)秋七月，阿骨打再次遣使取

阿疏，仍不发还。阿骨打从使臣回来得知辽朝政治荒废，天祚皇帝只

晓得游猎玩乐，于是在边境大建城堡，修具战备。天祚皇帝听说这件

事，立即派侍御阿息保前往问其原因。阿骨打怠慢地说：“若还阿

疏，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 

阿息保回京奏知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派遣萧挞不野驻守宁江州

(吉林省扶余县东南)，自己却在庆州逸情射猎，花天酒地。阿骨打与

粘罕、胡舍等聚集女真各部众人，号召大家万众一心打败辽军。经过

周密的部署，向辽军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九月，涞流水(黑龙江省双城县西拉林河)畔响起了女真部军嘹亮

的号角。阿骨打亲自指挥，辽军大溃。 

十月，辽东北路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挞不野率领契丹奚军三千

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两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两千余人，号称十万铁

骑，浩浩荡荡渡过混同江，踏向女真部落边界，驻扎在鸭子河附近的

出河店(黑龙江省肇源县西南)。两军在此遭遇对垒。女真军悄悄渡过

鸭子河，偷袭辽军。由于辽军组织涣散，士无斗志，在勇猛慓悍的女

真军攻击下，望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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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河战役的溃败传到了朝廷。萧奉先害怕自己的弟弟获罪，赶

忙上奏皇上，谎称东征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若不释赦，恐怕聚众为

患。沉溺于酒色之中的天祚皇帝竟信以为真，仅仅免去了萧嗣先的官

职。诸军士听说了这件事，义愤填膺地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

有生而无罪。” 

阿骨打接着乘胜追击，迅速攻占了辽中地区。 

天庆五年(1115 年)正月，阿骨打即位称帝，定国号为大金，内

修制度，外整军队，准备大举灭辽。一向昏迷不醒的天祚皇帝也不得

不睁开惺忪的睡眼，下诏亲征了。 

二月，饶州渤海古欲自称为王，强霸一方，辽朝不得不派兵攻打

招降，数次才将其捕获，因此也延期了对金兵亲征的期限。 

亲征之前，派遣僧家奴斥责阿骨打擅自建金，并持书约和。阿骨

打了解辽朝的底细，正像一块腐烂的朽木，很快就烂掉了。心想：

“约和可以，可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容易。”阿骨打写了一封书信，

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挑战之意，字数寥寥，却相当傲慢： 

“皇天在上，跪乞，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于别地，吾当即班

师。” 

阿骨打一面遣使送信至辽，一面亲自带兵进发黄龙府。 

辽朝得知金兵向黄龙府进军，立即派大军压境，以围场使萧阿不

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蕃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

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都统，以精兵两万为先锋。余下的分

五部兵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护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

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都统，将汉步骑

三万，南出宁江州。发兵遣将数十万，供应军粮足够几个月的，只见

黑压压的向女真境内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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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粘罕、兀术、赛剌等将书信呈上。天祚皇帝看后，怒火万

丈，遂下诏书： 

女真作过，大军翦除。 

阿骨打闻讯大军压境，众寡悬殊，心中增添了畏惧和忧虑。一

日，他召集众部族将帅，当面痛哭着说：“始吾与汝等起兵，想摆脱

契丹的残忍统治，自立为国。今皇上亲征，大军压境，若不以死相

战，莫能抵挡。如此，不如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将

都说：“事已至此，惟命是从。”阿骨打集合两万人驻守爻剌，坚壁

清野，挖土壕，垒城墙，以待辽军。同时派迪古乃等将领镇守达鲁古

城。 

辽军正要进入女真境内鸭子河畔，副帅耶律章奴突然率领部下三

百人返回上京，欲立耶律淳为帝。灵大军闻之惊慌，无心会战于金，

就急急忙忙追赶耶律章奴去了。 

阿骨打在爻剌驻守了七八天，不见辽军影子，甚是惊疑，突然有

兵来报：“辽军副帅耶律章奴率部南逃，辽大军也随后追击，已退走

两天了。”阿骨打抓住有利的战机，向辽军追来，追到护步答冈(黑

龙江五常县西)，大战辽军。 

经过护步答冈一战，辽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再也不能集中强

大兵力抵抗金兵了。金军又迅速地攻下开州(辽宁凤城)，力量猛增。

四方各部落也纷纷摆脱辽的控制，归顺金国。 

天庆六年(1116 年)五月，阿骨打又派大将挥师南下，攻陷了沈

州、东京(辽宁辽阳)两地，辽东为金兵所有了。 

吃了几次败仗后，天祚皇帝在金兵的紧逼下，东躲西藏，却有闲

情游猎，竟厚颜无耻地对左右说：“如果金兵至，我有快马日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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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又与宋朝结为兄弟，夏国为舅甥，都可以去，也不失一生富

贵。” 

天庆七年(1117年)，金兵又攻下了辽西跌区。 

保大元年(1121 年)四月，阿骨打引军向辽首都上京进发，辽天

祚帝闻风而逃，留萧挞不野守城。在金兵的围攻下，萧挞不野束手降

城。保大二年(1122 年)，阿骨打命令大元帅斜也追击天祚帝。保大

二年(1122 年)，斜也攻下辽中京(辽宁宁城县西)，占领泽州(河北平

泉县)。天祚皇帝像一个被勒令辑捕的流窜犯似的，从上京逃到西

京，又从西京逃到鸳鸯泊(河北张北县西北)，又逃到云中，再逃往夹

山。金兵也像警察似的跟踪追击，下西京，破天德(内蒙古巴盟马拉

特旗)、云内、宁边、东胜数州。 

六月，阿骨打率军从上京出发，追击天祚帝到奉圣州(河北涿

鹿)，驻扎歇息。十二月，攻打燕京。在燕京被众将推上帝位的耶律

淳，没过多久就死了。金军入侵居庸关，耶律淳后德妃和耶律大石西

逃，金兵攻占了燕京。到此为止，辽王朝的五京：东京、上京、中

京、西京、南京(即燕京)相继被金兵攻下。辽天祚帝像做贼似的在阴

山一带东躲西藏，然而终究没能逃出败亡的厄运。 

读史的人都知道《三国志》中有一段名言：“亲贤臣，远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金

兴辽衰难道不能给本书很深的启发吗?我们的传主耶律大石也正是在

这辽的末日余晖中“委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欲想恢复

辽王朝的强大和统一。 

耶律淳，字涅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的第四代孙，南京留守、宋

魏王和鲁斡的儿子。他还很小的时候，皇太后就把他抱过来了。他自

幼笃爱文学，很受天祚皇帝的宠爱。乾统元年(1101 年)，晋封为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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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统三年(1103 年)加封越王；乾统六年(1106 年)，拜授南府宰

相，首议制两府礼仪，后徒位魏王。他的父亲和鲁斡死后，继承父

位，任南京留守。 

天庆五年(1115 年)，天祚皇帝大举亲征女真兵，来到鸭子河

畔，突然不见了先锋军副都统耶律章奴。有人汇报说：“副帅欲谋立

淳为帝，已经返回上京去了。”天祚皇帝听了，也没有心思攻打金兵

了，立即派遣附马萧昱领兵到广平淀保护后妃，又草就御书一封，备

述了耶律章奴途中逃跑，想立魏王为帝的意图，紧急命令小底乙信骑

马持书奔告魏王耶律淳。 

魏王妃的弟弟萧谛里受耶律章奴的指使，骑马飞奔来到姐夫耶律

淳的身边，对耶律淳说：“当今皇上昏厥，天下大乱。君素贤能，群

臣敬仰，何不取而代之?时下皇上远征，此乃当立之良机也。” 

耶律淳听了，露出惊惧的脸色，说道：“皇位废立，乃国家大

事，皇上自有诸王当立。”继而狐疑地问道：“北、南面大臣都没有

来，为何只你一人到此?” 

萧谛里还要再劝说分辩几句，已经不能够了，他马上就被耶律淳

的手下捆绑拘捕起来了。 

过了不大会儿，小底乙信也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宫门前，急急忙

忙将皇上的亲笔信交给耶律淳。 

耶律淳看完御旨，二话没说，就命令手下兵士将萧谛里推出宫门

斩首，然后把首级收敛在一个黑色的匣子里，跨上骏马，从小道向广

平淀飞奔而来。 

天祚皇帝刚从前线回到广平淀还没有解鞍休息，耶律淳就捧着黑

匣子闯进宫里，“扑腾”一声跪倒在地，将黑匣子双手献上，备述收

御书、斩萧谛里之事，等待皇上定罪发落。天祚皇帝见是耶律淳，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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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紧趋，将他扶起，待他和好宠爱如初。不久，又晋封他为秦晋国

主，拜都元帅，赐金券，免汉拜礼，允许他选派将士，遂募集燕、云

精兵。 

耶律章奴闻知魏王不听劝，斩杀了萧谛里，也不敢再回去了。于

是率领部下劫掠了庆、绕、怀、祖等州，和渤海群盗结伙，欲趋广平

淀进犯行宫，但不幸被顺国女真阿鹘产击溃。耶律章奴逃了出来，又

被巡卒捕捉，缚送面见皇帝，腰斩于市，剖心以献祖庙。 

保大二年(1122 年)，金兵攻陷中京，又攻下泽州。天祚皇帝逃

出居庸关，到鸳鸯泊躲避。金兵追来，天祚帝率卫兵五千人逃往云

中。金兵又追到云中，天祚帝便乘轻骑，携美女逃入夹山。天祚皇帝

在夹山里，仍没有忘记游山巡猎，及时行乐，没有忘记带着他一生中

的三件宝贝：一只铁琵琶，一只金角杯，一群伴舞女。夹山里，时时

发出琵琶之音和“宫女”的嬉笑骂俏声。真是： 

被逼无奈遁夹山，燕歌莺舞伴夜眠。 

昏君不知亡国近，山间犹弄琵琶弦。 

耶律大石，字重德，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通晓辽、

汉两种文字，擅长骑射。天庆五年(1115 年)登进士第，擢升翰林应

奉，不久又升迁为翰林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人们称他为大石林

牙)。历任泰州、祥州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天祚皇帝逃奔夹山后，留守燕京的是天祚皇帝的堂兄耶律淳。天

祚皇帝逃到夹山和东边的燕京失去了联系，这时在燕京的宰相李处

温、皇族耶律大石、奚王回离保等人又要拥耶律淳为帝。 

面对二百多年巩固起来的大辽江山在金兵的连连攻击下，眼巴巴

地就要土崩瓦解了，耶律大石心中像燃烧了一团怒火，然而却敢怒不

敢言，郁闷痛苦极了。一天，他走在燕王府前的大道上，天祚皇帝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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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游猎、日逸宵遁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掠过他的眼际，他不免痛惜地摇

了摇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奚王回离保从燕王府走出来，听到耶律大石的叹息声，赶忙走过

来，问道：“林牙有何心事，如此烦闷重重?” 

耶律大石见来人是回离保，二人平时经常交往，有些交情，又长

叹一声：“大辽江山危在旦夕，缘何不忧?” 

回离保沉默了一会儿，也同样地忧心忡忡地叹息了一声。 

接着，耶律大石靠近回离保，将自己数日以来想谋立耶律淳为皇

帝的想法俯耳试探性地告诉给了回离保。 

回离保听了，脸色煞白，惊惧万分地说：“林牙不曾闻萧谛里之

被斩首，耶律章奴之被剖心乎?” 

耶律大石对耶律章奴、萧谛里因为要拥立耶律淳为皇帝早有所

闻，并且深思过。于是他正色地说：“吾闻古之仁人志士以国为重，

常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如今大敌临前，国难当头，吾辈岂能苟活偷

安，坐视辽国灭亡?” 

这时，东边的大道上走来了一位宰相，他叫李处温，来到二人跟

前，翻身下马，笑容可掬地说：“二位害我找得好苦也。今晚有劳二

位到我帐下小酌一杯，如何?” 

耶律大石、回离保忙张口应诺，遂各自走散。 

转眼间到了晚上，耶律大石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就骑马来到宰相

李处温府邸。宰相李处温早已远远在迎接他了。 

耶律大石把马拴在马厩里，来到李处温住处。只见帐幕四周，数

里之内号角呜呜不绝，人喧马腾，一番热闹景象。帐幕内铺的尽是貂

皮、狐皮，器用华贵，整个房间金碧辉煌，睡的是玉床，用的是金盆

银勺。一张用金铸的方桌摆在正中央，南面坐了奚王回离保，北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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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另一位宰相张琳，二人忙站起来迎接。耶律大石谢过礼，就在西面

的位置坐下了。 

李处温在东面坐了(辽俗以东向为尊)，向三位敬了一杯酒后，开

门见山地说：“诸位皆知皇上远遁夹山，消息不通。吾欲立秦晋国主

耶律淳为帝，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张琳想了想，说道：“立帝恐为……” 

李处温用眼角扫了扫耶律大石，示意他回答。 

耶律大石放下筷子，慷慨陈词道：“当今皇上昏愦，日益为金兵

所逼，吾大辽之基业如风中落叶摇摇欲坠。当另立新主，辽国或许尚

可拯救。天祚皇帝西遁夹山，此乃废立之良机也。” 

回离保也赶紧说道：“只是不知何人适合去劝说秦晋国主?” 

李处温呷了一口酒，扫视了三位一遍，问道：“天意人心已定，

请立耶律淳。在座诸位，孰宜劝进?” 

张琳、回离保都知道耶律章奴、萧谛里谋立耶律淳遭来的杀身之

祸，心想：“一旦失败，性命难保，那可是拿脑袋做赌注的啊!”因

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 

耶律大石思考片刻，站起来说道：“为了大辽之江山，某愿冒死

劝进。”说完，端起酒杯，一干而尽，很痛快。 

然后四人商量了一阵子，喝到深更半夜，才回去休息。 

第二天，宰相李处温、张琳、奚王回离保、大臣耶律大石、左企

弓、虞仲文、曹舐义、康公弼等蕃汉文武百官聚集耶律淳燕王府。耶

律淳一下子见来了这么多文臣武将，心里直觉得蹊跷得很，一时摸不

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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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文武百官中冒出一人，只见他头系儒巾，身着锦袍，粗眉朗

目，威武大略，他快步走到耶律淳跟前，双膝跪地，两手罩地，低眉

微颔，说道：“拜见皇上!” 

耶律淳听到“皇上”二字，如五雷轰顶，一时惊骇哑然。半天功

夫，才指着那位“儒士”道：“大石林牙(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大石林

牙)，尔何以糊涂至此，请一一讲来。” 

耶律大石面不改色，可是心却在突突地跳动，闹不好，一颗脑袋

就会应声落地。他非常严肃地说：“当今皇上蒙蔽，中原扰攘，若不

废立，百姓何归?贱臣方敢以死劝进，万望开恩，以纾国难。” 

耶律淳听了，正左右为难，寻辞掩饰之际，李处温的儿子李奭手

捧赭红色的皇袍走上台阶来，披在耶律淳的身上。 

台下的文武百官皆知其意，都赶快跪拜，高喊：“皇上万岁，万

万岁!” 

耶律淳惊骇未定，执意要脱下御袍。 

这时候耶律大石引用唐灵武故事，又劝谏道：“君不闻唐明皇奔

蜀，肃宗即位于灵武乎?非不忠也，但期中兴耳!国不可一日无主，今

本朝缘天祚失道奔窜，宗社颠危，何不就其位以兴大辽!” 

耶律淳才战战兢兢把皇袍穿上了，台下又是一阵齐呼：“皇上万

岁，万万岁!” 

自此，秦晋国主耶律淳当上了皇帝，历史上把他建的辽朝，称为

北辽。自称天赐皇帝，降封天祚皇帝为湘王。遂据有燕、云、平及上

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招讨府、诸蕃部

族而已。 

耶律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后，立即任命李处温为太府，原怨军都

统、奚王回离保(即萧干)知北院枢密使事，左企弓为司徒，曹勇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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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史事，虞仲文参知政事，张琳任大师，李奭为少府少监、提举翰

林御官，李爽、陈等十余人曾经参与大计，并赐进士，授官有差。 

因为耶律大石中过进士，擢任过翰林，有文武全才，耶律淳就把

军旅之事全部委任给他。 

“金天辅元年(应为二年)，时宋徽宗重和改元，辽天庆八年

(1118 年)是春，宋遣使马政来约夹攻辽。……问遣使之由，政以

对：‘贵朝在建隆时讲好’已久。今闻贵朝破辽国五十余城，欲复前

好，共行吊伐”。 

“天辅元年，……宋使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其晤曰：‘日

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

丹之地，愿畀下邑’”。 

自政和七年(1117 年)起，宋连续遣使泛海至金相约夹攻辽朝。

重和元年(1118 年)，宋使马政由高药师引导，会见阿骨打，要求

“联金攻辽”。宣和二年(1120 年)二月，宋又遣使赵良嗣等使金，

与金订立盟约：宋金夹击辽，金军攻取长城以北的中京，宋军攻取长

城以南辽的燕京，灭辽后，燕京及所属州县归宋，宋将原给辽的岁币

如数转金，这就是宋、金关系史上的“宣和海上之盟”。 

赵良嗣与金约定“夹攻”以后，由于方腊、宋江起义爆发，宋廷

忙于镇压，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才令童贯率兵征辽。 

建福元年(耶律淳即位后，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即 1122 年)

三月，“以其普贤女为德妃，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事，军旅之事悉

委大石。”从此，耶律大石成了燕王朝的主要份子，和奚王回离保共

同掌管燕王朝的军国大事。 

面对宋金夹攻的形势，耶律大石心想：“金军如此猖獗，再加上

宋的夹击，辽王朝指日可灭。”于是一面整顿军队，一面派使和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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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通好”，努力争取宋的支持，进行“联宋抗金”。然而却遭到宋

徽宗的拒绝，并遣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统兵十五万

“巡边”。临行的时候，宋徽宗以三策指示童贯：“如燕人悦而服

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

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妄想通过大军压境的声势，

不动干戈地恫服燕京。 

耶律大石见“联宋抗金”没有希望了，也就不得不迎战，来“击

宋抗金”了。 

童贯按照宋徽宗的指示，一心想招抚燕王朝，所以到了雄州境

会，不做任何军事部署，而于四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张“招抚”榜示。

到五月三十日，又派遣张宝、赵忠持赵良嗣书赴燕京招降。 

张宝、赵忠至燕，按照耶律大石的建议，耶律淳斩杀了两位来

使。童贯闻讯，仍不死心，一面再派马扩前去招抚，一面分兵两路：

种师道总领东路兵趋白沟；辛兴宗总领西路兵趋范村，对燕京小朝廷

施加压力。耶律大石和回离保不甘示弱，决心要和宋师斗一斗。 

五月十九日，耶律大石到白沟挑战种师道统领的东路军。种师道

得到消息后，仍按兵不动，吩咐诸将遵依约束：“燕吾民也，苟王师

力能接纳，自来归附。只要坚壁守备，必有内变，切不可杀一人。尔

等为我管理兵卒，务须遵依圣旨及宣抚司约束。” 

耶律大石率军赶来，和宋军对垒，不见宋军动静，却见宋军中走

出一员将领，他叫赵明，拿出“招抚榜示”给辽军去看。耶律大石接

过来，只见上面写着：“燕本吾民，但冀归附，王师笑纳……” 

耶律大石没有看完，就愤怒地把它撕毁了，撒在宋军阵前，并且

大骂说：“勿须多言，有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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