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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著者十数年来研究宋辽外交关系这一课题的成果的总的呈现。
全书分为十一章，囊括宋辽间外交关系研究的各个层面，史料翔实，论证严密，创见颇多，对于宋辽
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内容包括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澶渊盟约的缔订及其影响、辽的对宋政策与
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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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外族对华夏民族的威胁，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
题。
商周时代，野蛮部落散布华北，其中若干与华夏民族混合，另一些则被逐往边远地区。
商朝即已受到如鬼方等外方部落的威胁。
西周起于与戎人混杂的西部，似乎没有鄙视夷狄，但是最后亡于犬戎。
东周时期，中原霸主必须挑起“尊王攘夷”的重担。
《春秋》一书充分表达了传统华夏民族对于夷狄的“严夷夏之防”的态度。
“中国”和“夷狄”中间的界线，至少是文化上的界线，必须划分清楚，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
指出处于天下之中的文明中国，不可与“野蛮”的夷狄杂处。
夷狄喜爱中原文化，愿意采取中国风俗习惯的，可以“人中国则中国之”；不愿采取中国文化的，则
应当与文明的华夏民族隔离，永为化外之民。
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孔子称赞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主张“夷不乱华”表现
了他重视中原文化的持续，不被外来民族影响的关心。
儒家的理想进一步要以高度的文明和道德去同化和感化外夷。
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不但视“用夏变夷”为当然，并且显示了一种文化的优越感。
　　战国时期，由于北方夷狄采借了中央亚细亚民族的骑马技术，其对中原的威胁更加严重。
北边和西方诸国不得不筑城防御，并且必须模仿游牧民族，训练骑兵，以对抗夷狄的入侵。
前者到秦代连接战国城墙而成为长城；后者例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秦汉时代，匈奴崛起。
汉高祖受平城之辱后，文景二帝不敢向匈奴挑战，努力安定内部，与民休息。
至汉武帝方能远征匈奴，屡建边功，拓疆至西域。
此后中国建立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令臣服的诸国为藩属，按时入贡。
在此一制度下，中国政府运用羁縻、贸易、和亲、屯田、分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等政策对付夷狄
。
同时，固有的对外夷的态度也在朝贡制度之下发展。
中国人鄙视环绕文明中心的夷狄，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为国际关系的最高理想。
并且以武力与德治(“威德”)交互运用，促使夷狄人贡。
自此汉族养成了一种鄙视夷狄的“我族中心”主义。
就当时的游牧民族如匈奴而言，朝贡制度对他们也有若干好处，一般说来，朝贡本身就是一种贸易的
方式，朝贡使节除接受赏赐外，并从事采购和销售等交易。
朝贡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以此一形式来保证正常贸易关系的运行。
由于游牧民族需要很多中原的农产品和日用品，以及贵族消费的奢侈品，向中国入贡成了维持经常透
过贸易取得这些产品的一种手段。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辽关系史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