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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在以城池

攻防战为主的冷兵器战争时代，步骑交锋的过程中，面对骑兵快速的冲击力，中原王朝

开始加强对军事重镇的防御建设，军事枢纽城市的军事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大名府西临太行山，南滨黄河，北面辽阔的华北平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军事地

理位置优越，自春秋以来，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唐、五代时，大名府地区政治、经济

和军事都得到显著发展，为宋朝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宋朝抗击辽、金军队入侵的军事基地，大名府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宋朝许多重要的军事活动都与大名府有关。大名府在抵御辽、金军队的入侵中，发挥了

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宋朝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的确立是由宋朝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军

事形势和大名府本身的军事条件共同决定的。

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时间顺序为纲，从不同角度逐步对大名府军事地位

展开深入论述，并在论述大名府地区军事情况的同时，总结出大名府地区战争与军事的

特点与规律。本论文第一章从大名府历史沿革入手，对大名府地区自然、人文和军事地

理特征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论述宋辽金三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以及在认识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军事部署。并从漕运、马政等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出宋朝大名府重

．要军事地位确立的原因。第三章主要论述大名府与宋辽战争的关系，突出大名府战区对

澶渊之盟签订的影响。重点论述建大名府为北京的过程，以及北京军事功能的提升。第

四章论述大名府与宋金战争的关系，突出大名府控制的黄河防线对宋金战争的影响，以

及宋朝政权的兴衰与大名府军事地位之间的双重影响作用。重点论述南宋建炎初年，大

名府防御战的经过，以及大名府失守后对南宋军事部署的影响。结论部分对大名府军事

地位进行评价，并总结出大名府兴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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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the strength of military forces to a large extent decides the

rise and fall ofa regime survival．When the defensive battle in the main city between infantry

and cavalry happened in cold steel war time，face the speedy cavalry impingement force，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begin to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city’S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the

military city’s military status may be raised．

Da Ming prefecture west by the Tai hang Mountains，the south by the Huang he River,

the north by the vast North China Plain．Da Ming prefecture locat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artery,the military geographic locati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is very advantageous．From the

Chun Qiu Dynasty,Da Ming prefecture always be strategic point．At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oth political、economy and military of Da Ming prefecture have get notable development．

It’S has establish the solid basis about the important military position ofDa Ming prefec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Da Ming prefecture accomplish as the military base of the Song Dynasty resist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invade．It’S strategic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lots of military events

have happened in Da Ming prefecture．Da Ming prefecture brought very important military

defense effect when resist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invade．The established of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status in Song Dynasty is becaus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periphery

regime’S political and economy circumstances and the military conditi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itself．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previously achievements and use the time sequence as the key

link．This thesis thorough discussed the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status and comment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condition and military characteristic．The first chapters comment Da

Ming prefecture history evolution and the natural、humanity and military geographical

features．The second chapters comment the cogni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based on Da

Ming prefecture military status in Song、Liao、Jin Dynasty．Analyze the establish reason of Da

Ming prefecture from the angle of water carriage、raise horse and SO on．The third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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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Da Ming prefecture and Song、Liao wars．Outstand about Da

Ming prefecture affect to conclude and sign the Chan Yuan Zhi Meng．Priority comments the

process about construction Da Ming prefecture become to Beijing and the advance of

Beij ing’S military function．The fourth chapters com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Da Ming

prefecture and Song、Jin wars．Da Ming prefecture control the Huang he defense line which

affect the Song、Jin wars．The vicissitude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military status of Da Ming

prefecture influence each other．This chapter priority comment Da Ming prefecture defensive

warfare in Jian Yan second year’S at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affect to Southern Song

Dynasty’s military deployment because of the fall of Da Ming prefecture．The conclusion

estimates the military status of Da Ming prefecture and sum up the reason about the

vicissitude of Da Ming prefecture．

Key word：Song Dynasty；Da Ming Prefecture；Militar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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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意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以城池攻防战为主

的冷兵器战争时代，军事枢纽城市的军事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胜负安危。

大名府“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簿，是“南

北津途咽喉所寄"@，自春秋以来，历代视为军事重镇。北宋建立后，因燕云十六州的

丢失，广阔的河北平原天险尽失，宋朝在与辽朝、金朝对峙中处于不利地位。大名府作

为“北门锁钥”嘎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也因此日益受到宋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大名府防

线是北宋在河北设置的三道国防线中最后一道国防线，军事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宋廷部

署大量兵力驻扎于此，以备战略纵深的需要。澶渊之盟签订前，宋太宗、宋真宗亲征时，

都曾驻跸大名府，指挥整个战局。北宋庆历二年(1042)，辽朝为得到关南十县之地，

有南伐之意，陈兵幽州境上，宋辽关系再度紧张。北宋统治者升大名府为北京，以示意

宋帝“将亲征，以伐其谋”@，出内藏库缗钱十万修北京。以“北京为河朔根本”@，并

在北京“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⑦，达到其屏藩京都、

阻止辽朝进攻的军事目的。北京城的城防建设和兵力部署都在军事上达到一个新的高

度。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大名府控制的黄河渡口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重点区

域，宋军以重兵屯驻于此，然却因守将无能，大名府军事地位开始呈下降趋势。南宋初

年，金军继续与宋军在河北地区作战，建炎二年(1128)，金军攻克大名府，大名府自

此归金朝所有，南宋朝廷失去又一能“当冲要”之地，被迫改变军事部署，随之又因在

河北的战争节节失利，而退居江南，与金朝形成对峙局面。

目前，学术界对大名府军事的研究较少，给本论文写作留下很大空间。研究本课题

4(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北京：中华书局点技本，

1999年版。第1页。
谯

(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版，第696页．

哆(清)顾誊fI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6页。

4(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o，人中}#符冗年十二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舨，第1528

页．

枣(宋)李焘：《续资治通签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6(元)脱脱：《宋史》卷-)L六《兵叶‘》，北京：中华书局点技本，1977年版．第4897页。

毋(元)脱脱：《宋史》卷-)L六《兵十》，第4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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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察大名府历史地理区划沿革、宋朝大名府军事基本情况，以及进一步揭示大名府军

事变化对宋朝整体军事形势演变的影响都将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研究现状及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宋朝大名府军事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零散，还没有进行系统研究，现

将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分类介绍如下：

(一)与宋朝大名府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

李亚《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演进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一》④一文主要研究大

名府故城历史上曾七为陪都的历史事实，对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归纳

和总结，对故城形成陪都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初步阐述。李亚《魏博节度使田氏家族藩镇

割据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二》圆一文对唐代魏博节度使田氏家族藩镇割据的过程

进行了初步探讨，揭示出田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的渊源关系。李亚、王书俊《魏博节度

使何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三》@一文对何氏家族三世功绩的历史

进行了探讨，揭示出何氏藩镇与大名府故城的历史渊源关系，对正确认识晚唐时期藩镇

割据的历史和大名府故城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启示。孙尧奎《试论大名府的兴衰》④一文，

从论述大名府历史沿革入手，介绍大名府历代政治、政区等基本史实，并分析出大名府

由盛而衰的历史原因。

(二)涉及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方面的论著：

大陆地区主要有：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一书，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

重新研讨宋朝兵制，勾廓出宋代兵制的全貌，为本论文的写作和军事背景的架构提供理

论指导。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睁一书，详细论述宋代军队后勤保障的诸

多问题，对本论文相关部分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谢志诚《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

⑦，研究辽、宋、金、元时期河北地方历史，相关章节中有对大名府地区政治、经济、

4李亚； ‘大名府故城陪都历史演进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一》，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2
期。

口李弧： 《魏博节度使用氏家族藩镇割据探析——大名府放城考略之二》，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
6期。

4李弧、千书俊： 《魏博节度使何氏家族与大名府故城——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三》，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5期。

4孙尧奄：《试论火名府的兴衰》，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o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H；版社，2000年版。

嘭谢志诚：《}|T『北通史·宋辽金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l；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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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位的叙述。李昌宪先生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一书，结合宋代政

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背景来分析政区划分和演变的原因与过程，对本论文行政

区划与军事的关系研究有启发意义。

港台地区主要有：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圆，书中第七篇《魏博二百

年史论》，论述自唐代安史之乱到北宋建国，魏博汴梁一带逐渐成为核心区的过程，以

及河北、河东、河南等地的职业军人如何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者，并逐步建立起

各自核心集团的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本论文大名府历史沿革研究有帮助意义。台湾

三军大学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②一书，对宋、辽、金三朝间历次战争经过进行了

详细论述，并对其得失成败、战略战术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书中相关章节涉及对大名府

军事的分析和论述，为本论文的战役研究提供了帮助。曾瑞龙先生的《经略幽燕——宋

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将战略文化的理论引进军事史的研究，用大战略、

战术等新概念重新评析宋辽战争中的各场战役。

以上研究成果裒合诸家，述以己见，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

目前对宋朝大名府军事的研究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在对大名府历史沿革的研究方面，只有几篇论文初步介绍大名府在历代做陪都

的问题，以及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世家大族对大名府政治、军事的影响，均没有进行详

细考证。

2、在对大名府军事研究方面，并没有形成专门论著，只散见于相关文章的部分章

节，这与大名府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军事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尤其是大名府在宋朝发

挥的重要军事作用更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有鉴于此，本论文力求通过翔实的史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西方的相关军事

理论，把大名府与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完整展现出来。通过本论文

的研究理清大名府历史沿革情况，以及大名府军事地位对宋辽金三方战争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大名府军事在宋朝整体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研究范围的界定

4李尸I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朱西夏卷》，．t-海：复口．大学{}j版社，2007年版。

。毛汉光：《中固中古政治史论》，．卜海：。I：海书店}{j版社，2002年版。

。‘台湾三军人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军事译文i{j版社，1983年版。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入学fi；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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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大名府，魏郡。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八年，始置大

名府路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熙宁以来并因之，六年，分属

河北东路。⋯⋯县十二：元城、莘、大名、内黄、成安、魏、馆陶、临清、清平、冠氏、

宗城"①。因战役研究涉及地域范围较广，不能仅局限于对一座城池的研究，因此本论

文对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的地理范围，涉及大名府路，以及相关周边地区。

时间范围上，本论文对大名府军事的研究，总体部分起子北宋建隆元年(960)，止

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另外，金朝占领大名府后，于公元1130年扶植刘豫建立齐国，

定都大名府。伪齐政权虽于公元l 131年即迁都汴京，但大名府作为伪齐的都城时，对

南宋军事也产生相应的影响，故本论文对这段时间内大名府军事情况也做了相关论述。

四创新点

1、与本论文有关的前人系统研究成果较少，给本论文写作留下很大研究空间。本

论文在内容上对大名府历史政区沿革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大名府自

然、人文、军事地理特征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影响。从宋辽金三朝间的战争中总结出大

名府军事地位对三朝战争的影响，其中澶渊之盟与大名府的关系、升大名府为北京后军

事地位的提升，以及大名府防御战对交战双方的影响，为本文亮点。

2、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大名府历史沿革、地理特征进行考察。

利用方志、文集、奏议等多种史料，对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进行系统研究。按照军事史

研究以战役为中心的章节编排方法，基本上保持以时间顺序为纵线，并在宋辽金军事整

体战争中突出大名府军事的重要性。对文中涉及战役的论述采用直观附图的形式，力求

做到图文并茂。

五不足之处

由于本人才识有限，初涉军事史研究，对军事宏观理论分析尚有欠缺，还不能将大

名府战役对整体军事影响的分析提升到相应的高度。文中对大名府军事机构和兵力部署

等基本情况的研究尚嫌粗糙，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论文中的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师

长批评指正，本人将在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

4(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2l～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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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名府历史地理概述

大名府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古多称魏郡、魏州。自上古三代时起，就已成为国

家行政辖区。大名府地区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南

北战争格局下的军事核心区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北宋时升大名府为北京，成就

了大名府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第一节大名府政区地理沿革

大名府地区在上古三代时为“颛顼高阳氏畿内地"①，“禹贡兖州之域，夏为观扈之

国”圆，“本商旧都，周克商以封康叔为卫地”@。

春秋时，大名府地区初属卫国，然卫成公三年(前632)，晋国伐取五鹿城(今河

北省大名县境)，大名府地区始归晋所有。

三家分晋后，魏文侯七年(前439)，魏得邺地，大名府境属魏。魏武侯以此地为

别都，其“公子元食邑于此，因以名县”够，即后来的元城县。

秦国统一六国后，大名府属东郡和邯郸郡管辖。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在元城县置魏郡。王莽则改魏郡为“魏城。属冀州”@。

东汉“建安十七年割河内、东郡、巨鹿、广平、赵国之十四县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东

西都尉，时魏为曹操封国也’’静。

魏晋时期，将魏郡东部划为阳平郡，郡治所在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

前燕建熙元年(360)，建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

南北朝时期，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分馆陶县西部复置贵乡县。北周静帝大

象二年(580)，“置魏州”o，治所在贵乡县。

隋文帝开皇六年(586)，从元城县分一部分建马陵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大名

∞(叨)唐锦： 《正德夫名府志·天一阁藏叨代方志选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

壤(清)顾租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5页。

雹(明)唐锦： ‘讵德人名府志·天一阁蔽明代方志选刊》。

啦(宋)欧阳卷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鬈瓤地广记》卷五<四京》，成都：姻川大学I吁j版社，2003年版，第87

页。

o(汉)班周：《汉书》卷--]k—f：《地理志第八．j：》，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573～1574页。

略(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5页。

2(朱)欧阳态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四京》，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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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境属魏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罢州为武阳郡"①，治所在元城县。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平窦建德，改置魏州”②，州治所在元城县。乾元元年(758)，

魏州置魏博节度，领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并置大都督府。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私自组建万名强健兵士，号称牙军，唐代宗宠其军，号

日天雄。唐德宗建中三年(782)，魏博节度使田悦与卢龙军节度使朱滔、恒州团练使王

武俊结盟抗唐，各自称王。田悦僭称魏王，为取吉兆，把魏州之“魏"改为“大名”，

把魏州的“州”改为“府”。于是“魏州”之名就改为“大名府"，“大名府”的名称

即始于此。

公元923年李存勖于魏州即帝位，建后唐，年号同光，建国都于魏州(今河北省大

名县境)，都名东京，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同光三年(925)，改东京为邺都。后

晋高祖天福元年(937)冬十二月，改兴唐府为广晋府，后汉高祖乾祜元年(948)春三

月，又改广晋府为“大名府"，治所在元城县。将广晋县改为“大名县"，这是以“大

名"为县名之始。

北宋初，因袭前制仍称大名府。“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八年，始置大名府路安抚

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锄。宋神宗熙宁时河北路分为东、西两路，

大名府为河北东路的治所。

南宋建炎初年，大名府仍属河北路。建炎二年(1128)冬，金军攻克大名府，大名

府归金所有。

第二节大名府自然地理特征

大名府即今天以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为中心的相关地区。大名县位于今河北省东南

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地处中原经济圈中心地带，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

与山东省冠县、莘县毗邻，南与河南省南乐县相连，西与魏县交界，西北与广平县为邻，

北与馆陶县接壤。东西长36．4公里，南北宽28．8公里。辖6镇、33乡、651个行政村。

境内一望平原，漳河、卫河、马颊河像三条凌空而降的飘带，从县境南北穿过，将全县

分割为卫(河)东、卫’(河)西、漳(河)北主个大块。因大名府自古即以优越的地理

位置著称，故史称：“大名府近则地面沙麓，河抱卫、漳；远则东连齐、鲁，西接太行。

4(唐)李吉甫：《元和部县圈志》卷一六《河北道一·魏州》，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447页。

巷．(宋)欧阳态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l!!i京》，第87页。

4(清)顾{H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5页。

园(元)脱脱等：《朱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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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前辈诧其气势联络，隐若重关，真河朔之重镇，北门之锁钥也"①。

一大名府地区地质地貌特征

大名府地区属华北地台断坳带的一部分，处在内黄隆起与临清坳陷交界处，地势由

西南向东北倾斜，属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大名府地区的平原主要由漳河、黄河的高速

冲积沉淀形成，它以卫河为界，其西部地区为漳河冲积扇的边缘，土质粘重；其东部地

区由黄河冲积形成，土质以沙为主。平原构成大名府地区地貌的主体，占总面积的百分

之九十以上。

二大名府地区的主要河流概述

大名府多河流，因此，古人有“河抱卫、漳"函之说，河即黄河，卫即卫河，漳即

漳河。黄河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初年，《汉书·功臣表》载有汉高祖大封功臣时的誓言，

其中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的话。当时，黄河下游在今河南浚县附近流向东北，

经淇县、滑县、濮阳，过今河北大名、馆陶，再经今山东平原、德州等县市，至天津市

南入海。入宋后，黄河长期流经大名府附近，即使黄河分为北流和东流二股河道以后，

大名府也仍在黄河流域范围内。 ：

卫河又称白沟，宋朝称御河，“在府城南。亦日通济渠，一名永济渠，即隋大业中

所开淇、卫诸水之下流也。自河南卫辉府境流经浚县、滑县、内黄、卫县之境，又东北

流经此，过小滩镇，又北入馆陶县界合于新漳水。亦名白沟水，对北白沟而言，谓之南

白沟”@。据考汉朝末年曹操曾将淇水(淇河)、汤河、安阳河引入白沟，以便运粮。隋

炀帝大业四年(608)，再次开挖白沟，并改称永济渠，即为御河，自此卫河专有御河之

名。自汉以来，卫河便成为沟通大名府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北宋时御河为太行山以东

主要漕运航道，所以自古有运粮河之称。

漳河，在“府西北二十里。有新]ftz．河，俱自魏县流经府境。志云：旧漳河自魏县

东南流，经府城西南入卫河。后徙从魏县东北流经府北，下流至馆陶县界入卫河，谓之

新漳”国。漳河自大名府流向东北，至馆陶徐万仓汇入卫河。漳河历史上曾是黄河的一

条支流。

(明)鹰锦： 《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忠选刊》。

(明)膺锦： ‘正德人名府志·天一阁藏嘲代方志选刊》。

(汉)班崩：《汉书》卷一六《商惠席后义功睁表第阴》，第527页。

(清)顾}H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00页。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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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iin I皇曼舅量曼鼍毫葛

三、大l丕山与马陵道口

大1丕山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禹贡》‘导河东过洛、油，至于大{丕’是也。周五

里有奇，⋯⋯大1丕之东日凤凰，东北曰紫金；二山者，大1丕之余气也。东扼淇卫交流之

口，无复旁引，盖太行左俯趾处矣’’①。大1丕山“北麓为黎阳仓，自隋至唐、宋皆置仓

于此，即仓城故址也。宋政和以后，河易故道，仓始废。"②

马陵道口，在北宋时是重要漕运中转站。据史载，马陵道在“府东南十里⋯⋯宋人

河北漕运往往于黎阳或马陵道口装卸，盖津要所关矣"@。

第三节大名府文化地理特征

古燕赵之地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政治、经济都较为发达，也因此成为各诸侯国

争夺的焦点。炎黄以降，燕赵地区一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斗的前哨，是联系农耕

地区和游牧地区的门户。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共存与交融，在变革图强、激烈竞争的

现实斗争中得到丰富和补充。赵国源于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豪侠文化的一个重要

发源地。燕赵文化刚柔相济，在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雄浑刚毅的“慷

慨悲歌”为主的深层文化性格特征。

从通常意义上讲，一个地区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区的民风、社会

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以来，河北精兵以

天下雄健著称。一方面，河北地区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

沿重地，战争对文化的影响，强化着河北地区的尚武精神，同时形成了河北劲悍习战的

民风。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马背上

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游

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

和对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往往会形成直接威胁中原政权的一股巨大

力量，至少从军事上看，有时在某个历史时期，令汉族政权难与争锋。

两宋时期先是北宋与辽、西夏，后是南宋与金、蒙古，战火时断时续，河北地区一

直首当其冲，逐渐形成“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伎。土平而

呸(清)顾炎武；《天下都国利璃书》第二册<北直隶中》，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fjj版毫t点校本，2002年版，第

122页。 ·

毒(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19页。

母(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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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一——,量曼曼曼曼曼曹曼蔓舅!曼量曼量量曼皇舅
近边，习尚战斗”锄的民风。

如前所述，河北路“控带北地，镇、魏、中山皆为雄镇”圆，大名府是河北重要的

军事重镇，“大名府野沃川平，风气浑厚，人多矜节尚气有简朴风"@，是河北地区核心

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全魏地千里，雄大视区字。黄河为血脉，太行为筋膂。地灵育

圣贤，土厚含文武"@，大名府的山川气象孕育着将相人才和慷慨忠义之士。自春秋以

来，大名府地区战乱频仍，为抵御外患，这里尚武的民风长期保持，“魏博河朔名藩，

峙流萃秀，豪奇茂爽之才，硕伟光明之器，彬彬辈出”@，历代忠节之士辈出。如五代

石晋定州节度使周仕，契丹劝其授降，“周日：‘受晋厚思不能死战而以城降，何面目南

行见人主与士大夫乎?’遂死之’’@。就宋朝而言，宋初武将以来自太原、开封、洛阳、

真定、大名五城为多。据何冠环先生统计，宋初来自大名府的武将，高级武官有九人，

中级武官有八人，下级武官有十五人，总人数为二十二人函。如大名府籍武将曹翰、潘

美、冯继业、崔彦进、张琼等人。而宋朝大名府籍文臣柳开，史称其“堂堂柳先生，生

下如猛虎。十三断贼指，闻者皆震怖"@，文臣有武略，以勇猛著称。还有“论事刚直，

一时敬慑目为殿上虎”@的文臣刘安世。

史称“大名多剽悍，闾里少年并习弓弩，酗酒使气为节侠，犹古魏劲兵遗风也”僮'，

大名府地区民风尚武，对其军事地位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第四节大名府军事地理特征

孙武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呃、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

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11。据此，《武经总要》前集卷九辟有专章来论述地

形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其内容共分四部分，即杂叙战地土俗、九地、六形及杂叙战地，

此可视为宋代军事地理的专著。一般而言，军队要和地形配合好，利用地势、地形来控

制、指导军队进行战争。既要注意战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又不能忽视地理环境对战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30页。

2(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六<地理二》，第2130～213l页。

毡(明)庸锦： 《正德大名府志·天一阁藏I嬲代方志选刊》。

婚(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过魏东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20页。

垂(明)唐锦： 《J下德人名府志·天一阁藏I耵j代方忠选刊》卷七。
坦

(明)庸锦： 《正德久名府志·天一阁藏llJj代方志选刊》卷七。

6弓l自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页。

蛙(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过魏东郊》，第20页。

岛(明)唐锦： 《l下德火名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七。

鹰(清)顾炎武：《天下郡围利嫡书》第_二册《北直隶中》，第134页。

”(套狄)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地形篇》，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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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制约性，特别是要注重对人地关系的分析，因为人地关系“不论是对战斗过程本身，

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回。

大名府地处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为棋盘格局中河北与中原交界之地，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孙子认为“四达者，衢地也"回，各国疆土交界之处，道路四通八达的地区

为“衢地”。大名府为三省交界的枢纽地区，也称“锁钥之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

要冲，作战时占领它就能先得地利，进可长驱直入对方腹地，退则能扼守要道拒敌于境

外，也即孙子所称的“四达者”，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意义。

此外，大名府地区西临太行山东麓，东南北三面是广阔的华北平原，黄河、漳河、

御河等河流是大名府地区军队、漕粮运输的重要交通线。大名府既有山川险要可以凭恃，

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是“山川都会’’的重要战略要地，处在南北交通要道之上，历

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北宋都城开封以及西京洛阳均处在中原腹心地区，是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的交汇地

带。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腹地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因而如何

防守这一地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大名府与开封府一线之间具有特殊的地理

位置关系，大名府作为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接近京师的最重要地区之一，“北

门锁钥”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显得犹为重要。北京大名府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屏障，而且

具备指挥全局的条件，凭借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可影响宋朝战局。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64页。

毒(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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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章身：辽金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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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宋辽金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衡量一个地区的军事地位是否重要，一般可以从地形和驻军多少、与首都的距离和

相对位置、以及是否为地区中心入手来分析。大名府即是凭借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以

及与宋都开封府之间特殊的地理关系，在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逐步确立其重要军事

地位的。宋、辽、金三朝间在河北地区作战的军事部署，均建立在对大名府军事地位分

析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宋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特殊的地理关系，在五代时就已显出来。因为大名府是开封府、

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在南北军事对抗中首当其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统治者

为了加强对大名府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巩固其重要的军事地位，不得不对大名府地区的

军事机构设置和兵力部署等格外用心。

一宋朝统治阶级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

东与齐境，无名山大川之限。无汴、蔡诸水参贯，巾车错毂，蹄踵交道，轴轳衔尾，千

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故其地利战，自古号为战场州勘，为保卫开封府的军事安全，

只能依托大名府作为黄河北岸的军事屏障，屯驻重兵防守。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

统治阶层，对大名府军政建设的高度重视，促成了有宋一代，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的确

立。

宋太宗、宋真宗北伐亲征至河北时，都曾驻跸大名府，“銮舆北巡，辽马南牧，乃

眷全魏之地，实介两河之间，驻跸以壮其军声，擒俘屡献于行在"②。宋仁宗也称赞大

名府为“全魏别都，国之巨屏”@。统治阶级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重视，在～定程度上

加快了大名府军事防御设施建设，提高了大名府的防御能力。

’
(mj)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奉，1999年版，第339页。

岛(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七《群公饯集贤饯侍郎知人名府诗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义渊阁pq库全书奉，

1986年版。

4(宋)范砒禹：《范太史集》卷三一《赐资政殿学士新除知大名府许将辞免1,／C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日J文渊

阁pq库全书本，1986年版。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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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府“北都也，宜得重人镇之’’①，因此，这里的守臣一般官职为知大名府(天

雄军)、兼北京留守司、兼大名府路安抚使、兵民都总管(都部署)。统辖大名一府，澶

怀卫德博滨棣七州，通利、保顺二军。据统计，太宗、真宗两朝出任大名府都部署路知

府者共有三十四人，其中十五人为文臣，十九人是武臣、勋贵雹。北宋对大名府守臣的

这种布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名府府任之重，地位崇高，不兼文韬武略，不足以镇抚

一方。大名府守臣的举动往往起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作用，因此多委重臣驻守，这是

由大名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决定的。寇准、韩琦、文彦博、富弼等名臣都曾镇守

大名府，并对如何提高大名府防御能力，一提出过重要见解。

大中祥符元年(1008)，寇准知天雄军时，就以“jhf-J锁钥’’@来评价大名府的军事

地位。熙宁三年(1070)，韩琦判大名府时，曾做有“全魏今别都，地总北道胜"@之句，

道出大名府形势为河北一路之都会。韩琦还迸一步指出，“今大名并废外尚一十五县，

民务至冗，河防多虑，使传交驰”@。大名府作为陪都，军政、民政事务繁多，另兼为

宋辽驿路必经之地，其特殊地位足以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

针对对外作战中的军事形势，李至、富弼、范仲淹、吕夷简等对大名府的军事作用

均有论述，本文将在下面的相关章节中分别加以阐述。

北宋末年，北宋政权整体军事实力下降，大名府军事地位也受到影响。晁说之针对

当时的军事形势，写出《北京策问》，他首先肯定了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河北重于

天下，魏重于河北，古今议皆然。唐杜牧言，魏于河南亦最重，是三晋皆出魏下’’@。

而后指出北宋末年大名府的整体状况：“今魏南不及邺，北不及邯郸，桑麻沃野为浸泽

者十七八，商贾农母亡之资十减八九”o，在大名府军事实力下降的情况下提出了相应的

举措。从晁说之的《北京策问》中就能体现出大名府军事地位的变化过程。

二宋朝大名府军事机构设置

大名府为“河朔之喉襟”@，因此，宋廷为保障大名府地区军事安全，在大名府设

置重要军事机构统领和指挥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

if,(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六《孔谦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280页。

堪参见李昌宪：《宋代安抚便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o，火中祥符冗年十二月辛亥，第1528页。

哇(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成都：巴蜀书社点校本，2000年版，第11I页。

傅(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六《到魏三年乞纳节移邢相第六札了》，第1096页。

睁(宋)躯说之：《景迂生集》卷一pq《北京策问》，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pq库全书本，1986年版。

o(宋)晁说之：《景i￡生集》卷一四《北京策问》。

锄(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一，第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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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宋辽金对人名将军事地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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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部署

宋初宋辽关系紧张，河北、河东地区是两国发生冲突的主战场，从对辽作战与防御

的实际需要出发，北宋在这些地区划定战区，进行军事部署。宋太宗、真宗两朝，河北、

河东、陕西三路沿边地区都部署军事机构已基本形成。其中，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大名府、

高阳关、镇州、定州四个都部署路。雍熙年问，宋太宗大举北伐，为增重事权，河北天

雄军都部署、镇定都部署、高阳关钤辖、真定都部署同时兼任大名府、镇州、定州、瀛

州的知州府。大名府都部署路，为抗辽前线指挥之所，军事事务犹为繁重。

(二)安抚使

北宋前期为抵御外患，巩固封建政权，除设置都部署路、都钤辖司、提举一道兵甲

司等军事机构外，还沿用隋唐旧制，通过经略安抚使、安抚使来处理各项突发事件。宋

真宗时安抚使制度已初步形成，安抚使均由文臣充任，由一路守臣知州兼任安抚使，并

兼一路兵马之权，其进一步发展即是“以文臣为经略，领大兵，武臣为总管，号将官，

首节制”∞模式的确立。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贾昌朝)。故文元召程文简(程

琳)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咨。庆历五年(1045)七月，命“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

抚使”锄，总领河北路兵马之政。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贝州宣翼卒王则发动兵变，时贾昌朝兼任北京留守司、

河北安抚使，“王则谋举大名及河南北，使其党投檄与大名，(贾昌朝)疑其为奸，考问

具服。则以事急，遂居贝州反，昌朝遣兵进讨，而朝廷己发兵讨贼，平之”皤。此事过

后，北宋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在河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将维持内部稳定的因素纳入军事政

区划分的过程之中。判大名府夏竦上奏，“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

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祗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

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宋仁宗出于增加防务、巩固

政权的考虑，下诏“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学，并于庆历八年(1048)

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绍兴七年七月丁卯，台北：文海}j：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
4

(宋)Pt。梦得：《石朴燕语》卷九．北京：中of；书局点校奉。1997年版。第128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笏长编》卷一五六，庆历五年七月戊子，第3787页。

4(采)足颐浩：《燕魏杂记》，收入李勇先主编：《尕元地理史车斗汇编》第一册，成群：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第422页。
。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庆历八年pq月辛卯，第3948页。

9(朱)李焘：《续资活通签长编》卷一六蹦，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8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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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④，最高长官分带安抚之

职，各统所属州军兵马。

在河北重划战区后，“以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

为大名府路’’②，大名府路安抚使由河北安抚使、知大名府兼任。在大名府路所辖州军

中，有河北西路的怀、卫-N和通利军。大名府是北宋御河运粮的重要中转站，而怀、

卫--N富庶，为军粮供应之地，通利军位于御河南端，是中原通往河北地区的交通枢纽，

将此三州军划归大名府路可以方便军粮的运输，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河北四路安抚使

的设置，使得河北地区的军事布局更有层次，符合当时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

除上述军事机构外，北宋还在大名府相继设置了一路兵马都监或兵马钤辖。王则叛

乱时，“贾昌朝遣大名府钤辖、内殿承制郝质将兵趋贝州’’巷镇压兵变，即是一证。

三宋朝大名府兵力配置④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柱石，“天下事莫重于兵，社稷安危所系。措兵既定，则其它皆

粉泽而已”@。大名府为军事枢纽之地，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唐末魏博藩镇即牙军以

骁勇著称，时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之称。顾炎武对大名府军事力量有相关论述：

按大名当河山割裂之间，自古强兵锐卒，苏秦所称武士奋击天下莫强焉者

也。汉初令天下郡国城置材官骑士，以八月属郡都尉，太守、令长丞为会都试，

韩延寿、翟义皆以都试者起。光武以河北兵定天下，乃于浚州置黎阳营(注：

伏俟云每营四千人)．以谒者领之，是后臧宫，度尚之属，往往将黎阳兵逐破

羌胡，是在秦汉间已称雄长矣。唐天宝间置义成军，是时河北诸镇数失，而义

成军者，独全以待朝廷。厥后田承嗣父子踵乱，改义成日天雄军，恃其兵力，

抗衡天下，九世四姓适于唐亡。．

北宋失去燕云十六州天险，只得在四望平川、无险可守的河北边防地区，屯戍重兵，

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大名府是边防军事要点，澶渊之盟前“王钦若镇魏府，有兵

山(宋)李焘：《续资治通浆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第394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鍪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卵，第3948页。

o(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第3891页。

4北宋时人名府驻有禁兵、厢兵、乡兵等兵种。大名府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失守，故本文对宋朝火名府军事机

构和兵力部署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北宋部分，对南宋建炎初年只作简单叙述。

荡(宋)李焘：《续资治通豁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工申，第7883页。

吩(宋)欧阳修：《新膺书》卷二一o《藩镇魏博》，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奉。1975年版，第5942页。

亿(清)顾炎武：《天下郡图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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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①，以强兵锐卒阻挡了辽军的进攻。庆历年间建为北京后，以“北京九州军为一

路，合兵八万人”圆，“置武卫，简河北骁勇善射之士奚为义勇。当是时，兵力最盛，是

以契丹恃其骄悍，大举入寇，卒无成功”@。宋朝大名府驻军秉承前朝勇猛作战之风，

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禁兵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以守京师，备征戍”@。禁

军大致分为厢、军、指挥、都四级编制。指挥是北宋禁军最基本的军事编制单位，“凡

五百人为一指挥”@，禁军兵力常以指挥作为基本计算单位。北宋初，禁军“其在外者，

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o。禁兵作为中央军，出屯开封府以外州郡主要采用屯驻、

驻泊、就粮三种形式。因禁兵出屯既可增加地方军事力量，又能与京师形成“内外相制”

之势，所以很多府、州、军陆续设置常驻禁兵。

北宋大名府禁军兵力部署如下移：

北宋宋太祖建隆以来兵制，隶属于侍卫司骑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骁武北京七指挥，怀州一指挥。

云捷北京、澶州各二指挥、怀州一指挥@．

隶属于侍卫司步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武卫 北京、澶州、怀州、棣州、沼州、德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

指挥。

勇捷北京、澶州各二指挥．

振武北京、澶州、怀州、卫州、棣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

指挥。

宣毅德州、棣州、博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D。

(宋，司马光：《涑永记闻》卷七《孙全照守魏府》，第130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7页。

(清)颐炎武：《天下都国利稍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2页．

(元)脱睨等：‘宋史》卷--K七≮兵一》，第4570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Tk七《兵一》，第4569页。

(宋)曾公壳、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军制》，卷二<口阅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阴库全书本，

1986年版。

1(冗)脱脱等：《朱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70～4571页。

“根据《宋史·兵忠》记载，禁军兵制以来神宗熙宁变法为分期，分为两部分，即建隆以来兵制手fl熙宁以后兵制。

奉论文也据此避行统计。庆历八年(1048)分iiIJ北为l『q路后，“以北京，漓．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

保顺军合为人名府路”，本论文对人名府兵力部裂的考察，将大名府路所属州军均列入考察范阁。

4(元)脱脱等：《朱史》卷～八七《兵一》，第4591～4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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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隆以来大名府禁军共四十指挥，如按照一指挥五百人来计算，最多可达到二

万人国。

北宋宋神宗熙宁以后兵制，隶属于侍卫司骑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骁武北京七指挥，怀州一指挥。

云捷北京，澶州各二指挥，怀州一指挥⑨。

隶属于侍卫司步军的大名府禁军名额有：

武卫北京，澶州，怀州、棣州、德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指挥．

振武北京、澶州、卫州、棣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博州二指挥。

保捷元符元年(1098)，于河北路大名府二十二州军共创置马步军，步

军二十九指挥以保捷为名，马军以广威为名．

宣毅德州、棣州，博州，滨州、通利军各一指挥。

勇捷+北京、澶州各二指挥。鲫

北宋熙宁以后大名府禁军人数，共六十七指挥，最多可达到三万三千五百人。

“盖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

二百四十三人"@，大名府禁军数达三万余人，军事力量之强，可见一斑。

按照宋军的屯戍之制，邻近州郡的禁厢军要更戍驻泊。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

各驻泊军的地点、人数时有变更。尤其是北宋末年军政腐败，禁军实存人数大为减少。

(二)厢兵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厢兵是各州的镇兵，最早由各地的

藩镇旧兵与杂役新军合并建置而成。厢兵相当部分来自招募，凡是健壮者充当禁兵，“不

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宋朝设置厢兵的目的多用于服劳役，如壮城军

用于修筑城池，作院军用于制造武器，清河军用于疏浚河道等。

大名府厢军兵力部署情况，宋太祖建隆以来之制：

骑射：北京，澶州；飞将：北京；广霸：北京；兴安：北京；室武：大名

4(元)脱脱等：《宋史》卷--Jk．七《兵一》，第4594～4596、4598页。

4文中所涉及犬名府兵力数量的统计数字均按照每指挥五百人来计算，实际上北宋一指挥兵力有时很难达到五百人，

故文中兵力数量均为最人值。

4(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八《兵二》，第4616"--4618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八‘兵二》，第4619～4620、4621、4623、4624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k七《兵一》，第4579页。

吩(元)脱脱等：《朱史》卷--)k)L‘兵三》，第4639页。

嘻(：采)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原弊》。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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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怀州、卫州；壮城：河北路诸州军；马监：北京大名监、卫州淇水监。①

宋神宗熙宁以后之制：

河北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十有二；步军之额，自奉化而下二十有六，

并改号日崇胜。凡一百一十二指挥，二万九千二百七十人。

马监：北京大名监、卫州淇水监；骑射：北京、澶州、棣州；飞将：北京；

广霸：北京；宣武：大名府、怀州、卫州；广成：元符元年，诏河北路大名府

二十二州军创置马步军五十六指挥，马军以广威为名留．

(三)乡兵

宋初以来，河北、陕西沿边为抗击辽、夏侵扰设置很多乡兵，“乡兵者，选自户籍，

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粮食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兵籍。

北宋河北地区乡兵大致包括：忠顺、强人、强壮、义勇、弓箭社、忠烈、宣勇、神

锐。其中河北神锐与忠勇、忠顺在北宋前期或中期相继废罢，河北强壮、义勇等陆续并

入保甲。

河北强壮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固，“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

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

宋仁宗庆历初，河北路义勇“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

挥使、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o。熙宁元年(1068)

十二月：

诏河北义勇，县以岁阋；当闶于州者，宜分番，岁以一番；灾伤当罢者听
尊

旨。其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沼、邢、沧、定、冀、

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

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保．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为二番霉。

大名府乡兵义勇数，共五十三指挥，最多可达到二万六千五百人。

顾炎武对北宋时大名府兵力亦有简要总结：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九《兵三》，第4646～4665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九《兵三》，第4667～4670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o《兵pq》，第4705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o《兵pq》，第471l页。

(元)脱脱等：《采史》卷一九O《兵叫》，第4711页。

(’己)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34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筇4734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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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Ⅸ宋史》，太平兴国间，立云捷、雄武，武卫，勇捷、忠节、振武，通

利、桥道、清塞等军于澶州，东明、长葛、滑州，以指挥领之。成平三年，置

壮勇军，滑州指挥二．大中祥符间，置威武、虎翼军东明、澶州、通利，指挥

各二。庆历间，置宣毅，效忠，靖戎、弩手、龙卫、广勇、广捷等军于澶州、

滑州、东明，指挥各一．庆历六年，诏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滑、通利

合为大名路。治平元年，诏河北指挥分番团练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熙宁元年，

诏京东武卫六指挥隶大名府路，而北京、澶州复置骑射军，通利置成边、保节、

广济军，大名府置宣武、广威军，滑州置骑射，保忠、奉化，雄勇军。元丰四

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懿，刘定部领之．澶州教习、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

见于崇政殿，召执政阅试，补三军，借以职御差使．建隆中，滑州置武捷军，

大名立宣武卫马监军。元狩元年，大名等府置马军广威、步军广捷．政和元年，

诏滑州屯禁军三千。盖悉天下兵力聚于澶、滑之间，故其兵制独备①．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康王赵构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有兵万人”②，分前、

后、左、中、右五军，此为南宋军队重新编制之始。赵构因不敢与金军正面交锋，渡河

进驻大名府，并令各地勤王军向大名府进发，这一时期大名府成为重要军队驻地。南宋

建炎年问兵祸连绵，实际上很难有较为固定的兵制和驻军，关于南宋大名府驻军情况将

在下文相关章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辽金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一辽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公元十世纪初，崛起于北方的契丹民族，迅速完成其对北方草原地区的统一，建立

起“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少数民

族国家政权。北宋政权建立后，宋辽问的矛盾斗争成为当时主要的时代特征。

自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后，中原地区失去沿长城、燕北一线抵御游

牧民族南侵的天然军事屏蔽，漫长的北部边防门户大开，辽国骑兵可以轻易通过宽广坦

荡的河北平原南下直取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的北宋都城开封。因此，北宋政权建立

伊始就对处于战略前沿的河北边防极为重视，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存亡安危的战略重地。

4(清)顾炎武：《天下郡困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2～133页。

4(宋)季心传：《建炎以求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二月壬戌。

嘻(元)脱脱等：《辽史》卷三七《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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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都开封，政治中心东移。辽朝如想通过幽州(今北京)加强与北宋开封之间

的使节往来，在驿路选择上如果仍沿袭传统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就要出开封城向西

行，经孟津北渡黄河，然后向东再折向北，这样就显得迂远叫。因此，多采用自开封府

经河北中部地区，直接向北通往幽州的南北道路，形成一条纵贯河北中部的宋辽驿路，

成为东京与辽南京之间最近通道。大名府为河北平原中部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是为

河北平原南北驿路交通枢纽。“惟是北门之重，正居中冀之冲。使传交驰”管，是宋辽驿

路必经之地，宋辽两国互派使节时均路经大名府，并由大名府守臣负责接待。而这一交

通要道也正是辽朝骑兵南下开封的最短途径。在河北众多城池中，大名府凭借有利地形，

成为扼守中原的门户，是北宋抵御辽朝进攻的军事前哨，也因此成为宋、辽双方重点争

夺的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辽军对宋作战，皇帝往往亲征，其军事部署一般如下：

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

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各路军马遇

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

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驭。及退亦然．⋯⋯

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

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

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

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

种养而已。．

辽军进入宋界以后兵分三路，先探查宋大郡驻军虚实，如可攻方按次第先后进兵。

辽军或聚或散，或分或合，或进或退，或守或攻，兵士受将领约束，将领受主帅节制，

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然而尽管“宋久失地利”氆，辽军“唯以敌宋为务。逾

三关，聚议北京，犹不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后，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

欤”@。辽军如果在未能攻克大名府的情况下，继续孤军深入北宋中原腹地，其归军后

。参见李孝聪：《公元十——十二世纪华北·’二原北部Ⅱ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J：海
人民⋯版社，1990年。．

。(朱)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m集编年笺注》卷三一，第964页。

铬(元)脱8兑等：《辽史》卷三Pq《兵卫：占l：》，第‘398～399页。

唾(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11j占下》，第433页。．

6(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他志下》，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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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很有可能会被大名府驻军切断，令辽军腹背受敌。因此辽军每到大名府，三路兵皆

聚集在一起，议定攻取策略，退兵时亦然。如果皇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少于十五万，

三路往还，仍然会于北京大名府。对辽朝而言，如能控制大名府对其南下中原将十分有

利，所以，辽三路大军才会在大名府议事，商议进攻策略。从辽军战略部署可看出其对

大名府军事地位的重视。另外，辽军南侵以掠夺财物为其军事目的之一，大名府经济繁

荣，又是御河军粮中转站，有丰富的粮食仓储。辽军如能攻克大名府，就可解决军粮后

勤供给问题，这也是辽军想攻克大名府的原因之一。

二金朝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宋金交战时，北宋依托黄河天险，在黄河沿岸以大名府、澶州、滑州为防御中心，

部署大量兵力，以迟滞金兵攻势。大名府控制黄河重要渡口，金兵如想渡过黄河，进逼

宋都开封，必须破此防线才能成行。然而北宋统治者却以“内侍梁方平统兵拒之，将领

失人’’回，致使“女真长驱犯黎阳，大名竟不能为藩篱之限，因而汴、洛沦胥，驯至九

州崩陷’’圆。金人得以从大名府魏县李固渡过黄河，直逼开封。金军南渡后，金军将领

斡离不日：“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固，足见金军对北宋大名府黄河国防线

军事地位之重视。

南宋建炎二年(1 128)金军攻克大名府后，大名府成为金朝统治辖区，金朝仍很重

视对大名府的军事建设。大名府在金朝“旧为散府，先黄统军司，天德二年罢，以其所

辖民户分隶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升为总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隶焉，兼漕河事”妙。

金朝鉴于大名府重要的国防军事地位，在宋金交战的形势下，设置大名府统军司，管理

河北地区军政之事，一直保留没有废除。又在大名府设置国防机构宣抚司，设使、副使

各一名，官阶同枢密院使，为正三品，大名府亦成为金朝国防要点。

金宣宗时，蒙古大军攻金都燕京，燕京告急，“大名守余崇义奏乞迁都”@，金朝大

臣聂希古对迁都地点有一段评论，他认为：“今河东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

山东有东平，河南有汴京、洛阳，陕西有永兴，此八处，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贫，迫

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计，永兴西迫夏，东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

(清)顾炎武：《天下郡固利病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3页．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鹱》卷一六《北直七》，第696页。

(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宋四京》，第230页。

(元)脱脱等：《会史》卷二六‘地理下·大名府路》，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t975年版，第627页。

(宋)字文懋日}；撰、崔文印校证：《人金固忐校证》卷二四《宣宗皇帝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

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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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①，聂希古站在金人立场上，从长远角度分析，认为大名府的军事地理位置最能保

证军事安全。金宣宗也曾驻跸大名府，“驾留大名府凡几月"国。金朝统治阶级对大名府

军事地位的重视，由此也能显现出来。

第三节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确立的影响因素

一大名府军事经济

自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河北路成为当时国防的重点，“屯兵马、益将帅，刍粟

之飞挽，金帛之委输，赡给赏赐，不可胜数。由是国之食货，匮于河朔矣’’⑦，军费供

应庞大。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虽处于相对和平局面，但北宋仍在河北屯兵备战，军队

数量常保持在二十万左右，军费开支仍然很大。宋仁宗皇祜年问，“缘河北军粮支用浩

瀚，每月约支五十万石，一年约支七百万石，或缓急添屯军马，所费转多"善。

“祖宗之法，(河北)塞下入粟，三司出茶、盐、香药、象牙、杂物称其值⋯⋯内

郡则转运司以常赋充”@，河北庞大的军费支出中，沿边州军的军费由中央支出一部分，

内地则由地方财政支出。具体的军需物资，大部分由河北地方财政供应。经济是制约军

事活动的最主要物质因素，河北经济活动受国防局势制约，财政一直为军队服务。

“河朔平地，膏腴千里川9，河北地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虽几经战火，仍保持

较高的经济生产能力。大名府是河北路政治、经济核心区，唐末藩镇割据时，魏博藩镇

即以“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战，处则饶，不窥天

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著称，凭借其雄厚的物

质基础，雄视一方，最为强大。至宋朝，北京大名府土地又有“席万盈之懿兆，冠千里

之上腴”逛的美誉，土地甚佳。

北宋政府为加强河北边防军粮供应，在河北地区实施屯田，利用河北沿边塘泊兴建

水田，一方面能作为御敌屏障，另一方面又能供应军粮。河北路境内塘泊分布广泛，除

4(宋)宇文懋唱撰、崔义印校证：《大企图，占投证》卷__-pq《宣宗皇帝上》，第326页。

4(宋)字文懋Ⅱf{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困志校iJE)》卷--IJq《宣宗宁帝．1：》，第332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躲k编》卷叫阴。成，I，二年二月癸亥，第932页。

“(尕)包拯撰、杨固宜饺注：《包拯集後注》卷二《请支拨汴河微纲往河北》，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24

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蠕长编》卷一七o，皇裱三年二月己亥，第4081页。

巷(采)李焘：《续资治通箍长编》卷七七．大中}#符五年正月，第6584页。
’

6(宋)词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pq，太和七年七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第7889页。

”佚名编：《宋人谓令炭》卷一五九鬈建北京德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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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塘泊外，“沧、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与北”回也均有“泊淀不毛”固之

地“不可胜数"回，均可用来开垦稻田。此外，黄河水患形成的淤土也是进行屯田生产

的有利因素。庆历八年(1048)，黄河自商胡埽决口，形成北流，黄河北流冲淤形成大

名府地区的淤田。“唯大河、滹沱河、漳水所淤，方为美团’’回，元丰五年朝廷一次即募

人租垦大名府至乾宁军一带淤田七千余顷@，大名府地区的淤田为军粮生产提供了有力

保障。其周围可依靠漳河、御河等河流灌溉，为北宋沿边国防提供了较多的物资保障，

维护了内地经济的正常发展。

做好战略储备是支持战争进行的重要保证，战略储备集中表现为后勤基地的建设，

以粮秣的积贮为中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

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大名府是北宋河北路重要的军粮储备之地，专设有

左藏库，熙宁三年(1070)重建之后，有库房一百一十七楹，“其聚人也广，其养兵也

众，金缯帛布之蓄，与夫每岁十七县常赋之入，海输而山委”o。熙宁七年(1074)，知

大名府韩绛言：“本路安抚司累岁封桩绸绢，或致陈腐”@，足见积储之多。熙宁八年

(1075)，又诏令“北京置仓贮粮，四百五十万石"@。元丰六年(1083)，又以“河朔

丰成，宜广收籴”@，在大名府建“东、西济胜二仓’’11，广聚粮储，依托御河水运之便，

为河北沿边战区提供充足的军粮。

此外，“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纳、布、丝、绵以供军须”12，大名府地区手工业以

纺织为主，主要生产“花绌、绵纳、平细”13，可以提供大量军需布帛。北宋在大名府

等大商业城市设置都商税院，专门征收商税，供应财政。“熙宁十一年以前天下诸州商

税岁额，北京五万贯以上”H，和西京洛阳一样。大名府经济带动河北经济发展，为河

北国防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宋)欧I；丌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六‘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朱)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六《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六《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南京：江苏古籍flj版社影印本，1999年版。

(清)徐松等辑：《朱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O，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汉)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四上》，第1130页。

(宋)强车：《栩部集》卷三三《重建左藏库记》，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瘁全书．奉，1986年版。

(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八。

(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o，熙宁八年二月己卯，第6343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1：三》，第4243页。

(元)脱脱等：《朱丈》卷一七五《食货．j：三》，第4243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31页。

(采)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北京》，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奉，2005年版，第7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征榷一·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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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名府牧监对军事地位确立的影响

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在火器装备尚不发达的战争条件下，骑兵在

平原地区一直是战争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在冷兵器时代，交战双方武器差别不大，但在

战斗力上，北方游牧民族却略占优势：一是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二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几乎全民皆兵，男子皆精于骑射。中原地区的军队则多以步兵为

主，既缺骑兵又不善骑射。因此，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虽比北方游牧政权强，但在独特

的作战环境和作战方式下，却往往处于劣势。宋朝与辽、金的战争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北宋骑兵常出现兵多马少，部分骑兵无马的情况。宋神宗时，就曾因“河北马军阙

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弓弩或枪刃”喱l。

“兵之所恃在马，而能蕃息之者，牧监也”孕，面对游牧民族强大的骑兵，宋朝始

置牧监养马，以加强骑兵建设。两宋时期陆续设置了一百一十五所牧监，其中存在时间

较长、影响较大的牧监除京师开封诸监外，还有大名府、广平、淇水、洛阳、原武、沙

苑、安阳、镇宁、安国等十六监。

牧监的设置除政治、军事因素外，自然因素也必须重视。西北适宜牧马的地区北宋

时多为周边政权所有，宋政府只能在陕西、河北、甘肃、山西及河南洛阳、开封等较为

适合牧马的区域设置马监。相较宋朝其它地区，河北气候凉爽，水草充足，较适宜马匹

饲养。河北地区南近京师，北临边防线，北宋前期出于经略幽燕的需要，“诸牧监多在

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沃”镪，成为北宋官方最大的牧马之地。

宋仁宗时，各地牧马监计有十九所，计有京西四监：洛阳监、管城(今河南省郑州

市)原武监、白马(今河北省滑县)灵昌监、许州单镇监；京东一监：郓州东平监；河

北十监：大名府大名三监、洛州广平二监、卫州淇水二监、安阳监、邢州安国监、渲州

镇宁监；陕西三监：同州沙苑二监、同州病马监；开封府一监：中牟淳泽监g。

大名府地区屯驻大量驻军，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北宋在大名府设置牧监，既能

很好的繁殖军马，又能在有战事时方便大名府驻军使用。宋仁宗时河北十处牧监中设在

的大名府就有三处，足见地位之重要。大名府三处马监均为孳生监：宋太宗太平兴国三

。(宋)李焘：《续资治通掺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庆寅，第6584页。

。(无)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第4942贝。

“(宋)ji：安石：‘二E临川全集》卷／，L／--《相度牧马所举薛向荆子》，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年版。

4(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pq～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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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78)，初次在大名府设置养马务，太平兴国五年(980)，将养马务改为牧龙坊。宋

真宗景德三年(1006)，分为二坊，同年七月又改为大名第一、二监，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1009)增设大名第三监，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废大名监。此外，在大名府所

属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东)设有元城马监，也为孳生监。元城马监，设置时间不详，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废元城牧监，宋哲宗元祜年间又在元城县恢复设置牧监。①

北宋前期牧监虽盛，但战马仍然匮乏，其关键在于管理不当，赏罚不行，致使官吏

不能恪尽职守，宋仁宗时，宋祁说：“今河北溜、卫、相、北京五监牧地，皆水草甘凉，

可以蕃息，但官非其人，不能尽法牧养，何者?马数虽增未之赏，马数虽耗未之罚"@。

有鉴于此，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加强对牧监的管理，国家专门设置了河南、河

北监牧司，“其官廨河北于大名府、河南于河中府”毡’，河北监牧司即设在大名府，以巩

固大名府牧监对军事的重要作用。

大名府地区官营畜牧业的兴衰是保障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

宋王朝的强弱密切相关。宋王朝控制大名府地区，并以强大的官营畜牧业为基础，就能

够同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相抗衡。大名府地区的牧监为宋朝提供了大量马匹，所组成的

骑兵队伍为北宋经略幽燕提供了军事保障。

三漕运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影响

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特点，决定了人粮马料是战争中消耗量很大的战略物资。漕运作

为运输粮草的重要方式，也因此成为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

且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分布各地的地方驻军、边境防线战事的防御和进攻，都以漕运为

物质后盾。宋朝时，因北方边境线上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的相继崛起，边防上始终

存在很大的威胁，宋朝军力大部分耗费在边防军事活动中，“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

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支撑着北方军事防御体系，为军队驻地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军需物资。北宋出于防范辽朝侵扰的需要，在河北地区屯驻十多万军队，粮食

消耗量很大，对于军队来说，有粮才有战斗力，“三军之事莫重于食矣。必士有含哺鼓

。大名府马监资料身乏源：(清)徐捡等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四，第7126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

八《兵十二》，第494l页：(宋)王应瞵：《玉海》卷一四九《马政》下，扬州：广陵书社排印本，2003年版，第

2734页。

每(宋)宋祁：‘景文集》卷二九《论复河北广平两脏澶郓两监》，台：It；-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年版。

国(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九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

第130页。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论京师储军事》，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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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之乐，而后有折冲御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战自溃矣”①，朝廷一直把筹备军粮当作

急务。但“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管，

因此军粮中有相当部分需要从内地或江淮地区调运。这样以御河为主干线的水运系统便

成为河北边防漕运的生命线，军事作用进一步加强。

“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国。北宋时的御河，

即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南段，流经今内黄、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德州、吴桥、

东光、沧州、青县等二十多个县，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

界河，在今河北青县北部的“独流口”处东流入海。御河南段河流在北宋河北路的流程

基本与隋唐时期一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

阻滞”呦。

自隋朝开永济渠以来，大名府一直是漕运沿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粮储中转站，是

运河沿线纲运转输要地。御河“穿北京城中”@，北宋大名府城有“上水关日善利，下

水关日永济"@，即御河穿越府城西北部的二水关。北宋时在大名府设立军资库，专设

监军资库一员负责管理。北宋御河漕运所运粮草主要是江南漕粮，还有来自渲、魏等州

的粮草。漕粮自江淮转运由汴河入黄河，运至黎阳仓(今河南浚县)或大名府马陵道口

下卸转入御河，再运至大名府城中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由大名府顺御河转入胡

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

岁运近百万斛。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判大名府文彦博言：

臣勘会前年自汴入黄河，运粳米二十二万五百余石，至北京下卸，止用钱
四千五百四十余贯，和雇车乘般至城中，临御河仓贮纳。若般一百万斛至北京，

只计陆脚钱一万五六千贯。若却要于御河装船，般赴沿边，无所不可，用力不

多，所费极少。。

熙宁十年(1077)，知制诰熊本言：

(ⅢJ)佚名撰、崔统华注译：《草庐经略滓译》卷三《粮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丸)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漕运》，第4256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几五《jITJ梁五》，第2353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儿五《ilI『渠五》，第2355负。

(元)脱脱等：《朱史》卷九五《河渠五》，第2355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105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4月，第6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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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勘会河北路州军自来赏给茶货等，以至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

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

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

由此可见，宋神宗熙宁年间通过御河在北京大名府转运粮草运往沿边地区既经济又

方便，因此有“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之说。大名府附近的马陵道口和黎阳仓两地，也

因居于黄河、御河漕运路线上的中转站位置而发展得非常繁华。

北宋时期，转运使以“计使”、“漕臣”的名义，派驻各地主持漕运等事务，“掌经

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

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除日常政务以外，转运粮草以及与御敌相关

的其它事务，都重于转运使在一般路分的职责。河北路虽几经分合，其转运使司治所一

直位于大名府。“(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以(田)锡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至

“(张悫)元祜六年登第，靖康初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权知大名府。康王

至大名，悫来迎，升延康殿学士，建炎初，召赴行在，同知枢密院”@可以为证。大名

府位于御河的南端，是南方物资运往河北的物资集散地，其枢纽地位是河北其它州军无

法比拟的。大名府所据地理位置兼有南北交通枢纽和与辽交往必经之途的北方军事重镇

的双重意义，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皆十分突出，到北宋末，其通管河北东西

两路转运司的作用一直未变。

宋朝大名府作为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军事地理

位置，在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其本身原有的军事地位逐渐得到进一步巩固

和加强，确立了有宋一代，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Jk--，熙宁十年五月庚午，第6912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Jt．-二<河渠二》，第2289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64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臻长编》卷I『【jopq，冗褊一二年八月癸来，第9833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整长编》卷二二二，太平兴周六年九月王寅，第495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七，台北：大化书局点校奉，1979年版，第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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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宋辽战争与大名府军事地位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政治、军事重，山自关中东移，大名府地区逐渐成为权力中心区

域，在北中国多次战争和政潮更迭的影响下，大名府所占的枢纽地位日益显著。北宋初，

经过十六年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而此时北方的辽国也正处于兴盛期，地广兵强，不断向

中原地区扩展，宋辽间的争夺战己不可避免。

第一节澶渊之盟前的大名府军事地位

一、宋初大名府防线

(一)大名府防线形成的军事背景

契丹民族兴起于晚唐时期，五代时转强。公元936年，辽助后唐叛将石敬瑭建立后

晋，并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的统治权。“盖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

中国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后，山险皆为虏所有，而N--IP,尽在平地，无险可

守”①。辽朝得到这一地区后，控制了西起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东达渤海之滨的南北

交通要道，直面南部的华北平原。辽朝进一步将占领地向南扩展到雁门山、滹沱河一线，

在幽州西北的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星淖)屯驻大量兵力。此军事部署形成后，

辽军如果进攻，即可从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等长城口进入河北平原直冲河、洛；退

守，又能从燕云十六州出兵应援，地理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辽军凭借这

～优势，以燕云十六州为进攻黄河流域的军事基地，经常纵骑兵掠夺河北地区，给中原

王朝带来很大威胁。

唐末五代时大名府所属的魏博藩镇已是军事重地，辽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魏博成

为南北战争辐辏中心，契丹与魏博间就已战事不断。北宋统一中原后，宋辽问围绕燕云

十六州地区的争夺战随之展开。大名府是开封、洛阳～带的安全屏障，在南北战争中首

当其冲，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是战争双方力量对抗的关键地区，也因此成为河北国防要

地，在有效防御辽军进攻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加强大名府地区的军事防御也

成为宋辽战争中的关键。

(宋)程人只：《北边备对》，收入李勇先主编：《宋无地理史$．：l-fE编》第二册，成都：删川人学：l：版社，2007年

版，第398～399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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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大名府与宋军北伐军事部署

历史上遗留的领土纠纷和北汉问题，造成宋辽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辽朝在辽太宗

死后出现中衰，继任的世宗在位很短，而后来的穆宗又不理朝政，造成内政不稳，北宋

建立初却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开宝二年(969)

及九年(976)，宋太祖两次进攻北汉，均因辽军援助北汉而未能成功。由于这个缘故，

北宋内部开始产生对辽朝军事实力的过高估计，并产生了一定的惧辽心理。因而，在这

一思想倾向的指导下北宋逐步确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思想。至太平兴国四年(979)，

宋太宗亲征北汉胜利后，始北伐辽，而此时辽朝在辽景宗治理下，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

生息，社会经济逐步好转，政治、军事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北宋的劲敌。北宋与

辽的军事对抗逐渐趋于弱势，北宋军事战略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守，也正因为这一转变，

大名府所处的军事防御位置才变得更为重要。

北宋与辽军事对抗过程中，宋太宗的战略目标只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统一国家，却

并没有消灭辽国的打算。“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

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是有限度的战争。北宋初在两次北伐辽的军事部署过程

中，大名府作为宋军后方军事基地的作用就已显现。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灭北汉后，

第一次大举攻辽。宋太宗出征河东之前，“先遣常参官分督诸州军储赴太原”@，并“诏

发曹、单、滑i潍、滨、淄、青、郓、同、耀、华等州，京兆、河南、大名府军储赴太

原”@，北宋初大名府已是宋军粮储备地之一。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为洗刷高粱河兵败之耻，欲乘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

之时进行第二次北伐。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加给事中李至上疏日：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务万全。幽州为敌右臂，王师所向，

彼必拒张，攻城数万，兵食倍之。今日边庾未充，况范阳之傍，坦无陵阜，去

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必资机石，倘有未备，愿且缮完，蓄威养锐，

观衅以伐谋，更纵弥年，亦未为晚。。

李至认为，辽军必然会全力据守幽州，而幽州地势平坦，城池坚固，如果宋军没有

坚兵利器，难以攻克，因此不主张再次发动对辽战争。但李至同时也看出宋太宗北伐的

‘5
(宋)李焘：《续资治通签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f}．一月甲寅，第557页。

味(宋)季焘：《续资治通筘长编》卷--0，太平兴伺pq年正月丁亥，第443页。

画(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太sl，兴图四年正月癸卯，第444页。

皤(元)脱脱等：《宋史》卷_二六六《李至传》，第9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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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因此又献伐辽之策：

必若圣心独断，在于必行，则京师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庙，不离京国，

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銮辂，

扬言自将，以壮军威，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契丹之虞，

南有中原之虑。．

李至指出宋太宗只需驻跸河朔重镇大名府，指挥战局，以壮军威，就能达到克敌制

胜的目的。从李至的言论中也可看出宋初统治阶级在制订军事部署时，就己充分考虑到

大名府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大名府国防线逐步形成。

2、宋辽战争特点

宋辽战争带有浓厚的季节性，辽军“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固，雨季所

引起的道路泥泞是辽国骑兵的大敌。而宋军作战也受季节影响，“会天大寒，我师不能

彀弓弩”@，宋军对抗辽骑兵的有利武器弩，在严寒季节难于张开。因此双方军事行动

因季节因素带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也可据此作出相应军事部署。

辽朝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辽军每J下军一名，马三匹，从征时兵士要自备兵器

装具，并且“人马不给粮草，同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铷，是典型的以战养战之

军，“及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盛矣”@。辽军“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

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犷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冲酪，挽强射生，

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静。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具有高度

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宋琪针对辽朝骑兵这些作战特点，提出宋军的应对措施，认为：

中原所长，秋夏霖霪，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枪突剑弩，兵胜也；

财丰士众，力强也。乘时互用，较然可知．

王师备边破敌之计，每秋冬时，河朔州军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勿辄侵渔，

令彼寻戈，其词无措。或戎马既肥，长驱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云翳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李夸传》，第9l 76页。

(元)脱脱等：《辽史》卷--V4《兵’I!忠J：》，第398页。

(朱)李焘：《续资治通鉴K编》卷二七，雍熙三年f‘二二月乙未，第625页。

(元)脱脱等：《辽史》卷三IJq《兵。IJ志f：》，第397页。
’

(冗)脱脱等：《辽史》卷：--Vtl《兵‘】!忠．1：》，第395页。

(元)脱脱等：《辽史》卷五九《食货忠》，第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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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朔雪迷空，鞍马相持，毡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劳。．

宋军可避开辽军进攻的有利时机，在兵力部署方面，宋军可以：

令骑士并屯于天雄军、贝磁相州以来，若分在边城，缓急难于会合；近边

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万卒，小者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彼

以全国之兵，此以一郡之众，虽勇懦之有殊，虑众寡之不敌也。国家别命大将，

．总统前军，以遏侵轶。．

宋琪主张宋军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断绝辽军粮草来源，以守代攻。宋军“只于天

雄军、邢沼贝州以来，设掎戎之备，俟其阳春启候，虏计既穷，新草未生，陈菱已朽，

蕃马无力，疲寇思归，逼而逐之，必自奔北"@，根据宋辽战争季节性特点，坚守大名

府、邢州、沼州(今河北永年)、贝州一线，以逸待劳，等辽军进攻最佳时机一过，即

可大举反攻。

宋辽步骑对抗之战，辽军以骑兵突击进攻，宋军采用坚固城池和步兵方阵进行对抗。

这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从战术上说骑兵有明显优势，首先，大队骑兵向前的冲击力能

给予步兵方阵巨大的压力，如果骑兵袭击的是步兵方阵的侧面或背面时冲击力更大。其

次，在冷兵器时代，弓弩是战争中的主要射杀武器。骑兵快速的流动性可以减少部队被

击中的概率，并能争取到有效射杀对手的机会。最后，骑兵的机动、灵活性，能够快速

集结兵力及时转移攻击重点，对步兵方阵的后方实施切断和包围，充分利用骑兵的战斗

力，使战斗不止局限在步兵方阵的正前方，而是全方位的。

针对骑兵作战特点，北宋在军队中配备一定数量的骑兵的同时，还在军队中配备对

抗骑兵的兵器兵种，如拒马、弩手等。宋军步兵方阵为有效防范骑兵进攻，加强弓弩等

射程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以减轻正面作战的压力。并在方阵四周配置骑兵，与阵内步

兵协同作战。并将步兵兵力作纵深分配，分为不同梯次，前后呼应，互为应援，不致陷

入四面受敌的不利地步。因此辽朝骑兵仅靠单纯的冲锋也是不能轻易击溃宋军的，还要

考虑如何调动及分割对手的兵力。

(二)大名府防线形成

辽朝对国境线以南地区的战争攻略有三层战略纵深：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朋《宋琪传》，第9126～9127页。

盘(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二六网《未琪传》，第9127顷。

西(元)脱脱等：《束史》卷二六四《宋琪传》，第9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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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最内层为燕云十六州地区。这一地区是辽军经常出入的地方，是其南下的军事

基地。

2、第二层战略纵深，包括北宋镇州、定州、河东路和大名府等城镇，这些地区基

本都是北宋重要军事性城市，如果辽军能控制这些地区，建立战略缓冲区，对进军黄河

以南地区会有很大帮助。

3、第三层战略纵深，远及黄河南岸的北宋都城开封府，但辽军很难到达这一地区。

北宋方面，面对辽军的凌厉攻势，宋军精锐部队在两次失败的北伐战争中损失大半，

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守。在作战形式上则尽可能利用险要地形如山地、江河等限制辽国骑

兵的行动，在平原开阔地区则构筑城堡进行防守。而辽军总是避开险要地形，选择平原

开阔地带发动进攻，这使得城池攻防战的重要地位急速上升。针对辽朝三层军事纵深，

北宋在河北设立的三道国防线开始形成。

1、河北抗辽第一道国防线，自雄、易--,)11向南，直至镇(今河北正定)、定二州之

间的纵深区域。以镇、定两州为核心，常驻重兵于此，并在河北沿边，西起保州(今河

北省保定市)西北，东至泥姑海口一线，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并设置堡寨，以防范

辽朝骑兵南侵，实行消极防御，“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

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由。

2、东面以滹沱河为第二道国防线，以瀛(今河北河间)、沧、冀(今河北冀州)、

贝(今河北清河)、邢诸州，向西至河东路潞(今山西长治)、晋(今山西临汾)--,j-11为

控制中间防线的军事要点，用以加强最后一道黄河防线的抵抗力。

3、北宋抵御辽金入侵的最后一道国防线，即为大名府黄河防线。北宋定都开封，

又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故这道国防线犹为重要。在此国防线上，以“北门锁钥”大名

府及澶州、滑州为防御指挥中心，以濮、郓(今山东东平)、德、棣(今山东惠民)、齐

(今山东济南)等州为战略要点，屯驻重兵防守，控制此防线，以拱卫京师安全。

“河朔之地，西接太行，北距蜚狐，东窥齐鲁，南阻河为险。自古称重镇，盖其形

胜隐然四境之外，固不区区在疆域间也”眢。大名府军事地理位置特殊，控制黄河渡1：3，

是黄河防线上重要的军事基地。“夫守险非难，用险为难。用有形之险非难，用无形之

1
(宋)车焘：《续资治通坯长编》卷一五三，庆历pq年十二月乙卯，第3729页。

癌(清)顾炎武：《天下榔国利痫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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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为难’’①，大名府军事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全局安危。大名府国防线的形成，固然是

由北宋“守内虚外"、消极抵抗的国防政策决定的，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仍是北宋统治

阶级在对大名府重要军事地位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正确判断。

二澶渊之盟与大名府防线

(一)澶渊之盟前涉及大名府的战争形势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灭北汉，欲乘胜袭取幽州，以恢复燕云之地。宋

太宗欲采用奇袭战术，自雄、易二州，集中优势兵力袭取幽州地区。但宋军未经休整即

疾趋幽州，对幽州城防力量估计不足，而辽将耶律学古据守幽州，固守待援，辽遣耶律

休哥领兵驰援，运用两翼包抄的战法，发挥骑兵优势，大挫宋军于高粱河地区。宋辽两

国潜在爆发战争的危险，至此升级为全面战争。

．雍熙三年(986)，宋军兵分三路再次北伐，然而宋军错误的判断了敌情，在准备不

够充分，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轻率地发动了战争，其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辽圣宗

与萧太后亲率大军，有效设伏并截断宋军粮道，辽军攻击猛烈，进逼迅速。北宋三路大

军由于在战略上不能有效协同，缺乏与大规模骑兵作战的经验，加之宋军不切实际的企

图以迂回的方法阻断辽军，临阵却不能成功制定出在平原地区有效对付辽朝骑兵的战

法，结果又遭到歧沟关之战重大挫败。

北宋两次大举攻辽之间，辽亦九次南侵。辽南面国防，以南京(今北京市)、西京

(今山西省大同市)为支柱，每次南侵以南京兵力为主攻，西京兵力为辅。北宋河北边

防线自白沟河以东直至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不适合辽骑兵进出，宋军在此基础上经营

塘泊，构成一道天然防线。河东代州有雁门关天险，又受太行、吕梁山脉的屏蔽，易守

难攻。辽军从左右都不容易进攻，因此攻势多从中央地段发起，趁隙南下，然后分兵三

路，自祁(今河北安国)、瀛等州深入沧、冀、贝等州，进逼黄河沿岸大名府战区，以

威胁宋都开封，逼使宋河北各国防要点形成孤弱之势，不能积极主动出击。

l、宋太宗朝战事

辽军第一次南侵，大败于满城，辽主不甘失败，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戎主

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高阳关"②。十一月宋太宗亲征，“驻跸于大名府”④，进

晴(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7页。

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第102页。

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戊午，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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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战役部署。“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①。宋太宗在大名府赋诗

以示群臣：“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②。自此，宋帝亲征河北常驻跸大名府，

大名府做为宋朝陪都的历史地位开始确立。

宋辽间几经战事，辽朝自取得歧沟关之役胜利后，在战争中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

位，士气大为高涨。辽朝统治集团在重新评估对手实力后，及时调整了对宋战略，放弃

此前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部署，而改为积极南攻的战略方针。自此，辽军不断发动对宋战

争。雍熙三年(986)十一月，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攻河北，同时用偏师向河东发

动进攻。辽军大将耶律休哥率军先在望都大败宋军，进屯滹沱河，而后数万辽军渡河进

攻瀛州，与宋军刘廷让部在君子馆(今河北省河间市北)展开激战，结果宋军惨败，“死

者数万人”锄。北宋军队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斗志大受挫伤，“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掣。

辽军则从此敢于长驱直入，经常深入河北腹地。雍熙四年(987)正月，辽军继续乘胜

进攻河北南部地区，纵兵抢掠，攻克深(今河北省深县)、祁(今河北省安国)等州。

君子馆之战，辽军本欲进军深入大名府以南地区，辽主召集众将谋议，“将士以魏

城无各，皆言可攻。(耶律)善补日：‘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贪俘掠，

势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镇，各出援兵，内有重敌，何以当之?’"@因辽军作战没有后勤

供给，靠从占领区掠夺财物和粮食维持军需，耶律善补从辽军作战特点出发，认为大名

府不易攻取，即使攻取以后辽军因忙于掠夺战利品，又会忽视北宋其它地区对大名府的

救援，使辽军陷入不利境地。大名府方面因“契丹扰镇阳，候骑至冀州，去魏二百余旱，

邻境戒严，城中大恐”@，遇到紧急军情后“受诏增浚城隍”。，做好了战略部署。辽军

知城中有备，又恐孤军深入遇到大名府驻军强势攻击，因而未敢轻易进兵，打消进攻大

名府的意图，纵掠河朔而去。大名府战区以本身雄厚的军事实力成功的将辽军阻挡在黄

河以北，使辽军不能继续深入中原腹地。

2、宋真宗朝战事
。

成平二年(999)，辽以宋真宗新立，宋夏边境多事，而蜀乱未已，乘势连续大举南

(宋)叶梦得：《石栉燕语》卷七，第103页。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第103页。

(死)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第9003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九《刘辽．止传》，第9003页。

(冗)脱脱等：《辽史》卷八pq《耶律善补传》，第1310页。

(兀)脱脱等：《宋史》卷二五o《-Ii承衍传》，第8817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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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九月，辽主诏谕诸道，集兵南伐。宋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守将傅潜拥兵八万不敢

迎敌，致使辽军前锋南至邢(今河北邢台)、溜(今河北永年)等地。

十一月，因河北边境战事不断，宋真宗下诏亲征，暂幸河北。十二月，真宗发京师，

“次大名府，上御铠甲于中军，枢密使王显、副使宋浞分押后阵，横互数十里"国。宋

真宗循宋太宗时亲征之事，也选择驻跸大名府。大名府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角度

都可称强盛。驻跸大名府，即可鼓舞士气，同时又能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宋太宗、

宋真宗都选择驻跸于此。

宋真宗驻跸大名府后，“登大名之子城南门楼，问知府事刘知信日：‘城中居民几

何?’知信对日：‘主客合数万家。’上顾谓辅臣日：‘河朔藩镇，兹为都会矣埘国，足

见大名府在真宗朝就已成为人口数万、政治、经济强盛的北方军事重镇。

宋真宗在大名府进退维谷，屡督傅潜出兵，傅潜才命范廷召率步骑一万迎击辽军。

辽军得知宋真宗亲征驻跸大名府，“终不敢萌心南牧"@，以数千骑自德(今山东德州)、

棣(今山东惠民)二州渡河，抢掠淄(今山东淄川)、齐(今山东济南)等州而去，致

使“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践一空"呦。

战后，北宋为加强大名府城防抵抗能力，“以边境未宁，议修天雄军城垒’’@，同时

又“诏徙北面都部署兵屯天雄军及邢、沼州，其威虏军兵屯顺安军、莫州，北平寨兵屯

定州，宁边军兵屯平虏城、深州，镇、定两路兵屯邢、沼、磁、相州，蕃入寇则会而前

进”@，增加大名府地区驻军。“仍命石保吉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o，由石保吉统

领重兵驻扎在天雄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并在战略部署中注意到大名府与其它城池之间

的战略配合。北宋实施以城池为核心的防御战略后，河北和河东地区的城防体系建设已

经初见成效，在抗击辽军的几次重大入侵行动中都取得了良好战绩。

3、澶渊之盟前的战争形势

景德元年(1004)三月，宋威虏军主将魏能“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阴山，斩级、

获戎器甚众”@。当年九月，辽圣宗和萧太后再次亲征，魏能又“败其前锋，斩偏将，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pq五，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第97l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黪长编》卷pq五，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第971页。

(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l兀j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了，第976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链长编》卷pq五，成f二年十二月丙子，第979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阴六，成平三年三月戊寅，第99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成平六年九月癸亥，第1214页。

(元)脱脱等：《朱史》卷三二二叫《石普传》，第10473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三月乙酉，第1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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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印及旗鼓、辎重"回，这两次战役的失败对辽震动很大。北宋方面，遂城、瀛州之战

连续失利，“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掠河朔而去"@，望都之战王继忠被擒。宋

辽双方围绕收复和保卫燕云十六州为直接目的的战争，持续二十余年，双方每进～步都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宋辽双方军事斗争互有胜负的客观形势，使息兵罢战逐渐成为双方

都能接受的选择，以战取胜的心态逐渐向罢战言和方向转化。

当此之时，北宋望都降将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学，斡旋于宋辽两国之间。宋

真宗授“(曹)利用嗣门祗侯，假充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锄，与辽朝商议议和之事。

辽朝统治者凭借在军事上掌握的主动权，抓住宋真宗急于求和的心理，企图得到更

多的实际利益，提出索回“关南失地”的要求。一方面不率先派遣议和使者，另一方面，

则继续调兵遣将，对北宋旌加军事压力。连续败宋军于祁州、深州等地，扰乱北宋河北

国防，为继续南下搜集军事情报。

北宋方面“累得边奏，契丹己谋南侵”固。在侦知辽将大举南侵的情况下，寇准提

出“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地以备之”@的主张。宋真宗开始进行军事部署，

并与辅臣商议亲征。同时令河北以外诸道军队齐集河北，以便厚实兵力，拒御辽军。大

名府方面，命永清军节度使周莹代王显为天雄军都部署、知军府事。北面都部署王超等

引军屯驻唐河，以备决战。

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与萧太后大举南伐，采用避实击虚战术，实行深入

之计，自定州东部突破宋唐河防线，辽二十万大军进驻阳城淀(今河北省望都东南)，

而后兵分三路南趋瀛、祁二州，欲乘机直下北宋贝州、冀州、大名府等地。

}．-J：IE；边境告急文书，一同五至，宋廷大骇。“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

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毋，而寇准力持亲征，真宗乃止迁都之意，

决定亲征。因“(王)钦若多智”@，“(寇)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图所以去之"

恸，时值宋真宗以大名府为军事重地，欲选用可以信赖的重臣守卫，“准因言钦若可任，

!
(朱)李焘：《续资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5页。

名(元)脱脱等：《宋史》卷pq明一‘文苑三》。第13060页。

4(求)李焘：《续资治通鉴K编》卷五七，景德冗年九月癸酉，第1268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臻长编》卷五八，景德无年十月乙巳，第1279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嚣长编》卷五七，景恁几年八月丁西，第1256页。

睁(宋)李焘：《续资治通咎K编》卷五七，景德几年八月已未，第125l～1252页。
。

(宋)李焘：《续资治通紫k编》卷五七，最德元年九月癸西，第126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豁K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西，第1267页。

4(宋)季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无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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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若亦自请行"回，寇准借宋真宗欲择重臣镇守京师锁钥大名府之机，举荐王钦若，既

为大名府委派了重臣，又消除了宋真宗亲征澶州的阻碍力量。宋真宗“以(王)钦若判

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周莹同议守御"圆，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

为驾前东面贝冀路都部署，⋯⋯西上陶门使孙全照为钤辖”锄。孙全照“知兵，以严毅

整众"④，宋真宗“召全照与语，命兼天雄军及贝、冀等州钤辖，仍令察视北面机事。

全照言，若敌南逼魏城，但得骑兵千百，必能设奇取胜。上赏其忠果，足张兵威，乃诏

都部署周莹若全照欲击敌，即分兵给之"@。

十月，辽军攻瀛州不克，乃转兵向南。宋军得知“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

万。⋯⋯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宋真宗为守护大名府防线，诏令各路兵马及澶

州戍卒，会合于大名府，准备在此与辽进行决战。适逢此时辽朝“东京留守萧排押获宋

魏府官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等，以献"⑦，于是辽师进逼大名府。

在辽军逼近大名府的同时，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自东京向澶州

迸发。因大名府为宋辽驿路必经之地，北宋议和使曹利用也在此时抵达大名府。在辽军

不断进攻的情况下，北宋许多将领对辽方的和谈诚意有所怀疑。“曹利用至天雄，孙全

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因此曹利用留在大名府未敢继续前行。

辽军转战千里，屡次顿兵于坚城之下，士气大挫。辽主“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

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宋真宗“以手诏促利用往，并付继忠使告契

丹，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十一月末，宋使曹利用自大名府赴辽朝军中，与辽圣宗、

萧太后商议和谈之事。

(二)大名府防御战对澶渊之盟的影响

l、澶渊之盟前的大名府防御战

宋军两次北伐失利后，又遭陈家谷、君子馆等战役的重创，不但未能收复燕云地区，

反而损失了大量兵员和物资，士气开始低落，严重影响宋军战斗力。而辽军选择宋军新

(宋)李焘：《续资治通豁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兀年九月癸酉，第126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_丙予，第1269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三《孙全照传》，第8874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苍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丙子，第1269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1280页。

(元)脱脱等：《辽史》卷一叫《圣宗纪五》，第160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次午，第1283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条德九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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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之际，在主要进攻方向上集结兵力，欲迫使宋军接受会战。宋军在战略上不得不从主

动进攻转向防御，辽朝自此屡次南侵，使宋军疲于防御，最终引出澶渊之役。

北宋在河北路部署纵深防御，以“王钦若镇魏府，有兵十万"锄，大名府驻军在数

量上是可观的，但王钦若到大名府后，却因“戎虏满野，无以为计”o，而“屯塞四门，

终日危坐"@。辽军南侵时，孙全照提出正确的抗敌主张：

天雄军闻寇将至，阖城惶遽。王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孙全照日：

“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既

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命全照。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日：“不可．参政主

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南北相拒二十里，请覆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

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

在辽军到达之前，大名府城防部署妥当，以骁勇善战的孙全照守北门，主帅王钦若

居中央府署指挥战局。战争的需求也促进和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宋朝军事工业组织

严密，兵器质量和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用来抵御骑兵的抛射兵器除弓箭外，主要还有

弩和抛石机。弩分为人力踏张的踏张弩和绳轴绞张的床弩两种类型。踏张弩分为朱漆弩、

黄桦弩、木弩等。射程兵器，特别是强弩，是宋军用以倚仗对抗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

大名府守将孙全照就以用弩手驰名，“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

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辽军进攻大名府时，孙全照率军使用朱漆弩守城，

“大开：ll：f-]，下钓桥以待之”姆，辽军“素畏其名，莫敢近：tLf-]者”o，面对孙全照组织

的强弩手，不敢轻易进攻，“乃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东门趋故城”哟。

辽军出兵“多伏兵，断粮道”劬，因此，在用骑兵正面突击进攻大名府未果后，开

始采用迂回、设伏之计。晚间，辽军“复自故城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王钦

若见辽军撤退，立功心切，“遣将率精兵追击”¨，辽军“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孙伞照守魏府》，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舨，第130页。

4丁傅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第212页。

蕾丁傅站辑：《宋人较事汇编》卷五，第212页。

霉(宋)季焘：《续资治通咎长编》卷五八，景德死年十一月庞午，第1284页。

喜(宋)李焘：《续资治通咎长编》卷五八，景德冗年十一月王申，第1284页。

峰(宋)李焘：《续资治通哆K编》卷五八。景德九年||_一月工申，第1284页。

o(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乇申，第1284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死年十一门壬申，第1284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苍长编》．卷二二七，雍熙三年备正门戊寅，第606页。

粤(来)李焘：《续资治通巷长编》卷五八，景德厄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王申，第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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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陷入辽军埋伏。孙全照意识到战局已到千钧一发之际，“请于钦若日：‘若亡此兵，

是亡天雄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其伏兵略尽，天

雄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回，在孙全照的救援下，大名府驻军虽损失大半，但辽军耗

费大量时间和兵力终未能攻破大名府。

面对辽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宋军一贯采用以步制骑的防御方法，在消极防御的战

略影响下，宋军比较擅长守城战。而与北宋对抗的辽军却不善攻城，除了能击破一些兵

力少、守备弱的小城池外，对守备较强的城市，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大名府有重兵把守，

又经过之前几次大规模修筑城防，城墙由低薄到高厚，由单城到重城，城制逐渐趋于完

备。高城深池成为大名府军事上坚固防线，在此次会战中发挥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步骑对抗时，辽骑兵没有后方补给线的顾虑，宋军却经常面临被辽军切断粮道和水

源的危险。辽军骑兵亦可趁此深入掳掠，扰乱中原腹地，甚至威胁宋朝都城。相反，如

果宋军后方安全，甚至获得截断辽军退路的机会，宋军就会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宋军

分兵守城的战略固然是消极的，但各个城池之间可互相驰援，辽军无法长驱深入，只能

实行沿边抄掠。大名府的坚守使辽军在北宋三道国防线上受阻，减缓了向中原挺进的速

度，迫使其避实就虚，千里跃进，寻找宋军主力决战。辽军在不能夺取河北军事重镇的

情况下悬军南下，有陷入宋军南北合围的危险，已失战略上的胜机。大名府防线发挥的

军事作用为最后签订和约创造了有利条件。

2、澶渊之盟的签订

在辽军纵掠河北时，宋真宗已诏令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北)守将，“如戎寇

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仍令驾前排阵使分兵应接。以其介澶、魏之间，

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宋军认为坚守军事实力较弱的德清军并非易事，因此才下

令无须固守。辽军在数攻大名府不克后，遂南趋攻破德清军，“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

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并死之”④。

辽军攻克德清军后，抵达澶'J'I'I：tL城。宋真宗亲临澶9、I'IJL城督战，宋军士气大增，而

辽军经过长时间行军作战，已成疲惫之师，在澶州城北遭到宋军的有力反击，其先锋大

将萧挞览又中宋军伏弩身亡，辽军军威受到重创，士气更加低落。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喜(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露(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第1280～1281页．

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j己年十一月壬申，第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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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和谈中的许多阻力。辽军前有宋军的有力抵抗，后有孤军深入中原、补给困难和

退路被切断的危险。辽统治者意识到继续进攻已很难获得大的进展，只有通过议和才能

攫取必要的经济利益。而宋朝统治阶级长期惧辽，缺乏与辽军决战和打持久战的信心，

也希望趁此机会和谈，缓和北部边防压力。于是宋、辽双方始停战议和，经多次蹉商，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双方正式达成了息兵休战的决议，北宋向辽“岁输银十万两，

绢二十万匹"∞，签订“渲渊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息战凡百余年，直至宋徽宗时才又起战事。和平局面有利于

双方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澶渊之盟签订过程中，北宋大名府战略要

点始终屹立不动，给辽军后方以很大的军事压力，山西及河南各路援军陆续赶赴澶州，

而镇、瀛、沧、冀、贝等州，亦都坚守，北宋战略形势大有可为，因此J．能较为顺利的

签订盟约。

第二节澶渊之盟后大名府军事地位提升

一创建北京及其原因分析

(一)创建背景

自战国始，北方及西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就已成为中原政权的威胁。自周初开始，中

原政权就将燕山山脉、恒山山脉、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沿黄河、洮河一线，视

为中原民族的国防生命线。辽天显十一年(936)，辽从后唐叛将石敬瑭手中割取燕云十

六州后中原政权顿失天险。应历九年(959)，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伐契丹，收复瀛、莫(今

河北任丘)二州和瓦桥(今河北雄县旧南关)、益津(今河北霸州)、淤口(今河北霸县

东信安镇)三关，改瓦桥关为雄州，改益津关为霸州。

北宋代周后，称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以南地区为关南。关南地区是辽军南下必

经之地，自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区后，辽朝一直打算收回，宋辽之间形成双重领土纠纷，

双方都认为丧失了国土，关南地区多次成为宋辽两固冲突的起因。

“漓渊之盟”议和时，宋以岁币换得关南地区领土纠纷的暂时解决，’议定“所有两

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②。辽朝以夺回关南地区为要挟，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更

多经济利益。而北宋用岁币换和平，也为辽再次提出“关南地之议”埋下隐患。

1(元)脱脱等：《辽史》卷--lJ4《圣宗五》，第160页。

。(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几年l‘-FJ辛j王，第1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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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宋夏之间战事频仍，西夏与辽常联合起来共同

向北宋施压。辽朝趁宋夏战争之时，重提“关南地之议"，一方面为了缓解西夏的军事

压力，另一方面，辽国也企图坐收渔翁之利。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以刘六符为

使臣，欲索回关南地区，“先是，西兵久不决，六符以中国为怯且厌兵，因教其主聚兵

幽、涿，声言欲入寇"①，刘六符抓住宋朝厌兵心理，聚兵幽、涿，以军事相威胁。并

以宋太宗时曾“举无名之师，直抵燕蓟"②为理由，索要关南地。北宋朝廷一时不知如

何回答，翰林学士王拱辰认为：“河东之役，本诛僭伪，契丹遣使行在致诚款，已而寇

石岭关，潜假兵以援贼。太宗怒其反复，既平继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谓之无名’’@，

北宋遂任命富弼为使臣与辽朝交涉，以“既交石岭之锋，遂举蓟门之役"@为由反驳辽

朝。此次，关南地之争最终以宋辽和议，宋向辽增纳帛币而告终。

在此次“契丹谋聚兵幽蓟，遣使致书求关南地"@之时，北宋统治者已意识到“契

丹潜与昊贼相结，将必渝盟’’@，对辽朝的军事防范仍不能松懈，于是“诏刮付河北安

抚司，密修边备”⑦，于“真定府、定州、天雄军、澶州各备兵马十万人刍粮二年，及

器甲五万副”@，作为抵御辽军之用。面对新的军事形势，北宋政府决议升大名府为北

京，以加强其军事防御能力。

(二)北京大名府的建立

“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勘，北宋定都开封府“常有戎马在郊之

忧”@。因此，针对开封府存在这种防御上的不利因素，宋朝不少大臣提出了许多补救

措施，如范仲淹在景祜三年(1036)，建议修缮西京，“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

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与此固守开封不同，吕夷简则主张：“契丹

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已巳，第3230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庚辰，第3235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罄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pq月庚辰，第3235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删月庚辰，第3235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第3220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糁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第3220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豁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第3220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乙未，第3225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o，端拱二年眷正月癸巳，第667页。

(宋)叶适：《水心集》卷四《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pq库全书奉，1986年版。

(宋)范仲淹撰、李勇先点故：《范仲淹全集》卷二0《论两京事宜削子》，成都：四川人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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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于是双方在迁都洛阳还是建都大名上各持一词，

长期争论不休。范仲淹陈述其理由说：

河朔地平，去边千里，敌骑豪健，昼夜兼驰，不数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舆一

动，千乘万骑，非数日可办，仓卒之间，敌骑已近，欲进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

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战，闻寇大至，群情忧恐，陛下又引忧恐之师，进涉危

地，或有惊溃，在爪牙之臣，谁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尽平，绝无险扼

之地，傥乘舆安然到彼，而敌人旁过，直趋河南，于澶渊四向乘冻而渡，京师无备，

将何以支?宗庙、社稷、宫禁、府库，皇宗，戚里之属，千官百辟之家，六军万民

血属尽在，无金城汤池可保，无坚甲利兵可御，陛下行在河朔，心在京师，岂无回

顾之大忧乎?此未可三也。。

范仲淹认为建都北京，只“可张虚声耳，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

@。如果不能迁都洛阳，就需马上加强京城防务。主张建都大名府的吕夷简则认为加强

京城防务是“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

在燕云十六州丢失的情况下，河北边防压力倍增。大名府是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

掌控着黄河以北的大片疆土，是守卫宋都的北大门。坚守住大名府，就等于堵塞了敌军

南渡黄河的通道。宋廷鉴于大名府重要的军事地位，为确保河北军权的集中，并在河北

建立军事指挥和防御中枢，以与辽朝南京相对应，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采纳吕夷

简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任以重臣，号令全路。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五月戊午，降建北京德音：

相邑设都，．所以因地形之胜；省方展义，所以考民风之宜。乃眷魏郊，实

"-5河麓。席万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隐然北门，壮我中夏。洪惟圣考，顷

驻碉舆，宫馆并存，威灵如在。缅怀凝烈，弥切于孝思；嘉慰奚来，敢忘于时

迈。载恢旧制，崇建别京。茂昭善继之猷，乃涣惟新之泽。大名府宜升为北京

。

(宋)李焘：《续资治通绉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1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攀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1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咎·k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采)李焘：《续资治通豁K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_玎戊乍，第3260页。

4(朱)李焘：《续资治通裕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4佚名编：《宋人i召令集》卷一五九《建北京德啬》，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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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也，天子所居谓之京师"①。自此，大名府成为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

府、南京应天府齐名的宋朝四大京府之一。

(三)北京大名府城池建设

。春秋时期，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

也"⑦，大名府城即为齐桓公所筑五城之一的“五鹿城”。战国时，魏武侯以此地为别都，

其“公子元食邑于此"@，筑城廓建馆舍，谓之元城，这是大名府历史上第一次做陪都。

北京大名府城是在唐末五代魏州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而成的。魏州城初建于隋。隋

开永济渠，在魏州城建“魏桥”。永济渠修成后，因魏州城控扼魏桥水陆枢纽，交通运

输十分便利，逐渐发展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大郡。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九月，魏

州刺史卢晖引渠水绕魏州城，“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④，魏州因

永济渠水运之便，商贾辐辏，进一步确立了“河朔之州魏为大”@的局面。安史之乱后，

魏州一直是魏博节度使的治所和河北藩镇割据的政治中心，历任魏博节度使均积极营建

魏州城。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

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城建规模很大，城区形成了皇城、罗城、大城三大部分，

城内殿阁林立，九门相望，成为河北诸藩镇首府中最具规模的一个。魏州城建除受军事

防御思想的驱使外，还考虑到永济渠水运之便对城市的影响。

咸平二年(999)，宋真宗亲征契丹时“尝跸大名，制契丹于幽蓟"o，大名府在宋

真宗朝时就已具备作陪都的条件。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采纳吕夷简的建议，“建

大名府为北京”国。大名府升为北京后，军事地位提升，促使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北

京的城池建设，以提高城市防御能力。自下诏建北京之日起，即令“严饬行宫，增置仓

廒、营舍，并给官钱，毋得科率"@。宋廷不断派遣专门官员为修建北京使，负责北京

大名府的城防建设，先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任中师为修建北京使，并相视德清军，

_(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宋pq京》，第215页。

口颜吕蛲：《管了拨释》卷八《小匡第二十》，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04页。

罄(采)欧阳卷撰、李勇先、王小红点校：<舆地广记》卷五《四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

页。
4

(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k0《州郡十·魏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年版，第4760

页。

6(宋)李哜等编：《文苑英华》卷八二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

世(后晋)刘呦等撰：《111唐书》卷一八一‘乐彦帧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4689～4690页。

’(清)刷城：《宋东京考》卷一‘四京》，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9页。

岛(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积(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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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_m,皇曼曼舅曼皇曼!寰曼皇曼蔓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

澶州、大名府城池及点检衣甲器械钱帛粮草军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御使、入内副

都知皇甫继明管勾修建北京事"①，后又以“翰林学士苏绅为修建北京副使’’②，因“营

建北京内侍皇甫继明主营宫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赏。知大名府程琳以为方事边，又欲事

土木以团民，不可。既而继明数有论奏。上遣侍御史鱼周询按视，罢继明归阙，命琳独

主其事”@。北宋政府对修建北京使人选的重视也反映出北京城池建设的重要性。

此次修建北京除用于军事功能外，还为“备巡幸”④，朝廷“出内藏库缗钱十万修

北京行宫"固，以备皇帝巡幸之用。修建过程中，北京修建使任中师“奏行宫大抵摧圯，

请更新之。上令创修寝殿及角楼，余皆完补而已，其自京至德清军行宫、馆驿、廨署，

亦量加葺治”@，北京地区城市防御建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成后的北京大名府城建规模非常壮观，在原有魏卅l城的基础上又增筑宫城。

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城南三门：中日顺豫，东日

省风，西日展义．东一门，日东安．西一门，曰西安。顺豫门内东西各一门，

日左、右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日凝祥，西日丽泽．殿东南时

巡殿门，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时巡殿前东西门二：东日景清，

西曰景和．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门一十七。熙宁九年，改正南南河门日

景风，南砖日亨嘉，鼓角日阜昌；正北北河门曰安平，北砖日耀德；正东冠氏

门曰华景，冠氏第二重日春祺，子城东曰泰通；正西魏县门日宝成，魏县第二

重曰利和，子城西曰宣泽；东南朝城门日安流，朝域第二重目巽齐；西南观音

门日安正，观音第二重曰静方；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日永济。内城创置北门

日靖武。元丰七年，废善利、永济关。。

北京城分京城、内城和宫城。北宋对大名府城的改造是在旧城中心利用真宗驻跸的

行宫重新修缮而成，宫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城南有三座城门，城东西各一城门。

宫城之外为内城，开北门。最外重为京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左右四厢共二十

三方，而宋都东京的外城也只“五十里百六十五步”@。北京外京城，共建有十七座城

}(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戊予，第3278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蜷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戊戌，第3280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癸未，第3299页。
9

(宋)李焘：《续资治通掺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辛术，第3295页。

鸯(宋)李焘：《续资治通鉴K编》卷一三七，庆历_二年八厂丁戊子，第3288页。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八月戊了，第3288页。

o(冗)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105页。

“(j÷)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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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北京城突破旧有的城市形态，以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为考虑的首要因素。另外，御

河自北京城中穿流而过，提供充足水源，可抗旱涝。在军事防卫上，也可充分利用御河

水深涧作屏障。因此，建城时也考虑到御河永济渠水运渠道对城市布局的影响，并在城

南、城北修筑上水关和下水关，方便御河水运。

北京距离“东京四百里"∞，地域广阔，为四方交通辐辏之地，可谓通都大邑。

东至本京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郓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本京界一百五里，

自界首至磁州五十五里。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澶州六十九里。北至

本京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贝州三十里．东南至本京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

至濮州六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一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相州八十二里。东北至

本京界九十八里，自界首至博州一百二里。西北至本京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沼

州三十里。．

北京城建成后，随军情需要也在不断加以修缮。熙宁八年(1075)，文彦博上疏日：

河北平壤，其城池楼橹之设，尤严于他道，凡遣使行边，所以督责于守臣、

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岂以有事则整完，无事则废弛哉!比者命安抚使以修完

属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坏偏狭，将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诚

善矣。苟虑事计材，趣期会于岁月之顷，无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固之险，而

严御戎之备也．命方行而反令，依仿制度，造作熟材，堆积盖藏于官舍之中，

以俟楼橹之大坏而易之，未见其利也③。

文彦博认为河北边防重地，其城池建设犹为重要，平时就应注意修缮，战时才能发

挥有效防御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

北京楼橹之当修者九百余所，凡八千余间，若欲概修于数月之间，虽尽鸠

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就，必在次第而修作之。旧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

兼取焉。然犹要之一二年，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积于虚闲之处，敌

来而后立，患至而后兴，无乃不及于事乎!今若据楼橹见在区数，内有庳下不

及制度，并欹侧朽弊者，计其数且修其半，仍间隔一座拆一座。所责域上不至

斗然空阙，年岁之间，便得周遍完备④。

3(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北京》，笫7页。

喀(宋)王存：《元j矽L域忠》卷一《北京》，第7页。 ．

唾(明)黄淮、杨’L奇编：《历代名陋奏议》卷三一六《营缮》，上海：上海古籍：l；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

露(明)黄淮、杨：l：奇编：《历代名睁奏议》卷三百一十六‘营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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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仅仅是应当维修的楼橹就有八千多间，由于全部修缮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不

得不采取间隔一座维修一座的轮修方法巩固北京城防，以免在敌军入侵时出现一面城墙

全然无备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减少维修次数，节省经费。

二北京的军事功能

北京大名府是北宋的综合性城市，既是作为河北东路治所的政治性中心城市，又因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工商业，逐渐演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同时最重要的还

是其军事功能，北京大名府主要职能在于防御、进攻和震慑敌军。

(一)北京地区军事部署

澶渊之盟后，宋辽处于相对和平状态，而后西夏元吴又向宋请和，北宋边事稍宁。

但是北宋政府并未放松对河北的边防部署，“庆历中，仁宗谓辅臣日：自元吴请和，西

兵解严。然戎狄之心不保其往深虑，边臣浸失为备”@。为加强北京抵御北方游牧民族

骑兵入侵的能力，宋仁宗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远为斥候，

广蓄储廪，训练士卒，缮葺城池，如对严敌焉，庶无仓卒之患”②。大名府建为北京后，

其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庆历年间“契月．使来议关南地，朝廷经制河北武备，议者欲增兵屯”§。北宋政府

对河北边防军事部署做出重大调整，任命富弼主持河北防务。宋仁宗庆历四年(1 044)

六月，富弼在对北宋前期河北军事得失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以三十万军队守御河北

的十二条城池布防计划：

河北三十六州军内沿边，次边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

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乾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

总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定为右臂，沧为左臂，

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余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

之所使也。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

路，择善将守之@。

富弼按河北城池在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将河北各城镇进行形象划分，指出河北十九

城皆为军事要害之地，能控扼敌寇，使之不能深入。而北京、定州、沧州又是整个防御

。

(宋)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五《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宋)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五《集录》。

4(元)脱脱等：《宋史》卷--JL六《兵十》，第4896页。
4

(采)李焘：《续资活通鉴长编》卷一五o，庆历朋年六月戊午，第3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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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中心和关键点，应围绕这些军事核心地区建立防御系统，以确保整个防御体系中

的从属关系，做到有效的战略协同。在对河北十九城兵力分配上，富弼认为：

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雄、霸、冀、保，

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北京五

万，为诸路救援。余二万分顿诸道，巡检游击兵．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

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

富弼确定军事核心城池后，在兵力部署上突出重点，在敌军经常入侵的军事枢纽城

镇实行重点部署。北京为河北军事核心地区，在北京部署兵力五万，如北京有战事发生，

还可从河北其它地区调兵增援北京，北京兵力即可达到十万左右，这样的军事力量足可

支持战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京的军事安全。

此次军事部署强调城池之间的协同配合，“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众，左

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管，各城池之间可形成整体作战力量。为了

战略协同的需要，军事部署上还对军队进行分类，以“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

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

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谤之兵，明确各自职责，以免战时逗挠不进。因此“虽用三十

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左败则右救，纵失则横援’’@，可以有效遏制辽军长驱深入。

庆历六年(1046)，程琳首先提出在河北重划战区，初步建议分河北为四路：

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边数

有警，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

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

请以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

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

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急缓即成部

分。．

判大名府夏竦对程琳提出的分河北为四路的总体方针是同意的，只是在具体路制划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o，庆历pq年六月戊午，第3641～3642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箍长编》卷一五o，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2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o，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2页。

(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o，庆历四年六月垅午，第3642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六《兵十》，第4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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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面有不同见解。他认为：

镇、定二路当内外之冲，万一有警，各藉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

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

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贼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

御河东灌，塘淀隔越，贼兵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

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

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总管、副都总管一人，钤辖二人，

都监四人。平时祗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总管，

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

夏竦认为把镇定路、高阳关路、沧霸路合为三路，不利于河北沿边军事防御。但对

于把北京九州军合为一路，部署八万军队屯驻的建议表示赞同。以北京的军事地位，应

当加强兵力部署，并且有战事发生时，河北四路应以北京为中心，负责军事指挥。

在河北重划战区符合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北宋政府对夏竦的建议稍作修改，即正

式下诏：

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

瀛莫雄霸贝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沼相赵磁州合为

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口．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又分河北路安抚司为河北四路安抚使司，四路安抚使各

以知大名府、真定府、瀛州、定州者兼领。至此，将河北划分为四大战区，协同作战。

大名府路安抚使司，统北京、渲、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

高阳关路安扰使司，统瀛、莫、雄、贝、冀、沧州、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军；

真定府路安抚使司，统真定府、磁、相、邢、沼、赵州；

定州路安抚使司，统定、保、深、祁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下诏以“河北拒马，或多以竹为之，不足当敌。令军器

监造三万具赴北京、’演定州”@，向北京城提供充足可用的军器。熙宁九年(1076)，又

将京东武卫军四十二指挥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其中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

。。死钉
页页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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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高阳关两路，令分番往戍，加强北京的兵力部署。

宋太祖时河北沿边前沿防御只部署到州一级，宋太宗时逐渐部署到路一级。庆历年

间升大名府为北京后，为加强各战区协调机制，河北兵分四路，作前后两梯次战略配置，

有利于各部队的战略协同和防区的纵深防御。北京大名府的军事功能也在河北路军事部

署的历次变更中逐渐增强。北宋政府从各角度加强北京的军事防御功能，从而使北京的

军事地位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北京军事防御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黄河对北京军事的影响

1、黄河改道对北京军事的影响

北宋时黄河水患十分严重，“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北宋对黄河

的治理，既为防止黄河决溢，同时更重要的是依托黄河天险作为国防线之用。“自古立

国，必据险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与强虏为敌，所以限之者一河耳"留。宋都开封

府依黄河天险而立，以黄河作为险阻，必须在重要渡口处建立军事据点，以确保对黄河

的控制。大名府南临黄河，成为控制黄河渡口的军事基地，是南下河南的门户。大名府、

黄河、开封府三者之间形成特殊的军事地理关系。大名府控制的黄河渡口在战争中可以

形成稳固的根据地，稳定局部秩序，积蓄力量。还可以利用黄河水运，向外部运送军事

物资，既有利于向外扩展，又便于控制和介入全局战争。

河北路位于黄河下游，黄河大部分决溢都波及到这一地区，河北地区成为当时主要

的黄泛区。宋太祖时，因黄河屡在河北地区决口就曾诏令“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

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劬。宋代黄河长期流经大名府附近，

“大河泛溢，全魏居冲”铆，黄河对大名府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产生巨大影响。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六月，“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此次黄河

在澶州商胡埽决口后，河水在大名府地区改道北流。改道后黄河流经大名府、恩州(今

河北清河)、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4-河北东光)等地，至乾宁军入海。

嘉祜五年(1060)，黄河北流在大名府地区再次决口，“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日

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日四界首”@。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陋奏议》卷二五三《论黄河状》。

(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一三《宋四京》。第230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5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誉长编》卷二二六，熙宁【『g年八月丙寅，第5504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6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张五年七月乙卯，第4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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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这次决口，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又决出一条分流，称二股河，向东北方向循今马

颊河入海，是为黄河的东流。自此黄河时而北流，时而东流，时而两股并存。

黄河水患虽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但黄河同时又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天

然屏障，河北地区对辽国的军事防御就依托黄河天险而成。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内部就

有依靠黄河作为屏障的建议。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著作佐郎李垂建议从“大

1丕、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

①，并从大名府魏县向北开渠，经邢州、沼州“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

大侄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

契丹不能南侵矣”嘧，这是以黄河抵御辽朝的先声。

黄河在河北改道北流后，对辽朝的军事威胁减弱，“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

丹之利”锄。自黄河北流后，在北宋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北流和回河东流的争论。参加争

议者主要包括主张维持“北流”的欧阳修、范纯仁、苏辙、曾肇、范百禄和主张回河“东

流”的贾昌朝、富弼、文彦博、王觌、王安石、吕大防等朝廷重臣。宋仁宗嘉祜元年(1056)

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以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④，回

河之议暂时停息。

无论主张“北流”，还是建议恢复“东流”，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重点还是考虑到

以黄河防辽的军事因素。“自河决商胡，失横陇故道，中国亡大河之险”@。河北路与辽

国接壤，宋军兵力均部署在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

外张三路之援。⋯⋯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由于宋抗辽的第三道大名府国防线也

是依托黄河而建，大名府控制黄河渡口，黄河屡自大名府决口，势必影响北京的军事情

况。当黄河改道时，沿河一带的城防部署也要进行相应调整，黄河泛溢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北京军事部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2、黄御两河混流对北京军事的影响

黄河在大名府附近经常合于御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河决澶州，西北流入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61页。

(冗)脱脱等：《宋史》卷九一《}iff渠一》，第2261页。

(冗)脱睨等：《宋史》卷几二《河渠二》，第2291页。

(冗)脱脱等：《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第2273页。

(嘲)黄淮、杨一1：奇编：《J=}j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九《御边》。

(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河北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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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河，涨溢浸府城”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河决通利军，合御河，坏大名城”

函。宋仁宗皇祜元年(1049)，“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七月，“河决大名府第五埽’’回，此次黄河决口带来相对有利的影响是“信使道路无患，

御河可还故流’’@。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而“自

小吴埽决，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亦或湮没"o。黄御混流已成常事，这种情

况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黄河水泥沙过多，大名府附近地势又较平缓，堆积必然加速，故后来黄河一再冲入

御河，侵占御河流道。御河虽有分流，但河床已高，已不再是一条独立的河流。御河为

北宋太行山以东主要漕运航道，负责向军队驻地运输军粮，黄御混流影响并危害了御河

作为内陆运河稳定通漕的特性，“即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

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北京作为御河漕运军粮的中

转站，御河水流情况也同样影响北京军粮仓储。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在大名府李固渡以西决黄河，“自泗入淮以

阻金兵”@。黄河新道东流经滑县南、山东巨野、金乡诸县汇入泅水，由泗入淮，夺淮

入海。从此，黄河主流不再向东北流入渤海，而改为从东南流入泗淮，黄河不再对大名

府地区军事产生影响。

三大名府的抗辽军事作用

都城的选择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开封四野平畴

万里，无险可守，在军事防御上除加强城池防御性建设之外，还要依靠宿重兵于畿甸，

因此，北宋设四京形成互相拱卫之势，京都同陪都的军事关系非常密切。位于黄河北岸

的北京大名府与东京开封府之间的地理位置南北互置，五代时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特殊

的地理关系就已影响到战局的发展，“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p马，淳化四年十月庚申，第754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火中褥符四年八月戊辰，第1733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咎长编》卷～六六，皇裱冗年二月甲戊，第3887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pq年七月辛卯，第5475页。

(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点校：《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八，《北道帖》，第1702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二《河渠二》，第2286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几五《河渠五》，第2357页。

(宋)苏辙：《栾城集》卷pq0《论开孙河札子》，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阴库全书本，1986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高宗二》，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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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疾雷不及掩耳”∞。大名府是开封府的重要军事屏障，又是北宋边防重地河北路的政

治、经济、军事核心，与河北路其它军事重镇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军事联系。大名府防线

陋守黄河渡口与河北路另外两道国防线相互配合，在北宋抗辽战争中迟滞辽军进攻速

度，发挥了有效的防御作用。此外，大名府在军粮中转、宋辽驿路交通等方面也发挥了

重要的军事作用。庆历二年升大名府为北京后，北京的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北宋

围绕北京进行的军事部署关系到整个北宋边防的军事安全。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北京大

名府在抗辽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实际上关系到北宋整体军事安全战略全局。

纵观宋辽战争经过，大名府在抗辽战争中发挥的积极防御作用是可以肯定的，～定

程度上实现了北宋设置大名府防线的军事目的。而大名府的抗辽军事作用主要从“得”

的方面进一步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l、北宋建大名府为北京，增强北京的军事防御能力，一方面巩固了北京的军事地

位，提高了北京的军事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利用北京防线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辽军对东

京的入侵，辽军始终未能渡过黄河彻底击败北宋。

2、澶渊之盟时，由于大名府在后方的坚守，客观上加重了辽军的后顾之忧，从而

使盟约能较为顺利的签订，为北宋带来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大名府防线的巩固，

有效扼守黄河防线，可以增强宋军抗辽的信心。

3、大名府位于抗辽的军事前线，大名府在抗辽战争中的成败经验和教训对宋军抗

辽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

(采)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纪二》，后晋灭祸二年二二月乙亥，第9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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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宋金战争与大名府军事地位

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因欲恢复燕云十六州而与辽起争端始，中经多次征

战，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止，双方交战二十六年，宋朝始

终未能收复失地。宋真宗与辽缔结和约之时，犹谓：“数十年后，当有能扦御之者”∞。

收复燕云一事对宋人来讲未尝一日或忘，宋朝历代统治者总在寻求一切机会力求收复失

地。女真族的兴起，辽朝的衰落，让宋朝统治阶级又看到一丝希望，随着战争形势的变

化，宋金矛盾逐步升级。然而此时的宋朝，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已呈江河日下之

势，大名府的军事防御能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整体社会状况的影响。

第一节大名府与北宋末年抗金形势

一大名府防线对靖康之难的影响

(一)靖康之难形成原因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畜牧和狩猎为业的女真族逐渐兴起，政治、军事实力逐步发展

壮大。而此时辽天祚帝仍然“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⑦，

女真族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即位后乘辽朝政治腐败之机，运用精锐骑兵，以风驰电掣般

的奇袭战术，屡挫辽军。

北宋末年，宋徽宗朝的腐败统治，使北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宋徽宗统治集团欲借

辽金战争之机收复燕云失地，并可以此作为幌子，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

因而商议遣使联金共同攻辽。几经协商，宋金双方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签订“海

上之盟”。宋金签订盟约后，金军发动灭辽之战，进展顺利。而宋军兵备废弛，“河北将

兵，十无二三"@，两次出兵攻打燕京(今北京)，都以失败告终，暴露了军事上的衰弱。

金灭辽后，“骚骚气焰，虎视中原"固，待其发现北宋军事弱点后，即开始积极部署南下

灭宋。而北宋政权的腐朽性、屈服性与盲目性，使金军南进成为可能。‘

(二)大名府黄河渡口对靖康之难的影响

南北运河贯穿宋朝的政治重心地带，也是屯驻军队和军事防范的重点地区，宋金双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gJ戊戌，第1298页。

盘(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太租纪》，第22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k七《兵志》，第4582页。

唾(宋)字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忠校证》卷三，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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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主战场与宋辽战场基本相同，即在运河两岸地区。大名府是运河经过的中心城市，

它所控御的黄河防线是宋朝用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生命线。在黄河国防线上，河

北方面以大名府、澶州为中心，以瀛、深、冀、，邢、磁、沼等州为前线要点，黄河国防

线依托黄河天险和大名府等军事重镇的屯驻大军，形成拱卫京城的有力屏障，用以迟滞

敌军的攻势，为各地勤王大军争取时间。北宋前期军事上虽以消极防御为主，但统治者

尚能勤于政事，遇有战事常亲征至前线，因而在军事上还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统治

阶级重视对大名府等军事重镇的建设，大名府军事防御能力很强，足以抵御辽军的入侵，

使辽军不能渡过黄河进逼开封。宋辽战争时，大名府防线就曾有效发挥这一军事作用，

成功完成对辽军的拦截。但到北宋末年，朝政日趋腐败，军队战斗力整体下降。赖以对

抗游牧民族军队的骑兵也“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山，实于步兵无异。面对金军的强

势进攻，宋朝统治者只知逃跑、求和，根本不做积极抗战准备，地方守臣又多是昏庸之

辈，对于来自北边的军事威胁置若罔闻，河北城防能力总体趋向衰落，大名府防御能力

也由于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开始有逐渐衰败的趋势，为宋朝抗金战争的失败埋下隐患。

l、金军第一次攻北宋之战

宣和五年(1 123)，宋徽宗招诱金朝叛将张觉，因而触发与金朝的矛盾。宣和七年

(1 125)，金军俘辽天祚帝，在扫清辽军残余势力后，便以北宋招降张觉、破坏和约为

借口，兵分两路开始攻宋。金军计划西路以粘罕(宗翰)为主帅，率军六万，自云州下

太原，攻洛阳；东路以斡离不(宗望)为主帅，率兵六万，自平州入燕山，攻真定，而

后两军会师直趋宋都开封府。

金东路军攻破宋军重重防线，一路南下进至邯郸，直趋大名府。宋钦宗以内侍梁方

平率军守黎阳渡口，保卫黄河防线。后因大名府黄河防线的重要性，又令何灌领兵两万

共同驻守。梁方平率军至黄河北岸后，“军士行者，往往上马辄以两手捉鞍，不能释放，

人皆笑之”罾，军队战斗力很弱，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金军突至，“方平备不严，．金

人迫而遁，王师数万皆溃”@。何灌领兵驻守在黄河南岸，“时南岸守桥者望见敌中旗帜，

烧断桥缆，陷没凡数于人，敌因不得济，何灌军办望风溃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回，

’
(I刃)教淮、杨Ij奇编：《历代名厣奏i义》卷二阳二《马政》。

4(济)毕沅：《续资泊通燎》卷几五，宣和元年’{。--g癸亥，第2496页。
。

4(冗)脱悦等：《宋史》卷三六pq《韩世忠传》，第11356页。

谴(无)佚名撰、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一五《宋钦宗》，哈尔滨：黑尼江人民出版社点授本，2005年版，第

84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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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灌大军以烧断桥缆的方法阻挡金军，仓促逃跑。金军将黄河天险视为进军的一大障碍，

只因宋军溃逃，才使军情发生逆转，金军待黄河南岸的守河宋军逃遁后，修好桥梁，从

黎阳渡过黄河，直趋汴京。北宋腐败的政治、军事形势，开始对大名府军事防御能力产

生消极影响。

金东路军虽顺利渡河，但金西路军却在太原遇到宋军顽强抵抗，难以南下与东路军

会师。金东路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随时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在李纲等抗战派将领的

坚决抵抗之下，金东路军将领斡离不在北宋答应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县)，太原、河间

三镇，并以肃王为人质后，即开始撤军。金军撤兵途经相州、磁州时，留兵驻守。

2、金军第二次攻北宋之战

靖康元年(1 126)秋，金朝又以宋欲联合西辽夹攻金为借口，再议南伐。金对宋依

旧是外交和军事双管齐下，以议和为障眼法，借和谈掩蔽进攻，企图瓦解宋军斗志，以

进攻逼宋投降。金军军事部署仍分两路：以斡离不为右副元帅，自平州出发；以粘罕为

左副元帅，自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待两军渡过黄河后在北宋京师会合。金军

吸取第一次南侵时孤军深入中原腹地的教训，此次两路协调作战，斡离不攻陷真定，粘

罕攻破汾州，约期共同南下。

北宋方面虽提前得到“金人只聚兵，为南牧深入之计"m的沿边探报，却仍然“日

罢兵，如太平无事之时”@。面对金军攻势，为应付危急形势，置四道总管府“以知大

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

应天府胡直儒为东道都总管”@，将金军进攻的主战区划归北道，由大名府守臣负责军

事指挥，加强北京大名府等三京的军事指挥权，授方面将帅事得专决、财得专用之权。

并“遣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又以宣抚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共守大河”@，以大量军队

驻扎在黄河两岸，用以抵御金军的进攻。粘罕率领金右路军“自泽潞进兵，拔怀州，至

河阳，与折彦质、李回夹河而军"@。粘罕军在黄河岸边，虚张声势，彻夜鸣击战鼓，

“彦质以为粘罕兵皆渡矣，莫不惊溃，提中军先走，三军皆溃”@，李回也逃回京师，

(明)黄淮、杨Jj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七《四裔》。

(明)黄淮、杨二f二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l，【I七《四裔》。

(元)脱脱等：《朱史》卷二三《钦宗》，第431页。

(宋)绘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1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l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1页。
54



第四章宋金战争与大乞孵军事地位

宋军守将和士兵再次不战自溃、弃河而逃。“粘罕得以治筏寻舟，尽渡其众”①。宋军“自

金人犯边以来，百战百败，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北宋自上而

下消极怠战的军事行为致使黄河渡口的军事防御力日益减弱。

金军左路斡离不军自真定南下，得知宗泽在“邢、沼、磁、赵、相五州各蓄精兵二

万人，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已做好准备。金左路军不得

不改变南下渡河路线，遣部分军队至磁州牵制宗泽，大军则向东经恩州(今河北清河)

南趋大名府，连陷大名府路的大名、魏县、德清军等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斡

离不率军攻克大名府黄河渡口，“自大名府由魏县李固渡过大河”蛳，至此金两路大军相

继过河会师于开封府，对开封府形成合围之势。

北宋统治阶级在战争开始后始终没有形成一贯的对金作战政策，虽采取了一些补救

措施，但仍不能挽救宋军的败绩。而“汴京之地，内无异产之材，外无形胜之固"蓬，

因此“金人起燕蓟，历赵魏，绝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广野，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

入不能抗，此所以多败也”睁。故北宋常屯重兵守卫大名府，以迟滞金军入侵。但到北

宋末年，因河北久无战事，其军政军备日趋松懈，“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

不可枝梧。边臣若预为振举，则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旧宴安，号为无

事，则纲目日见颓废，有不胜举之忧”。，河北地区军事重镇的守臣又“多是膏粱子弟，

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有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

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鲫，大名府防御能力大不如北宋初年，金军才．得

以屡次从大名府地区渡过黄河威胁开封府，导致“汴、洛沦胥，驯至九州崩陷”@。

二大名府与兵马大元帅府勤王的关系

靖康元年(1 126)十一月，当金军自河北大举南下时，宋钦宗遣康王赵构赴斡离不

军议和。康王行至相州后，得知“斡离不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过河”蚀，康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兰，第5l页。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髓奏议》卷九o‘日颐浩奏》。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0《宗泽传》，第11276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三，第56贝。

(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忠》卷一三，第226页。

(明)黄淮、杨L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o《只颐沽奏》。

(明，黄淮、杨．1j奇编：《历代名肛奏议》卷三三三《御边》。

(明)黄淮、杨．ij奇编：《历代名m奏议》卷兰三三《御边》。

(清)顾甜1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北直七》，第696页。

(来)徐梦葶：《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pq．第63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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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表面虽称“受命北去，不敢止于中道"国，但却在明知金军已过黄河南下后，仍然继

续北上行至磁州。此时“金人铁骑约有五百余人，自卫县西来直北，借问康王远近。虏

执村人为乡导，望魏县路前去，虏情料康王行程必过李固渡，故径往追袭”@。康王不

敢继续前行，又返回相州躲避金军。

此时，金两路大军先后渡河会师于汴京，“金人于城下环列营栅，治器具，攻城甚

急"@，宋钦宗“遣使赍蜡弹往诸路召勤王兵赴阙"④，同时遣使赴相州诏令康王“充兵

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宋钦

宗命康王开大元帅府的目的，是想通过兵马大元帅府来“节制天下兵，使之入援"@，

然而康王赵构从一开始就惧怕金军，不敢与金军正面交锋，所以迟迟不肯出兵入援京城。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康王赵构于相州“开大元帅府，有兵万人”D，“枢密院

官刘浩即相州所募义士，及信德府亲王兵，大名府救河东兵，与所招太原、真定府、辽

州溃兵”@组成兵马大元帅府成立初期的军队，共“分为五军”卿，大名府驻军成为兵马

大元帅府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马大元帅府成立后，康王并不组织兵马救援京师，而是选择北上进驻军事重镇大

名府，作为驻扎之所，以保安全。“选定十二月十四日，提兵进发相州前去，过大河入

大名府驻扎。仰逐州守臣，随里路远近计程，限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正月三十日以前，

节次到大名府会合，听候指挥，审度前进"@，同时令诸路军马会合于大名府。康王如

趁此时快速召集诸路勤王大军驰援京城，或许还有转败为胜的机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

后的第一急务，却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逃往安全地区，因此错过了反攻的最佳时机。

金军自大名府黄河渡口过河后，在大名府附近留有驻军。宋军在安排康王自相州前

往大名府的路途部署时，为保证康王的安全在大名府附近各个军事要点部署兵力：

诸将欲回邢、沼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语之日：曷不径趋澶渊?诸将日：为

其逼李固渡虏寨，万一惊扰，非万全耳。会孟世宁自北京遣人来投文，自元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四，第63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四，第70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八，第117页。

(宋)徐梦莘：(PL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八，第117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六八，第117页。

(宋)徐梦芋：《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五，第186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蹦《商宗一》，第440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就康元年-t。二月千戌。·

(宋)李心传：《建炎以jI乏系年要录》卷一，端废元年十二月壬戌。

(宋)徐梦葶：《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一，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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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过子城渡，适白冰合可行，乃定议．然阴阳官选日，犹欲二十五El起发．耿

南仲请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刘浩为先锋，领人马南趋浚、滑以疑虏骑，又移檄

大名府路帅司差两将人马分遣前去旧魏县驻扎．暨吾军到岸之际，庶几防新魏

县虏寨之金人。一将为内黄县驻扎，有以防滑州虏寨之金人。大名府路总管司

差阁门祗侯孟世密领兵三千，屯内黄县，大名府路兵马都监王彦，领兵二千人，

又屯旧魏县⋯．

待一切部署妥当后，康王避开金军追捕，渡河至北京大名府，“权知大名府张悫，

北道总管颜岐暨诸监司，率官吏军民出郊以迎，王归于府治”台。

金军几次南下，河北地区均为主战场，“北京新遭军燹之余，人心不定”@，政治、

军事形势都很混乱。靖康之难后，“京城围闭久，号令不通，王军在河北，天下不得闻

动静”回，朝廷诏令不能及时到达北京，造成河北地区军心不稳。康王到北京后，宗泽

率领二千人渡河至大名府，“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杨祖以兵马万人继至，兵官张俊、苗傅、

杨沂中、田师中皆在摩下，王壮之”@，各地勤王军陆续向北京会合。康王渡河后“驻

军北门，天下甲兵四集，取决帅府矣”@，大名府成为黄河以北抗金指挥中心，继续发

挥河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重要作用，稳定黄河以北地区的政局。

当各路勤王之兵在北京准备就绪后，康王仍不敢与金军直接发生正面冲突，“聚幕

府僚属议所向，宗泽请直趋-丌德府，次第进寨，以解京城之围”o，但此时兵马大元帅

府中投降派占据上风，汪伯彦认为“金人河上络绎往来，开德不是大王安泊去处，大名

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㈤，遂议定前往东平府。诸路勤王军除宗泽～路仍战斗在大名

府、开德府地区外，其余或退或溃。康王拥兵八万向东进至东平府(今山东省东平)，

往来于大名府和东平府之间征召诸路兵，却迟迟不向京城进发。

金军最初攻破汴京时；因深入中原，补给困难，害怕被北宋勤王大军截断归路，“乃

焚戮四辅州郡，以怠援兵之心"@。但康王的畏敌心理，给金军创造了进行战后部署的

(采)徐梦萼：《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4页。

(宋)徐梦苹：《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6～157页。

(宋)徐梦苄：《三胡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二，第157贝。

(宋)徐梦年：《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t二，第157吹。

(宋)李心传：《建炎以求系年要录》卷一，站康无年{‘二月癸朱。

(宋)徐梦苇：《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第157负。

(寐)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三，第166页。

(宋)徐梦苹：《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三，第166页。

(宋)徐梦苹：《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二二，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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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机会。金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降附，“立张邦昌僭位"①，作为金建立在中

原地区的傀儡政权，实行“以汉治汉”。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虏徽、钦二帝等

人北归后，兵马大元帅府所属各路勤王大军才从各处向京师迸发，而此时“勤王之师，

欲为再举，已失机会”圆，北宋灭亡。

第二节大名府与南宋建炎初年抗金形势

一南宋建炎初年抗金形势

(一)南宋建炎初年抗战派军事部署

金朝与宋朝相比，其经济潜力和兵源都比较小而有限。金军在漫长战线上实施全线

进攻，兵力不敷分配，未能控制中原战略要地，长驱深入的结果往往是处处被动，因此

金军只能进行军事进攻，却不能贯彻政治占领，无法巩固所占地区。骑兵作战的季节性

特点，决定了金军只适合秋冬用兵。宋与金正相反，适于春夏用兵。待金军北还后，宋

军在春夏之间，宣抚招纳曾被金军攻陷的城市，对军事不能收复之地，施行政治性收复。

靖康之难后，河北、河东广大地区依然在宋朝统治之下，许多州县的军民坚守城池，继

续抗金。但各种抗金力量故居各地，没有统一的领导，这时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以统

一各地抗金力量，抵御金朝的进攻已成为形势所趋。金军北撤后，伪楚皇帝张邦昌不得

人心，各地勤王兵陆续到达京城，张邦昌政权随之垮台。l 127年，康王赵构“即皇帝

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金军亡北宋后，其南侵的计划并未停止，意图夺取宋河北、河东尚未被攻克的城市。

金朝拥有一支长于野战的精锐骑兵，“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在战争中常是轻、重

甲骑兵混编，“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

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

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金军常发挥其骑兵优势，闪电式进击。南宋建立

后，金军把主攻方向指向南宋统治中心，进军时再以其余诸路做战略策应，牵制宋军行

庭I。

(宋)徐梦苹：《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八四，第270页。

(宋)徐梦警：《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七七，第206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第416页。

(元)脱脱答：《宋史》卷二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9页．

(宋)徐梦葶：《三朝北盟会编》甲集，卷三，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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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①，南宋初，胡舜陟献守黄河以北地区之策：

今日措画中原，宜法艺祖命郭进、李汉超、董遵诲等守边之术，以三京、

关陕析为四镇：拱、滑、颖昌隶东京，郑汝，河阳隶西京，恩，濮、开德隶北

京，而同．华，陕府隶京兆，择人为节帅，使各以地产之赋，养兵自卫，且援

邻镇。又，京帑积钱千余万缗，宜给四镇为籴本，若四帅得人，庶几中原不失，

江左可居。．

胡舜陟欲借助北京大名府等军事重镇的兵力，将黄河以北地区重新进行布防，择有

能力的重臣防守，抵御金军入侵。而南宋此时在黄河以北的领土“河东所失者忻、代、

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

其余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大部分军事要塞仍在南宋统治范围内，“两路士民兵将，

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川鲫，军事形

势对南宋十分有利。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迫使宋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开始积极调整朝政和

军事部署，意欲与金军争夺两河地区。李纲认为朝廷应趁此时，“罱司、遣使以大慰抚

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

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

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

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只要河东、河北地区经略得当，防务巩固，则“中

原可保，而东南可安”《。宋高宗接受此项建议，在河东设立河东经制司，在河北设立

河北招抚司。以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河北西路招抚司治所即设在大名府。

(二)南宋建炎初年大名府主要军事机构

南宋初年，北京大名府设有两个重要军事机构，一是北京留守司，负责守城。宋朝

在“其西、南、北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留司管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

事，畿内钱谷、兵民之政皆属焉”e，判大名府例兼北京留守司事，掌行宫宫钥及北京

2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4页。

4(来)李心传：《建炎以。I乏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辰。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I：》，第11254页。
o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I：》，第11254页。

6(元)脱脱等：《乐史》卷三五八《李纲传．I：》，第11254～11255页。

。(冗)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一j：》，第11254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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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之政。

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河北西路招抚司，“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

贼，故置司招抚；囚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回。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负责收

复河北失地。“以京畿三千兵为卫，于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于河北西路告谕，招抚山

寨首领民兵，候就绪日渡河’’国。

为控扼黄河渡口，李纲将河北兵马分为四路，分驻黄河重要渡口，

马忠往浚、滑州控扼河津，统西兵四千九百九十一人，统东兵一万九千五

百三十三人；郝怀往河阳控扼河津，统西兵五千八人，统东兵三千一百五十四

人；韩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统西兵四千一百二十一人，统东兵三千七百一

十六人；林良器往阳武、原武控扼河津，统西兵四千七百二十四人⋯⋯如金人

渡河，即会合护送至河间、中山府界。．

李纲又以“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抚之，非独外忧，且有

内变"回，推荐宗泽主持京师防务。宋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开封防务。宗泽

加紧整顿城防秩序，为宋高宗还都做准备。

游牧民族因粮于敌的军事制度虽然减轻后方供应的负担，可也增加了前方所受的阻

力，必然激起敌方人民的强烈反抗，南宋人民组成的义军在很大程度上使金军陷入孤立

无援的境地。河北西路招抚司、东京留守司设立后，各地义军纷纷加入抗金行列，“河

北丁顺、杨进等赴招抚司自效，余皆赴东京留守司宗泽纳款，盗益衰止”@，义军招募

工作有了初步基础。经过李纲、宗泽等抗战派将领对黄河两岸军队的治理，共“募兵数

万，屯驻大名，以形制京东西诸郡”@。在各地勤王大军和北方义军以及主战将领的多

方努力下，南宋建炎初期的军事防务渐趋巩固，在河南以东京开封府为军事中心，河北

以北京大名府为军事中心，出现较好的抗金形势。

但宋高宗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抗金勇气和决心，对金朝的态度仍是力求议和，意在

以黄河为界，保守半壁江山。宋高宗听信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所言，以李纲“为金人

4(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二，第523页。錾(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第506页．
协(宋)李纲：《梁溪集》卷五一《奏知四路}I：兵控扼河津礼予》，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pq库全书本，1986

年版。
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戊辰。

6(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捕贼下，建炎元年七月．

蟹(清)顾炎武：《灭下郡国利绢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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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恶不当为相"①为由，将当政只有七十五天的李纲罢黜。黄潜善、汪伯彦在李纲罢相

后控制大权，废除了所有李纲制订的抗金措施。而金军却不断南下掳掠河北地区，南宋

“两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挥得便宜行事，故各据人马，以图自固，逐路帅司不能

调发，致无连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复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官尽为官

军作乱害之。河东官军多弃城南走，两河州郡外无救援，内复自乱，于是为金师乘而取

之，如俯拾遗物”@，逐渐被金军攻克。南宋朝廷却仍然“将相恬不为虑，不修武备”@。

宗泽在开封府多次上疏请求宋高宗回驻开封，但黄潜善、汪伯彦在河北领土大片丢失之

时，却决定“奉上幸东南，无复经制两河之意”@。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开

始南逃。

金太宗闻宋高宗南逃，下诏南侵，兵分三路，自陕西、河南、山东向大名府黄河防

线进攻。南宋朝廷以逃跑求和为目的，既没有防守黄河国防线的打算，又未进行统一的

指挥和军事部署，各大将领所统率的军队不相统一，不能掌握足够数量的军队，·时无

法形成力量集中、调动灵活的作战能力。因此，金三路大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迅速

占领了许多军事要点。

与宋高宗惧敌南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宋主战派将领指挥下的抗金军事行动。

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后，在黄河南岸着手整顿开封防务，联络黄河以南的抗金武装，收编

溃兵游勇和农民起义军，组成了号称百万的留守司军；黄河北岸，设置在大名府的河北

西路招抚司负责联合各地抗金义军，大名府作为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广聚义军，

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抗金军事指挥中心。大名府河北西路招扰司抗金义军与东京留守司

军组成建炎初年的主要抗金力量。在东京留守司和}ff：lL西路招抚司的招抚、组织下，南

宋黄河南北以及陕西等地的抗金义军不断袭击金军，协同南宋军队作战，运输军粮，有

力牵制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才使金军三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对稳定战局起了重

大作用。金军兵力分散，同时又惧怕宗泽同各地义军联结起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加

上天气已入暑，不利金人用兵，金军遂先后退兵。

但是，河北西路招扰司的工作也在投降派的阻挠下遇到很大困难。张所就任河北西

路招扰使后，积极招募民兵，筹划粮饷，准备“先复浚卫怀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处

1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I：》，第11250～11251页。

喀(采)字文懋n篇撰、雀文印校证：(Jc金固，占技证》卷五，第76页。
4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0《宗汗传》，第11280贞。
4

(采)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_q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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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国，逐渐收复河北失地。投降派却极力从中阻挠，认为“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

京及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多白昼杀人，不若罢之，

专以其事委帅臣”@，不准张所动用存放在北京大名府的兵器和甲胄，河北西路招抚司

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步履维艰。不久投降派“奏(张)所置司北京非是"⑨，张所即遭

贬谪，宋高宗随即撤销了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

宗泽曾欲趁金军兵力分散之际，联合义军北进收复失地，同时还建议宋高宗回东京

主持抗金事宜，但宗泽这些积极的抗金计划均遭到宋高宗的否定，后又因河北西路招抚

司和河东路经制司的相继撤销，抗金义军的联系工作逐渐趋于瓦解，这些计划最终未能

成行。

二大名府防御战

。

(一)金军第二次攻南宋战争形势

建炎二年(1128)七月，宗泽含恨而死。宗泽去世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司，断绝

对北方抗金义军的联系和支援，原来收编的不少队伍逐渐同东京留守司脱离关系，东京

留守司兵力遭到极大削弱，两河一带失去了防御力量。

金人得知宗泽死讯后，第二次大举南侵。金太宗认为：“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

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因此其军事部署仍

分东西两路，东路以洛索领军进攻陕西，西路由宗翰领军南伐，会师黎阳津，而后渡河

南进。金军战略计划为：先攻大名府、东平府等军事重镇，作为南入江淮的军事基地；

再攻河中、陕府，以图陕西；取淮、密(今山东诸城)等州，掩护战略左翼，防备南宋

水军自登莱突袭。 ·

南宋方面，黄潜善、汪伯彦为相以来，“措置天下事，未能惬当物情，遂使敌国日

强，盗贼日炽，国步日蹙，威权日削”@。在得知金军再次南侵的消息后，南宋政府于

十月间紧急部署江淮防务，命沿江州县控制各个渡口，封锁船只，以防金军突至抢渡。

命韩世忠率所部守东平府、张俊率所部守开德府，阻击金东路军，同时宋高宗等人也做

好了继续南逃的准备。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第506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乙集，卷一一二，第523页。

(元)脱脱等：《来史》卷三六三《张所传》，第11348页。

(清)毕沅：《续资治通餐》卷一。二，建炎二年七月甲辰，第2681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建炎二年八月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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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抗金战略，采用机动与保守相结合的战术，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持久抗战。

宋高宗南逃至扬州后，运用地理优势，在东部地区以开封府、大名府、开德府守黄河防

线；在西部则以洛阳、陕府、河中、长安及陕西五路为保卫京西及陕西的军事防线。然

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南宋虽

养兵四十余万，却只能是“养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祸，不用兵以自弊"哲。南宋军事上

积弱不振，其兵种构成以步兵为主，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

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的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因

此，在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宋军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大名府防御战

金军每次南侵，“所过城邑欲立取之”却，以巩固后方，防止归路被宋军截断。大名

府控制着金军南下必经之路的黄河渡口，金朝将大名府视为继续南下的军事基地，因此

每次南侵均试图攻克大名府。金军“平时无养兵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每次出兵

“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罾，“器甲鞍马，无非自办”钞，并无后勤供应和保障。金军

军需品的补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攻城略地后进行掠夺，以保障供给。侵宋战争中丰

厚掳获的刺激，鼓舞着金军的士气。金军千方百计欲攻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名府，意图掳

获大量军需品也是原因之一。

建炎元年(1127)，金军第一次攻南宋时天气大寒，“城池皆冻，金率藉冰梯城，不

攻而入”m。金军欲攻大名府，河北西路提举常平郭永为大名府人，时“永适在大名，

闻之，先弛壕渔之禁，人争出渔，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钞。郭永用

鼓励百姓捕鱼的方法，使河水不能结冰，金军攻城遇到很大困难，攻城遂告失败。

郭永因成功破解金军攻城术，守住大名府，得到东京留守宗泽的赏识。“时高宗在

扬州，命宗泽守京师，泽厉兵积粟，将复两河，以大名当冲要，檄永与帅杜充、漕张益

1(清)3-人之：《宋论》卷十《高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年版，第169可!。

2(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咎》卷八《口中语》，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lJq库全书本，1986年版。

9(元)脱脱等：《宋史》卷pq明八《郭永传》，第13206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冗年九月王辰；(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几O

《几颐浩奏》。

喀(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王辰；(明)赞淮、杨jj奇编：《J力代名睁奏议》卷九o
． 《咒顾浩奏》。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儿，建炎元年J-Lf]壬辰；(明)黄淮、杨：lj奇编：《历代名融奏议》卷几o

《几颐浩奏》。

6(冗)脱脱等：《宋史》卷pqpq八《郭永传》，第13206页．

电(冗)脱脱等：《宋史》卷tJql；Y)k《郭永传》，第／．3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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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相掎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

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敢动"@，宗泽将守卫大名府的重任交付郭永，郭永与东平府守

臣权邦彦相约有警时两城互相救援。郭永积极备战，金军因此未敢轻易出兵。

建炎二年(1128)十月，金东路军讹里朵部在北京清平击败宋河北应援使马扩军，

“粘罕自云中率众下太行，南渡黎阳，以攻澶、濮"国，两路金军会合南下。金军避实

击虚，粘罕军攻破澶、濮二州后，“会窝里嗌(斡离不)之众同攻北京"@，金军开始分

兵攻取东平府及北京大名府。十二月中旬，金军攻东平府，守臣权邦彦弃城逃走，御营

使司、同都统制范琼，自开封府领兵入援，与权邦彦相遇后，相携南逃。东平府失陷后，

金军转攻济南府，济南府守臣刘豫亦降金，此时河北州军多已成为孤城。

杜充原为北京留守，因“(宗)泽卒，(杜)充守京师”固，大名府守臣也“以张益

谦代之，而裴亿为转运使”@，然而张益谦、裴亿为“龌龊小人”@，难当大任。金军攻

克东平府和济南府后，郭永与权邦彦议定的两城互相救援之计遭到破坏，不能成行，“会

范琼胁邦彦南去，刘豫举济南来寇，大名孤城无援"。，金军“以十倍之师攻之’’@，大

名府城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宋史·郭永传》记载了郭永率大名府军御敌的过程：

(郭)永率士昼夜乘城，伺问则出兵阻击。或劝益谦委城遁，永曰：“北

门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则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敌，犹当死守，徐

挫其锋，待外援之至，奈何弃之?”因募士赍帛书夜缒城出，告急朝廷，乞先

为备。攻围益急，俘东平、济南人，大呼城下日：“二郡已降。降者富贵，不

降无噍类。一益谦辈相顾色动，永大言日：“今日正吾侪报国之时。”又行城抚

将士日：“王师至矣，吾城坚完可守，汝曹努力，敌不足畏也。”众感泣。质明，

大雾四塞，豫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楼橹皆坏，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

面对具有强大突破能力的金朝骑兵部队，南宋防御者抛弃以往主要依靠野外会战消

灭敌军的观念，更多的在驻城技术、城防体制和城守战法上推陈出新，依托相互支撑的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网八《郭永传》，第13206页。

(宋)字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人金固志授证》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第80页。

(宋)字文懋昭撰、槎文印投证：《火会困志校证》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第8l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17qVqJ、．《郭永传》，第13206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叫lltljk《郭永传》，第13206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pq旧八《郭永传》，第13206页。

(元)脱脱等：《寐史》卷pH四八《瓤永传》。第13206～13207页。．

(宋)征镶：《浮溪集》卷二O《郭永传》，台北：商务日】书馆影印文渊阁pq库全书本，1986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卷pq四八《郭永传》，第13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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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城池防御体系迟滞、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大名府防御

战中，大名府军民在郭永的指挥下，顶住投降派的压力，一面派人向朝廷告急，希望可

以得到救援之兵，另一方面奋力守城，坚持抗金。

而金朝在对辽、宋战争中，十分注意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其攻城战法取得很大进展，

能进行猛烈的攻城战。“金人攻城，长于用炮”①。金军的攻城器械包括火梯、云梯、对

楼等，但最厉害的还是石炮，石炮种类繁多，攻坚力强，金军每次攻城“广列垒石炮座，

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圆，攻大名府时也是“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金军“所

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锄，开展大规模的攻城炮战，用抛射机将巨石投向大名府城头。

待大名府城头楼橹均被石炮轰击坍塌，守堞士卒无法立足之时，金军“推对楼使登城。

每对楼上载兵八十入，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适逢天气大雾，大名府在救兵不

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金军攻陷。张益谦、裴亿率众迎降，郭永不屈而死。

在河北军事重镇大部分已丢失的情况下，坚守大名府孤城的意义不仅是守卫大名府

城本身，而且关系到南宋整体军事安全。大名府失陷必将影响南宋抗金军事行动。

三大名府失陷对南宋军事的影响

“向者开德、大名、东平三大镇，鼎足丽立⋯⋯以当宋魏之冲”@，大名府失陷后，

南宋所依赖的河北重要军事防线顿失。建炎三年(1129)，金军继续南下扬州穷追宋高

宗，南宋军事形势，“视去冬又为难矣”9。自大名府失陷后，扬州人心不安，皆欲渡江

避敌，南宋朝廷只能重新对纵深江淮防线进行军事部署。起居郎兼权直学士院张守言：，

“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游骑及于济、郓⋯⋯而前同北京失守，再浃始知。

今之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大名府失陷影响了南宋整体军事部署。

金军一时无法渡过长江天险，又遭到淮西军民的袭击，在战线太长，人马疲困的情

况下逐渐向北撤军。宋高宗南逃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决定放

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对长江下游做防御部署，企图固守东南。

建炎二年(1 128)十二月，金兵进攻北京时，刘豫即以其所治之济南府降金。建炎

(明)黄淮、杨j：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碉《章谊奏》。

(宋)陈规：《守城录》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卷删pq八《郭永传》，第13207页。

(宋)陈规：《守城录》卷一。

(宋)陈规：《守城录》卷一。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L，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

(宋)李心传：《建炎以术系年要录》卷--)1．。建炎三年春正，丁戊戌。

(朱)季心传；《建炎以米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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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1129)三月，金朝以刘豫“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

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豫子麟知济南府，挞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①。金军第一

次追击宋高宗失败后，吸取此前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的教训，仍采用以宋人治宋地的方

法，命刘豫节制金朝控制下的黄河以南地区。

另一方面，金军又开始积极部署第三次南下攻宋，仍分三路进军：西路以洛索攻取

长安；中路以兀术直下江淮，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再兵分两路，一路自采石渡江

攻建康，追袭宋高宗于临安，一路自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渡江赴南昌；东路以完颜昌

攻楚州，保证金军战略左翼的安全。金军虽一路攻城略地，但孤军深入，遭到南宋抗战

派将领和军民的强烈抵抗，而江浙水域地区，骑兵不能驰骋，难以持久，金军始终未能

成功追击宋高宗。

金军二次追袭宋高宗失败后，为巩固新占领的河南、江北地区，认为“当援立藩辅，

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圆，此时“济南有渔得鳕者，(刘)豫妄谓神物之应，乃祀之。

有附豫奸党，言北京顺豫门下生禾，五穗同本，以为豫受命之符，于是齐、鲁之间佥附

会为推戴’’@，刘豫以此为契机，贿赂金朝重臣，“挞懒为(刘)豫求封，太宗用封张邦

昌故事”㈤，于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立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

仍号北京”@。刘豫在挞懒等人支持下，被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豫之僭立也，

止用天会之号。是冬，奉国主之命，改元阜昌”@，以明年为阜昌元年，建立起金朝控

制下的傀儡政权。

此前，“北京既破，南军闻豫至，遂闭门杀金兵，后复降豫。至是，诛为首者数十

人于莘县，豫由此不居北京”⑦，伪齐政权建立后，刘豫“复自大名还居东平，以东平

为东京，汴州为汴京⋯⋯张孝纯等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

大名府作为宋朝的陪都，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大名府紧邻黄河，地形

险要，金朝也希望能充分发挥大名府的军事功能。金朝将伪齐国都定在大名府，一方面

便于利用大名府原有的政治、军事基础继续进行统治，另一方面，金朝为控制黄河渡口，

(元)脱脱等：《龠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59页。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宋)宇义懋昭撰、崔文印校证：《人金固志校证》卷三一《齐国刘豫录》，第434页。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朱)字义懋昭撰、崔文印校证：《人金固忠校iiE}卷六‘太宗文烈争帝阴》，第103页。

(霖)宇义懋昭撰、崔文印校证：《人金围j基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第103页。

(元)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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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两岸驻有重兵，并有重臣防守，建都大名府也便于金朝对刘豫政权进行控制。

自此，大名府成为金朝统治中原的军事重镇，其军事地位再次确立，这也是金在宋

朝基础上的沿用和继续。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大名府对黄河南北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

以及其特殊的军事战略位置，利用大名府的军事地位，加强其对中原的控制，同时也便

于金朝以大名府为根据地向更广大地域扩张，大名府实际上成为金朝向南方扩张的军事

大本营。南宋失去大名府军事屏藩，金朝却得以依靠其继续发动军事进攻。“阜昌二年，

豫迁都于汴”国，大名府作为伪齐政权都城的时间虽很短暂，但大名府军事地位却一直

影响着宋金、宋齐之间的战争状态。

四大名府的抗金军事作用

军事与政治互为依托，统治阶级的重视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大名府军事地位是否

巩固。当北宋政权开始腐朽堕落时，其整体军事实力也开始下滑。大名府军事部署也不

可避免的受到宋朝整体军事形势的影响。大名府守臣的军事领导素质亦不复从前，面对

金军的强势进攻只知弃城逃跑，使金军得以多次突破大名府控守的黄河防线，进逼开封

府，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后，北京与东京成为黄河南北两岸军事指挥中心，汇集各地抗金义军为收

复失地做准备。然而在投降派当政的局面下，北京大名府几乎成为河北地区的孤城，最

终被金军玫陷，南宋在河北的军事防线门户大开，不得不重新进行军事部署。

大名府在宋金战争中发挥的军事作用，主要从“失”的方面体现出来，大名府抗金

作用有三点教训可鉴：

1、自北宋末期开始，宋朝统治者就开始产生严重的惧金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影响

下，宋军在抗金战争中节节败退，大名府也不能发挥其拱卫京府的作用。

2、在北宋末年抗金战争中大名府防线已受到严重破坏，然而南宋初年出现较好抗

金军事形势时，宋朝统治者却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重新完善和巩固大名府防线，反而

破坏大名府抗金局面，从而错失重建大名府防线的时机，为后来大名府失陷埋下隐患。

3、南宋朝政腐败、军制僵化、投降派当政。宋朝统治者面对金军进攻只知求和避

让，不重视对大名府军事防御功能的建设，大名府守臣的军事领导素质也大不如前，是

大名府失去军事攻防功能的根源。

1(无)脱脱等：《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第1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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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大名府在宋与辽、金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可以看出大名府军事地位能否有效发

挥，其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军事力量的对抗，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抗，而且是人

力和人心的对抗，军力和经济力都要靠人来掌握。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战争指挥者的军

事素质对大名府军事地位起决定作用。在强调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时，也不能忽视

武器装备、大名府军事地理位置、军制构成等外因的作用，外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

因素。必须在努力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城池防御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统治者的重视

程度、提高指挥者和士兵的军政素质，将内外因相结合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现代化

战争同样适用于这一军事理论。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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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清人顾炎武曾提N-

夫大名者，古之魏也．以其襟带两河，介于山东西之间，故常为天下枢。

至后分割，则魏又为北户，屹然外捍；故魏者，重地也。譬魏于全盛，则人之

夤也，列之则薰于心；其在偏安，则背也，拊之则扼于亢。。

“大名地居冲要，唐以魏博雄都领节镇；宋倚北京重寄遏敌氛?学，唐末五代藩镇

割据时，魏博藩镇即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称雄天下，影响各个政权的更迭。

辽朝攫取燕云十六州后，中原政权失去一道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大名府重要

的军事地位也因此变得更加显著。北宋定都开封，依托黄河天险，大名府控制黄河渡口，

为水陆交通辐辏的兵家必争之地，军事地位显赫一时。大名府凭借本身强大的军事实力

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巩固北宋中央集权，抵御辽、金军队入侵的有力军事屏障。

大名府的兴盛时代主要是在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兴盛原因主要有：一、在经济上，

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大名府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有

丰厚的物质基础，可以支撑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二、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大名府水陆

交通条件都很方便。水运方面，永济渠的兴修使大名府成为运河南部重要的物资中转站，

漳河、黄河在一定时期也可通船至大名府；陆路交通方面，大名府处在河北、河南、山

东交界之处，是三地交通要道，四方辐凑之地：三、大名府在军事上是中原战区的军事

地理中心，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由于大名府地区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各政权的统治

者对这一地区均加以偏重，从而促进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军事上的强大是大名府兴起

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和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大名府战略地位也在发生

升降变化，经历了由胜而衰的过程，其衰落原因主要有：一、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

南移，大名府地区饱受战争破坏，数罹兵患，经济同趋衰落。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大名府逐渐偏离主要交通干线，对战争影响的重要性明显减弱：二、大名府地区是严重

的黄泛区，黄河经常在此决口、改道，毁坏屋舍，严重影响大名府地区的发展。大名府

5
(清)顾炎武：《灭下郡困利柄书》第二册《北直隶中》，第135页。

2火名县县忠编纂委员会编：‘人名县志》，北京：新华jl；版社，2006年版，第830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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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位于漳、卫二河之间，漳河也时常泛滥，宋以后愈益严重。黄河、漳河、御河连年泛

滥，水患不止，损坏府城。黄河改道，御河湮没，大名府的水路交通线已被破坏，逐渐

失去其军事重镇的作用。至明建文三年(1401)，漳、卫两河同时决口，大水漫溢城墙，

大名府城废。清朝时的大名府城因河流毁坏，已经另移新址；三、火药兵器在战争中的

运用，新式火药武器的威力，使城池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火药武器和火炮攻城使守城

方无法长期固守城池，大名府所仰赖的军事地理优势大大减弱。此后大名府逐渐成为路、

府、道、专区治所所在地，其作为国都和陪都的时代成为历史。

唐朝时，李白游魏州，有感于魏州繁盛的景象，赋诗日：

魏都接燕赵，美人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

喧歌钟。天下称豪责，游此每相逢．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未佩，

轩车若飞龙。黄金数百镒，白璧有几双。散尽空掉臂，高歌赋还邛。落魄乃如

此，何人不相从。远别隔两河，云山杳千重．何时更杯酒，再得论心胸。。

清朝时，大名府已由盛而衰，清诗中对大名府兴衰的对比描写已很鲜明，清人孙郁

有诗云：

毕万遗封古大名，三州扼险土田平。山川尽入泰东郡，锁钥曾传宋北京。

白露横空闻木叶，黄花遍地见秋耕。残碑偃卧荒烟里，禾黍西风无限情国；

清人方观承有同样的感慨：

魏公为政地，来问晚香堂。胜迹诗堪纪，斯人道不忘。关河犹古郡，锁钥

剩空墙．五礼虚垂石，三贤远媲芳。曾传莲泛绿，试待酒初黄。企接邦千里，

思倾酒一觞。当时兼镇邺，何处屡移漳。兴寄东篱远，心忧北敌长。从谁评出

处，亦复养柴桑。。

唐、清两朝的诗篇，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大名府兴盛与衰落后的历史变迁。

⋯(唐)李臼：《魏{}l：别另：明府凶北游》，载《全唐诗》卷一七四，李白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奉，1979年版，

第1781贞。

乍(清)孙郁：《天雄怀古》，载《火名县志》，北京：新华H；版社，2006年版，第785页。

画(清)方观承：《遂晚香堂》，载《人名县志》，北京：新华iij版社，20％年版，第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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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文中相关地区及战争略图

(图一：北宋大名府地区地图。出自：谭其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6～1 7页。)



(圈二：宋拒辽三道国防线。出自：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

册，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图三：宋辽君予馆之战概况图。出自：《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



鎏i!尘茎丝塞兰堡圭茎堡篓圣

(图四：宋辽裴村之战形势图。出自：《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

(图五：澶渊之盟时战争形势图。出自：《中国古代史常识·隋唐五代宋元部分》

北京：中国青年出敝社，1984年版，第214页。)



图六：会军第二次侵J匕宋作战形势图。出自：《中国所代战争史》，第十二册。)

图七：余军南侵与来高宗南逃路线罔。出白《；l，固古代生常识·隋唐“代采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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