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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卷6：朱·辽·西夏·金·元卷》是一部新鲜的被现代文明之光照亮的国史，以“人
”为聚焦中心，描述了先民们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族群融合：这是一部开放的置于全
球视野中的国史，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来叙述中国历史，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
关联；这是一部感性的可全面触摸到的历史，在文字叙说过程中配上了五千余幅精美插图，直观尽不
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是一部好看的能产生阅读快感的国史，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历史细节让人
耳目一新。
　　这部《中国通史》的价值所在　　具有普世价值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呼唤新的历史解读方式
。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普及图文版《中国通史》吸收了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体现了季羡林先生倡导的
“大国学”的全球史观；在揭示历史演进规律、民族兴衰因由和人物成败奥秘的同时，这部通史亦重
视引导读者从历史预知未来能力的全面提升；所以，这是今天读者解读历史智慧的最佳范本。
　　具有可读性这部《中国通史》，将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让读者知道原来历史这么有趣。
既可以读到有很高文学水平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又可以当历史科学的教科书。
可以说，《中国通史卷6：朱·辽·西夏·金·元卷》是目前为止出版的通史当中最具可读性的版本
。
　　具有图说的美感历史不是抽象的文字叙说，应该是充满美感的、直观的历史。
为了生动表现历史，《中国通史卷6：朱·辽·西夏·金·元卷》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图史体系，丰富
的人物图、文物图、军事图和图片说明组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图说中国史，让读者赏心悦目，因此，
《中国通史卷6：朱·辽·西夏·金·元卷》也是一部最好看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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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伯钦，1963年生于北京。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八年。
后期负责《国务院古籍整理简报》的编辑和出版。
1997年任智品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
先后策划和主编的出版项目有《唐宋八大家全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中国历代碑刻
书法全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李肇翔，1953年生，山东曹县人。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古籍整理专家。
曾主持《唐宋八大家全集》、《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历代禁书》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
近年来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编写了《中国通史可以这样读》、《故事里的中国》、
《话说明代帝王》等多部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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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士大夫帝国：宋朝宋朝的历史轨迹初平天下两雄之争王朝的危机帝国的改革新旧党争北宋灭亡宋金对
峙南宋灭亡两宋梦华高度的政治文明古代科技的高峰繁荣的经济宋朝的城市两宋风流汉化诸帝国：辽
、西夏、金、元中原文化的吸收者——辽辽之兴衰辽汉之间夹缝中成长——西夏三足鼎立之势汉蕃之
间与宋对峙的金金之兴衰金之文教昙花一现的元帝国一代天骄的诞生蒙古的军事扩张元朝的建立独具
特色的政治制度元朝灭亡元朝的历史成就农业的发展王祯与《农书》／棉花种植与黄道婆繁荣的商业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科技繁荣的艺术附录索引：宋辽金元文明历程表宋朝大事索引中国宋辽时期地图辽
、西夏、金、元大事索引中国元时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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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赵匡胤是得到若干统军大将的拥护上台的。
但自从他完成了由大臣到皇帝的转换以后，就开始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重蹈以前
的五个短命而亡的王朝的老路。
　　961年，赵匡胤借宴饮之名，召集拥戴他称帝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宴饮。
席间以“君臣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为由，以赏赐良田美姬为诱饵，逼迫诸将交出兵权。
于是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都请求罢免禁军军职。
赵匡胤逐渐将禁军兵权控制在皇帝手中。
　　后人对这次事件有不少有趣的记载。
据说，在一日晚朝后，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
当大家相谈甚欢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我若不
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
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大将快乐，自当上皇帝之后，我就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急忙询问原因。
赵匡胤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连忙叩头说：“陛下怎么说这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赵匡胤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
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
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赶忙跪下，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
陛下指点一条出路。
”赵匡胤便托出了自己的计划：“人生苦短。
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
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下一份大产业。
同时买些歌伎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我再同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第二天，这些大将纷纷上表声称年老体衰，要求辞去兵权。
就这样，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回了兵权。
史称赵匡胤此举为“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此事是否存在还有争议，但赵匡胤再次用几乎不流血的手段解决了兵权问题则是无可
置疑的，只是事情远没有一场酒宴就能解除统军大将的兵权那么简单。
赵匡胤能够顺利地解除武将的军权，一方面是有其社会原因，另一方面是赵匡胤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
设计，从根本上削弱了统军大将的权力。
　　社会方面，一是人心思定。
藩镇割据以及五代时期，战乱频繁，民众生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就连赵匡胤的出生地夹马营
就可能是一粮草基地，社会动荡不安可见一斑。
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成为人心所向，而赵匡J乱继承了后周的安定局面，又不暴虐滥杀，具有深厚的
社会基础。
二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让诸将的野心有所消退。
安史之乱以来，武将夺权虽时有发生，但多数都不得善终或者是祸及子孙，包括那位发出“天子宁有
种耶？
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豪言壮语的安重荣最后也没当成皇帝，还丢了性命。
前人的教训再加上宋朝官员优厚的待遇，使武将篡权的野心消退。
　　制度设计方面，在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来剥夺地方军事将领的权力：第一
，削夺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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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节度使这一实职变成荣誉职位，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地方官，三年一换，平时向朝廷奏事
，直接对中央负责。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
第二，控制其经济命脉。
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充作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都要上交中央政府
，不得占用，这样地方的财权就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
965年，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辖军队中骁勇的士兵，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
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招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
。
这样禁军便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则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抗衡了
。
　　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以及杯酒释兵权之后，于976年的一天晚上突然死去。
第二天，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即历史上的宋太宗。
有人怀疑是赵光义害死了赵匡胤。
据说，当时皇后本来是让宦官王继恩去通知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的，但王继恩却去通知了赵光义，赵
光义就抢先进入宫中。
皇后见到之后，非常吃惊，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在官家的手上。
”过了几年，赵匡胤的二儿子德昭自杀身亡，四儿子德芳则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暴病身亡。
而赵匡胤的三弟也被下狱，后被流放，两年后死于外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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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匡胤兵变建北宋　　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　　重文轻武　　《清明上河图》　　空前的繁荣与
兴盛　　北宋都城汴梁　　与宋对峙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　　辽、西夏、金、蒙古　　元朝统
一全国　　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　　忽必烈大帝　　当盛唐的辉煌渐渐黯淡，中原地区的人们迎
来了饱受非议的宋王朝。
在传统的观念中，宋朝给人的印象似乎一直是积贫积弱，在与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较
量中屡战屡败，甚至被迫放弃北方，阅读这段历史总是令人倍感压抑。
在这样的表象之下，人们却大大忽略了宋代所创造的空前财富与繁荣。
　　这时的宋朝正在逐渐步入经济、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
唐朝最盛时的人口达到五千多万，而宋则突破一亿。
时人有日：“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　　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在带来了富足、闲暇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促成了文化的高度繁荣，诗词
、歌赋、杂技、戏曲、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
有了这样杰出的成就，以至于很多东西方的学者甚至把宋代看做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然而军事上的弱势，始终使两宋人们生活在马上民族铁蹄的阴影之下。
1279年，随着蒙古南下的脚步，南宋灭亡。
中国也迎来了她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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