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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係析論

德明時期 (1UU4∼ 1UB2)

廖 隆 盚

北宋大致完成內部統一後 ,頗欲重振漢唐聲威 ,但攻遼失敗 ,引 發

河朔戰亂 ,接著徵夏州定難節度使李繼捧入朝獻地 ,也因其族弟李綣遷

叛抗 ,宋廷勦撫無效 ,繼遷勢力日大 。宋真宗繼位 ,為 解決西北並擾的

困局乃積極推行弭兵靜邊的政策 。景德元年 (1UU4),宋遼澶淵之盟訂

立 ;西夏方面 ,也 因繼遷挫死西涼 ,其子德明初立 ,威 望未著 ,部族不

穩 ;加 以來遼約和 ,西夏恐陷孤立 ,因 而在宋廷以官爵財利籠絡之下 ,

至景德三年 ,達成和議 。自景德和議至元昊稱帝 ,三 十餘年間 ,宋夏關

係平和穩定 ,貿 易暢通 ,陝 隴人民生活安定 。

訂和之後 ,由於宋廷致力維持信誓 ,加 意財貨賜子 ,籠絡德明 ;非

和約所載 ,也 多從其請 ;並注意約束邊將之邀功生事 ,使兩界蕃部糾紛

或爭耕田土所引起的衝突不致擴大 。西夏在財貨賜子及貿易利益的滿足

下 ,也願意棄戰烏和 ,稱 臣受封 。雖 自帝於國 ,對 宋仍表尊崇 ,有邊

爭 ,亦 能與宋廷直接交涉 ,而 少逕行抄掠報復 。

但宋朝專意與西夏維持和平 ,卻對西夏向河西的攻略缺乏警覺與積

極防制 ,以 至一向親附未朝 ,可 以牽制西夏 ,保持宋朝在河西走廊影響

力的涼州吐蕃 、甘州回紇相繼為西夏所吞併 。至傾向尊宋 ,貿 易烏利的

德 明去世 (lU32),稱 帝 自主強於經濟考量的元昊繼立 ,更 席捲瓜 、

沙 、肅各州 ,統有整個河西走廊 ,威 望大增 ,遂稱帝建國 ?而 宋朝時值

承平 ,「 天下全盛」 ,故立即採取強烈措施 ,削 賜姓 、絕貿易 ;欲藉元

昊之叛 ,乘機滅夏 ;於是西北戰爭爆發 ,三 十餘年和平破毀 ,宋夏關係

轉進另一階段 。

關鍵詞 :西夏 李德明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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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北宋王朝建立後 ,在太祖君臣的經營下 ,已平滅各地主要割據政權 :太宗繼

位不久 ,吳越獻國 ,漳泉納土 ,進而兵滅北漢 ,至此趙宋王朝大致完成了中國內

部的 「統一大業」。但太祖 、太宗兄弟的雄圖並非僅止於此 ,他們對傳統中原威

服四夷 ,進而重振華夏威靈還抱有強烈的使命感 ,所以太祖滅南唐 ,強調 「天

下一家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l。

太宗也自言欲 「踵百王之末」 ,「 以致承

平」。然而 「欲申天討」
2,收

朔漠為版圖的伐遼戰事一再失敗 ,反而引發契丹

反擊 ,兩河頻遭寇掠 ;另外 ,徵西夏李繼捧入朝獻地亦引起李繼遷的叛抗 ,宋軍

勦撫無效 ,西北騷擾 。

總之 ,宋朝至春滅北漢之後 ,國威軍力即告衰退 ,對外攻勢皆告挫敗 ,不但

重振漢唐聲威的雄圖落空 ,反而有西北交侵 、威脅帝國生存的危機 。因此 ,太宗

末年 ,朝臣反戰論漸起 :轉與契丹謀和 :真宗繼位 ,更是和議盈廷 ;真宗亦表示

「當屈節為天下蒼生」
3。

故景德元年 (lUU4)契丹大舉南下 ,真宗在 「深念西

鄙」
4中 ,雖鼓勇禦敵 ,卻很快訂立歲幣買和的澶淵之盟 ,宋遼從此維持了百餘

年的和平 。

澶淵之盟訂後 ,宋朝河北解嚴 :但西北方面 ,李繼遷叛抗二十餘年間 ,既復

五州 ,又陷靈武 ,據朔方 ,勢力擴張之速 ,已成宋朝新的大患 。華而是年 ,李

繼遷往攻西涼 ,中伏受傷去世 ,其子德明繼立 ,厭戰的宋廷乘機招納 ,至景德三

年 (lU06)宋 夏和議亦告成立 ,宋封德明為西平王 ,給節度使俸 。至此宋真宗的

綏靖弭兵政策全面實現 。此後宋夏和平維持到西元 lU38年 ,始因德明之子元昊

稱帚而告破毀 ,這也是德明死後六年的事 。由於元昊以後 ,宋夏糾紛不息 ,戰爭

時起 ,因此德明在位期間是宋夏唯一長期穩定的和平時期 。這大約三十年間 ,不

但對宋帝國的文化經濟發展俾益甚大 ,與元昊稱帚建國基礎的奠立也有密切關

係 :而此間題尚未見史家深入探討 ,本文之作 ,即擬就文獻所及 ,於宋夏和議之

l 明.陳邦蟾 《未史紀事本未》 ,台 北三民書局 ,1973;卷 6,頁 η 。
2 元 .脫脫等 《宋史》 ,台 北甚文印書館影印武英殿版 ,19ω ;卷 的1,〈 渤海國停〉,頁 2。
3 宋 .李 燾 ,《錢資治通鑑長編》 (以 下簡稱長編 ),台北世界書局影印本 ,1964;卷 聑 ,頁 15。

4 《長編》 ,卷 SS,頁 4。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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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走
.n.寺 期日(lUU4∼ 1U32)男日及另民了系市斤論

背景與內容加以分析 ;並探究三十年間宋夏和平關係的基礎 ,及蘊含之間題 。

二 、宋夏景德和議的訂立

由於宋師不振 ,對李繼遷的叛擾無法制服 ,加以契丹的寇掠 ,宋朝面對西北

交侵的威脅 ,故真宗繼位後 ,宋廷即形成與遼夏:耳兵為和的西北政策 。所以景德

元年 (lUU4)正 月李繼遷死 ,宋廷得訊 ,即賜詔德明 ,令審圖去就
5:鄜

延鈐轄張

崇貴又於三月移書夏人 ,「 喻以朝廷恩信 」
‘;四 月問 ,更屢次奏請真宗派大臣

赴邊主持議和 ,並於邊境預築盟台備用 ;可見此次和議實出宋廷主動 ,而張崇貴

則為心切謀和積極奔走之主要人物 。而宋廷顯然也急於收拾西北戰局 ,隨即任命

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主持其事
7。

西涼潘羅支建請宋朝

出兵夾攻西夏 ,宋廷也回稱 「繼遷已死 ,尚未殯葬 ,所以未欲討除」
8而

明示消

極 。

但德明對宋人的謀和反應並不積極 ,僅致書張崇貴 ,報稱繼遷未葬 「難發表

章 ,請俟釋服稟命」
’
。另一方面則迅速主動遣使告哀於契丹 ,旋即又專使向契

丹 「上繼遷遺物」
1U以

示忠誠 ,並得到契丹專使弔慰的回報 。又進而聯合親西

夏的吐蕃部落 ,襲殺潘羅支 ,攻取涼州
Ⅱ ;宋夏邊境也仍有小規模軍事衝突

m

。可見德明初立 ,仍採取親倚契丹 ,擴展勢力的政策 。對宋朝的謀和並不積極

表態 。

宋夏之間 ,這種和戰不定的局面到景德二年夏 ,忽然急轉直下 。德明於這年

六月主動遣王旻為專使 ,奉表入宋 「請求納款」
13。

宋真宗大喜 ,不但厚賜王

旻 ,命專使持詔赴夏 ,賞給德明甚厚 ;並即宣示邊境 「德明歸款 ,河西諸蕃各守

5 我錫幸 ,《 西夏紀》 ,台 北華文書局影印本 ,1969;卷 4,頁 l。

6 清 .吳 廣成 ,《 西夏書事》 ,台 北廣文書局影印本 ,1969;卷 8,頁 3。

7 《長編》 ,卷 %,頁 1l。      ﹉

8 《宋會要》 ,〈 方域部),卷 m,頁 19。

9 《西夏書事》 ,卷 8,頁 3。

lU 《遼史》 ,〈 聖宗本紀)。

l1 《宋史》 ,卷 192,〈 吐蕃傳)。

12 《寒史》 ,〈 真宗本紀〉;《 長編》 ,卷 %;《 宋史》卷的2,〈 吐蕃傳〉;《 遼史》 ,卷 12

〈聖宗本紀);《長編》 ,卷 ” 。
13 《宋史》 ,卷 姻5,(夏國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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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
14。

自此西北局勢獲告緩和 ,轉而進行和議條件的折衝 。

對於德明忽然改變態度 ,與宋謀求和解的原因 ,傳統解釋甚為單純 。司馬光

<涑水記聞 >說這是繼遷的遺命 ,要德明歸宋 ,謂 「一表不聽 ,則再表 ;雖累百

表 ,不得請不止也」
15。

這種說法宋代史家 ,《長編》作者李講已加以質疑 ,

認為在宋朝多方招喻下 ,繼遷死後幾乎三年 ,夏人才受撫和談 ;此說顯不可靠 ,

乃德明託詞而已
1‘

。但李氏對德明受撫的原因亦未進一步解釋 。大陸研究西夏

的學者李蔚認為此次宋夏和談並非偶然
η

。其原因除宋廷決心和議外 ,西夏方

面有三因 ,他同意司馬光的說法 ,認為這是李繼遷死前確立的方針 。其次他採長

編所載 ,夏州教練使安晏降宋 ,言 「賊境艱窘 ,惟劫掠以濟」 ,「 常不聊生」
砪

。即西夏因久戰艱因故而向宋朝求和 。第三則是據宋史畢士安傳所論 ,因宋遼訂

立澶淵之盟 ,「 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 ,隨亦內附」
1’

。也就是宋遼訂和 ,使西

夏失去聲援 ,如繼續對宋戰爭將陷於孤立之境。

李氏所舉三因 ,司馬光之說 ,宋人已辨其難信 ,故可不論 。而夏境艱窘之

說 ,亦不符實情 。查夏州教練使安晏原為漢人 ,轉而投宋 ,所言本難盡信 ,且其

降宋事在真宗咸平六年 (lUU3),時 李繼遷攻佔靈州 (寧夏靈武 ),改稱西平

府 ,建以為都 。真宗為靜邊息民 ,又割還西夏原有之綏 、宥諸州 ,表籠絡之意
如

。西夏此際可說兵力正盛 ,地盤擴張 ,物資條件得以改善 ,若確以困窘 ,難以聊

生 ,繼遷何以未乘宋朝厭戰 ,割地籠絡的機會罷兵議和 ,反而遠攻西涼 ,惹起新

的戰爭 。故以西夏困窘為德明轉而和談之因 ,亦不可採 。至於澶淵之盟的影響 ,

則顯然是較合乎史實的推論 ;蓋遼聖宗大舉南攻在景德元年間九月 ,而十二月 ,

澶淵之盟訂立 ,遼軍撤退 ,德明便於次年六月主動派遣專使赴宋 ,請求 「納款」。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邊境衝突既告停止 ,德明且頻頻遣使入貢於宋
封 :一反前

此對宋冷淡的態度 。顯然由於宋遼戰爭停止 ,西夏如不與宋改善關係 ,繼續軍事

14 《宋史》 ,卷 7,〈 真宗本紀〉。
15 《長編》 ,卷 %,頁 h。 《未史》 ,卷 妳2,〈 向敏中傳)同 。
% 《長編》 ,卷 拍 ,頁 Ⅱ 。
17 李蔚 ,〈 略論李德明),《西夏史研究》,字夏人民出版社 ,1989。

18 《長編》 ,卷 55,頁 1l。 咸平六年九月。
19 《宋史》 ,卷 困1,〈 畢士安傳),頁 η 。
∞ 《西夏書事》 ,卷 7,頁 3-12。

21 《西夏紀》 ,卷 4,頁 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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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連 月月日告其月(1UU4∼ lU32)宋及月日1系 巾千言侖 .5.

對立 ,宋可專力對夏 ,西夏既無勝利把握 ,且將陷於孤立的不利情勢 ;與宋訂

和 ,不但能解除困境 ;而且可從容消化新得之地 ,並爭取優惠條件 ,取得經濟利

益 。

但欲理解德明前倨後恭的轉變 ,除澶淵之盟訂立的影響外 ,吾人不可忽略還

有一個重要因素 。即在西夏迅速擴張之際 ,李繼遷驟卒 ,德明新立 ,由於威望未

立 ,基礎不固 ,「 蕃族多懷觀望 」
”

。而宋夏衝突時 ,宋朝為削弱西夏勢力 ,

常以官爵財貨之利 ,招誘附夏蕃部來歸 。如景德元年正月 ,宋廷詔云 :

詔諭靈夏綏銀宥等州蕃族 ,旺善 、旺威 、龐洋 、偷布安 ,鹽 州李文信 ,萬

子都虞侯及都軍吳守正 、馬幹等 ,能 率部下歸順者 ,授 團練使 ,賜銀萬

兩 ,絹 萬匹 ,錢五萬緡 ,茶五千斤 ;其 軍主職員外郎將校補賜有差 ;其 有

自朝廷叛去者 ,並釋罪甄錄
”

。

即在宋朝這種招誘策略下 ,不少蕃落轉而棄夏投宋
留 °為安定內部 ,以免

這種情勢惡化 ,應該也是德明轉變態度 ,積極與宋朝進行和談的重大原因 。否

則 ,就遼夏關係而論 ,契丹雖與宋訂和 ,卻也在德明請求下
筠 ,在景德二年七

月遣使朋封德明為西平王
%,雙

方繼續維持宗藩的關係 。所以至少西夏在政治

上是不會陷於兩面受敵的困境的 。

西夏對宋議和雖轉趨積極 ,但其條件與宋廷的要求卻相去頗遠 。在真宗要招

撫德明時 ,其構想是要德明歸還靈州 ,解散擴增的軍隊 ,還居夏州 ,而恢復其節

度使的職銜
η

。也就是要西夏放棄新佔之地 ,回到宋初的陝北五州轄地 ;這當

《西夏書事》 ,卷 8,頁 8。

《長編》卷珀 ,頁 5,景德元年正月戊午條 :

據 《西夏紀》所載 ,繼遷死後 ,其 部將或索項蕃落叛夏投宋者 ,二年之間即有多起 :

(● )景德元年六月 ,絓遷部將都尾等率其屑叛附於宋。
(2)景德元年六月 ,西 延家妙俄熟魏放大族叛附於未。
(S)景德元年十二月 ,德 明孔日官何怎叛歸於宋。
(4)景德二年四月 ,熟戶旺家族擒 (西夏 )軍主一人以獻於宋。
(5)景德三年五月 ,(西夏 )白池軍主潛輸軍情於宋 ,宋 降詔撫諭 ,賜錦袍銀帶 。
(6)景德三年六月 ,熟戶潘係薛等復叛歸宋。
(7)景德初 ,綏 州蕃部指揮色木結皆以等附宋。

(西 夏紀 ,卷 4,頁 z114)

《西夏書事》 ,卷 8,頁 8。

同註筠 ,頁 lU。

《長偏》 ,卷 珀 ,頁 4。

眳眳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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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難為德明所同意 。後來宋廷提出許德明以定難節度使 ,封西平王 ,賜金帛緡錢

各四萬 ,茶二萬斤 ,給內地俸 ,聽回圖往來貿易 ,開放青鹽禁令 ,共五項條件 ;

而要求德明歸還靈州 、朔方 ,只居平夏 ,遣子弟入宿衛 ,送還掠去官吏 ,盡散蕃

漢兵及質口 ,邊境糾紛稟朝 旨裁決等七事
m。

顯然宋朝想以財貨貿易利益及王

爵榮寵 ,換取軍事挫敗失陷的土疆 。但西夏經繼遷二十年爭戰 ,疆土大擴 ,羽翼

已豐 ,焉有放棄戰果 ,自 解武裝 ,退居一隅之理 。所以德明除繼續聯結契丹外
”

,對宋則一面頻頻遣使入貢
3U,穫

取利益 ,並減敵意 ,表示忠誠 :一面則在疆

土與軍事的條件方面堅不讓步 。

由於宋夏和議僵持不決 ,宋朝部分邊將主張採強硬手段 ,乘機進攻西夏 ,如

知鎮戎軍曹瑋就力主用兵以免後患 ,他說 :

繼遷擅河南地 ,二十年兵不解甲 ,使 中國有西顧之憂 ,今國危子弱 ,不 即

捕滅 ,後 更強盛不可制 。願假臣精兵 ,出 其不意 ,擒德明送闕下 ,復河西

烏郡縣此其時也
m。

另外涇原儀渭都黔轄秦翰也建議出兵擊德明 ,真宗雖一意罷兵 ,故對主戰派

之論皆不採納
跑

。但也擔心沒適當約制 ,恐 「德明變詐難信 ,儻務姑息 ,必貽

後患」
竻 °致如何成議 ,仍頗遲疑 。相對的 ,主持和議的向敏中 、張崇貴則主

張讓步 ,放棄靈州的索討
銘 ;而曾任太宗朝樞密使的河陽節度使王顯更勸真宗

「許德明稱籓 ,不須納質 」 ,並 「通青鹽以濟邊民之用 。」
竻

在上述和戰議論

中 ,曹瑋 、秦翰皆為武將 :而王顯 、向敏中 、張崇貴為文臣或內侍 。可見對景德

宋夏和議 ,明顯是文臣主和而武將反對 。即在主和文臣的影響下 ,真宗逐漸放棄

堅持 ,既不要求德明歸還靈州 ,也不須回居平夏 。最後乃以 「遠方之俗 ,本貴羈

縻耳 。」為由 ,同意以 「不許回圖貿易 ,不放青鹽入境 」為條件許德明免派 「子

弟入宿衛 」 。而且還表示 「異時德明如有懇請 ,則 (青鹽 )當令榷場量定分數收

必 《宋史》 ,卷 伯6,〈 張崇子傳),頁 19。

” <西夏書事》 ,卷 8,頁 l1。

3U 參見 《西夏紀》 ,卷 4,頁 &佗 。
m 《宋史》 ,卷 巧8,〈 曹瑋傳),頁 8。

笓 《西夏紀》 ,卷 4,頁 IU-l1。

33 《長純》 ,卷 “ ,頁 1。

銣 <西夏記》 ,卷 4,頁 9。

竻 《長編》 ,卷 a,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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漉明時期 (lUU4∼ 1UB2)宋及加了系市斤言侖 .7.

1亍 」  
‘
 
。

德明以新拓疆土得宋朝承認 ,在名義上雖稱臣受封成為屬國 ,經濟上卻獲取

相當利益 ,條件已可滿意 ,始於景德三年九月遣使進誓表於宋 「晢立功效」
”

。次月 ,宋廷亦以張崇貴為專使 ,封德明為 「西平王」 ,定難軍節度使兼侍

中 ,給俸如內地 ,賜銀萬兩 ,糸肙萬匹 ,錢二萬貫 ,茶二萬斤
3s。

至此 ,折衝三

年餘的宋夏和議乃告成立 。而在折衝過程中 ,我們也可看出宋人經近三十年西北

並擾的折騰後 ,確已謀和心切 ;故只要西夏願意稱臣受撫 ,其他條件和財貨的賜

與可以一再讓步 。西夏方面除了疆土 、人質不可退讓 ,至於稱臣以換取經濟利益

是可以接受的 。這種差異正顯現出中原華夏政權重視君臨四裔的名分甚於經濟的

考量 ,而畜牧社會為主的西夏則願意為經濟的利益作政治名分的退讓 。

三 、景德和議後宋夏和平關係的分析

景德和議訂立後 ,宋夏維持了三十餘年穩定的宗藩關係 ,「 朝聘之使 ,往來

如家 :牛馬駝羊之產 ,金銀繒帛之貨 ,交受其利」 ,「 塞垣之下 ,逾三十年 ,有

耕無戰 」
3’

。所以這段期間的西北和平歲月是宋夏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的黃金時

期 。但這種穩定關係的維持 ,並非偶然 ,而是有其主客觀條件的 。首先須要重視

的是真宗與德明兩統治者對和平關係的信心與慎重處理邊境糾紛的態度 。

和議初訂 ,宋廷即宣告沿邊解嚴 ,「 緣邊屯戍 ,量留步兵 ,餘悉分屯河中

府 、鄜州 、永興軍 ,以就芻粟 」
的

。對這種措施 ,部分邊將認為邊防不可無

備 ,頗表反對 ;真宗皆以為過慮 ,不改決策
姐 °而部分邊臣仍思立功 ,私行招

誘蕃部來附 ,宋廷特命不得接納 ,以免生事
佗

。主持和議有成的張崇貴建請擇

派大員 ,許以便宜 ,處理疆場之事 ,以防德明利用來往貿易 ,別有他謀 ,真宗也

“ 《長編》 ,卷 “ ,頁 19。

釘 《長編》 ,卷 “ ,頁 4。

SS 《西夏紀》,卷 4,頁 14。

a9 范仲淹 ,〈 范文正公無〉卷9,頁 %。
的 《長縞》 ,卷 “ ,頁 5。

姐 《宋史》 ,卷 邠3,〈 孫全照傅),頁 1U。

砲 《宋史》 ,卷 φ1,〈 索項傳),頁 H。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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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西鄙寧靜 」 ,「 增置官屬 ,徒為張惶 」 ;不予採納
仍 °連宋朝邊境官員

開濬壕塹 ,以遏阻走私活動 ,德明請求停止 :真宗 「方務綏納 」 ,也詔 「罷其

役 」
“

。並依誓約 ,禁絕緣邊築移砦柵
的 °甚至西界兵馬入界追逐蕃部 ,真宗

也要求邊將稟報朝廷 ,不許擅自處理 。長編景德三年十一月癸卯條 :

邠字環慶都部署孫全照請令張崇貴嚴戒德明 ,白 今蕃部歸投諸州者 ,無得

入境追逐 。上曰 :德明族帳繼有歸投者 ,德 明雖遣人騎追逐 ,未嘗敢入境

也 ,若從全照所奏 ,恐致危疑 。乃命全照 ,如德明果遣人騎入境 ,則 具以

毋司 4‘  。

至於平常節慶 ,宋廷更不惜額外賞賜以示榮寵 。如大中祥符七年 (1U14),

真宗謁老子於太清宮 ,特加德明 「宣德功臣」名號 :天禧三年 (lU19),又因郊

祀 ,加 「崇仁功臣」名號
η

。仁宗即位 (1飽3),又加 「尚書令 」
姻

。每加恩贈

官 ,皆賜予豐厚 ,襲衣 、金花 、銀沙 、羅盆 ,合銀動輒千兩 ,另有錦彩千匹 ,銀

鞍勒馬
妙 °夏境如逢荒歉 ,宋朝也特許西人市糧

m。

另外 ,遇有喪慶之事 ,宋廷也殷切存問 :如德明母死 ,宋廷聞訊 ,即遣專使

前往弔問致奠
m;夫

禧三年 (lU19),德明又以母喪入告 ,雖為繼母 ,真宗仍再

遣使前往弔贈 、致祭
兒

。而宋修章穆皇后園陵 ,德明也獻馬以助
“

。如遇宋朝

郊祀 、東封 ,德明更不忘乘機貢獻 ,以邀賞賜 ,兼表忠誠
弘

。

其次 ,經濟因素方面 ,西夏財貨利益的滿足 ,也是雙方和平關係的重大基

礎 。蓋西夏在生產上 ,是黨項族畜牧為主與部分漢人農耕的經濟型態 ,其手工業

用品及生活物資的取得 ,仰賴中原農業社會甚深 ,而除了 「賞賜」之外 ,透過和

43

44

45

46

47

48

5U

51

52

53

54

《長編》 ,卷 “ ,頁 7。

《長編》 ,卷 91,頁 lU.
(西夏紀》 ,卷 4,頁 18。

《長編》 ,卷 “ ,頁 8。

《宋史》卷¢s5,(夏 國傳上〉,頁 12。

《宋史》 ,卷 姻5〈 夏國傳上〉,頁 14。

《長編》 ,卷 曲 ,頁 8。

《長編》 ,卷 “ ,頁 1l。

《長編》 ,卷 兜 ,頁 4。

《宋史》 ,〈 夏國傳上〉,卷 姻S

《西夏書事》卷9,頁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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漉明時期 (1UU4∼ 1U32)宋 及朋係析論
.9.

平貿易交換有無 ,當然是最理想的方式 。故和議訂定 ,德明即頻頻入貢
“

。貢

品主要為畜產之馬與駱駝 ,宋朝則回賜大量之器幣及襲衣 、金帶等統治者生活用

品
%。

且貢使除在開封正當貿易外
田 ,又往往沿途以馬匹與百姓交易 ,或非法

販賣私物 ,逃避商稅
兒 °而貢使入宋貿易 ,本為和約所不載 ,但真宗在滿足於

西北烽火平息的心理下 ,也不予計較 。德明似乎也瞭解宋廷的態度 ,在和約初訂

的次年就請求 「因進奉使赴京市所需物 」 ,並得到真宗迅速的同意
”

。對於貢

使沿途私市逃稅擾民的問題 ,真宗起初還下詔約束
ω ,後來也表示 「戎人遠

來 ,獲利無幾 」不加強防止
a。

反而擔心德明貢使所過州軍 ,官吏犒設簡慢 ,

「遠人慕義 ,接不以禮 ,恐生慢心」 ,特別下詔告誡
ω

。

而在宋夏之間 ,更重要的商業活動則為邊境的榷場貿易 。景德和議的內容原

無榷場貿易的約定 ,但德明一方面頻頻貢獻 ,以示忠順 ,一方面則在經濟利益

上 ,不斷要求 。故和議訂立的次年 ,德明就向宋朝請求比照宋遼邊界 ,於保安軍

設立榷場供蕃漢貿易 ,真宗也未計較德明在和議時的頑強態度 ,迅即同意
“

。

這種邊境榷場的貿易貨品頗為繁多 ,當時宋朝規定 :

(西夏 )以馬 、駝 、牛 、羊 、氈毯 、甘草易繒帛 、羅綺 ;以 蜜臘 、屏香 、

毛褐 、羱羚角 、碙砂 、柴胡 、棕蓉 、紅花 、翎毛易香藥 、瓷漆器 、姜桂等

物 ;非 官市者 ,聽與民交易
“

。

顯然榷場貿易分官市與民間交易兩部分 ;西夏以主要畜產及山林特產交換

宋朝的絲織品 、香料 、瓷漆器等 。可見重要貨品的交易宋朝幾皆收為國營 ,此外

才許民間貿易 :這也顯示宋廷處理商業或國際貿易也以財政的目的為主 。

“ 從景德三年五月至景德四年九月 ,年餘之間 ,德 明入貢 ,見之史或者 ,即 有九次。詳見 《西夏

紀》卷四各條 。
珀 《長編》 ,卷 “ ,頁 6。

田 《西夏書事》卷lU,頁 l。

兒 《長編》,卷 s3,頁 14。

” 《長編》 ,卷 “ ,頁 6。

m 《西夏苦事》卷9,頁 13。

a 《長編》 ,卷 路 ,頁 14。

U 《西夏書事》卷9,頁 12。

“ 《宋史》卷186,頁 ” 。
64 同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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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西夏對貿易的強烈需求 ,德明不久又請增設榷場於麟州
‘5,並

要求宋

朝採購夏境的特產青鹽
“

。真宗雖然都沒有答應 ,但國境交錯 ,並無明顯天然

疆界 ,邊禁不易 ,蕃漢人戶 「其親族在西界輒私致音問 ,潛相貿易 ,夏人因以為

利 」
ω

。所以隨著和平 日久 ,事實上沿邊走私貿易已逐漸猖獗 ,真宗對此也不

太在意 ,如大中祥符二年 ,河東奏報 :

麟 、府州民多齋輕貨於夏州界 ,撞立榷場貿易 ,望 許人捕捉 ,立 賞罰勸

之 。上曰 :聞 彼岐路艱險 ,私相貿易 ,共數非多 ,宜令但準前詔 ,量加覺

察可也
m。 ′

而且到了天聖年間宋朝還增設了鎮戎軍榷場與拜代路和市
ω ,使兩國邊界貿易

範圍大為擴展 。也由於榷場貿易的日趨擴大 ,與走私的盛行 ,西夏的物資需求容

易滿足 ,因而德明貢使入京的次數相對大為減少 。話雖如此 ,宋朝對西夏的貿易

願望也不是有求必應的 ;如青鹽為西夏特產 ,宋朝為對付繼遷 ,自太宗淳化年間

即禁止入境 ,景德議和 ,因德明不願送子弟入質 ,也未開放其禁 。德明曾對此表

示 「誓立功效 ,為他日賞典」
’U:但

後來德明數次請求通市青鹽 ,宋廷卻因顧

慮青鹽入口會影響國營 「解鹽」銷路 ,始終不肯放行
π

。此外 ,軍器 、銅鐵 、

錢幣 、書籍也因涉及國防 、財政或機密 ,皆禁止出口
η

。至於西夏如果自行設

置榷場 ,招徠蕃漢前往貿易 ,宋朝也會加以制止
’3。

這顯示宋人對兩界貿易並

非以經濟觀點處理 ,不但有強烈的財政考量 ,而且將其作為政治運用的手段 :所

以對雙方貿易要維持主動操控 ,不容放任 。

《長編》卷θ ,頁 1。

《長編》卷“ ,頁 17。

《西夏苦事》卷lU,頁 2。

《長編》卷” ,頁 16。

拜代路和市設於仁宗天聖四年 (1蛇6),見 《長編》卷 1U4,頁 4。 鎮我軍榷場設於何時 ,未見
史籍明我 ,但 《未史》卷 186,〈 互市舶法 )頁 節云 :「 天聖中 ,陝 西榷場二」 ,(元 昊稱
臣)度曆六年 ,復為置場於係安 、鎮我二軍」。故可推定鎮我軍榷場的增設當在天聖年間。
《宋史》卷伯6,〈 張崇貴傅〉 ,頁 卸 。
參見拙稿 《未夏關係中的青白盎問題》 ,〈 食貨復刊 )5卷 ,1U期 ,1974;頁 14。
宋朝封錢幣出口之禁 ,見 《宋史》卷18U,(食資志〉 ,頁 3.軍器之禁見 《西夏書事》卷9,
頁9。 鋼鐵之禁見 《宋史》卷 185,<食資志〉,頁 l1。 書籍之禁見 《宋會要》 〈食貨部〉 ,

卷3s,頁 困 。
《西夏書事》卷 1U,頁 2。

？

？

�粘

？

�紻

絇紬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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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宅月用日告其月(1UU4∼ lU32)宋 及月民了系市斤言侖
. 11 .

當然 ,西夏為維持和平帶來的貿易利益 ,也甚為重視對宋朝的來往 。適時貢

獻外 ,為表禮重入夏的宋朝使節 ,德明特建館舍於綏 、夏二州 ,以便接待 ,「 使

至必遣親信重臣郊迎道左」
π

。並表示對宋使之來 ,深感榮寵
巧

。

總之 ,由於德明時期與宋朝長期和平貿易 ,西夏經濟國力的累積獲益甚大 ,

不但改善蕃漢生活 ,且 「積貲財無算」
%,更

為元昊的稱帚建國事業奠下重要

的物質與文化基礎
η

。

當然宋夏之間 ,和平貿易之外 ,也有不少磨擦發生 :其中比較常見的是西界

蕃落投宋引起的糾紛 。蓋景德和議 ,規定 「兩地逃民 ,緣邊雜戶 ,不令停舍 ,皆

俾交還」
你

。也就是兩界逃民 ,彼此不得收容 。但真宗對德明採 「恩撫」政

策 ,反對之邊將 、大臣不乏其人 :如吏部尚書張齊賢謂西夏得銀夏 ,吞靈州 ,

「奸威愈滋 、逆志尤暴」 ,可能將乘機進攻河西 ,宜 「委大臣經制其事」
’’

。

尤其知鎮戎軍曹瑋更輕視德明 ,力主用兵 ,復河西為郡縣 ,免遺後患
sU。

這些

主戰論雖不為宋廷所用 ,但主辦和局的向敏中 、張崇貴相繼離職 ,因而在強硬派

主邊的影響下 ,邊吏往往私自招誘西界蕃落投宋 ,邀功生事 。甚至放縱邊戶酋豪

侵居西界 。如大中祥符六年九月 ,西界旺家族投宋者數族
田 :八年四月 ,又有

西夏官員兩人叛投環州 ,引起西夏千餘騎攻打慶州 ,以為報復
跑 °為此宋廷還

賜詔撫慰 。天禧三年 (lU19),又 因邊將處理失當 ,夏人與宋軍戰於柔遠砦 ,殺

傷頗眾 ;真宗特遣大臣前往安撫 ,其事乃平
s3。

而和平日久 ,雙方邊禁漸弛 ,兩界蕃部因細故互相仇殺造成的糾紛亦多。嚴

重者如天禧四年正月 ,宥州羌臘兒率眾劫延州熟戶羊魏族 ;宋逸將出兵準斬臘

兒 ,「 果七十餘級 ,奪馬三百餘匹 ,餘眾悉禽」
帥

。夏人不甘示弱 ,果
胖六月

π 《西夏書事》卷9,頁 l。

巧 《長偏》卷“ ,頁 12。

% 《西夏書事》卷ll,頁 ll。

99 參見 《未史》卷碅5,〈 夏國傳)上 ;及 《長縞》卷139有 關各條。
9S 《長編》卷Bs,頁 1U。

99 《宋史》卷%5,〈 張齊賢傅〉頁】U。

SU 《宋史》卷巧8,〈 曹瑋傅〉頁巧 。
81 《宋史》卷那U,〈 女項傅〉頁16。

跑 《西夏記》卷5,頁 lU-l1。

S3 《長編》卷9s,頁 4。

帥 《長編》卷%,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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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人騎入掠延州熟戶
“

。又如仁宗天聖元年 ,西夏軍主蘇爾格威叛附於宋 ,

不久德明部落亦來攻宋平涼 、方渠等地
跖 °另外比較值得注意的糾紛是西夏對

邊境耕牧土地的爭持 。如大中祥符五年 ,德明以延州黑林平地原為夏境 ,為宋熟

戶侵佔 ,請求處理
田 °宋廷不允 ,德明還特遣專使入京陳述叩

。又如大中祥符

三年 ,延州熟戶明愛侵據綏州地界 ,德明以兵來爭 ,與宋邊戍兵衝突 ,釀成事

端 。後德明上表申訴其事 ,真宗察明其事 ,令明愛等退回宋界 ,其事乃平
B’

。

這些衝突一方面顯示畜牧族重視人口爭奪及兩界蕃部糾葛的宋夏關係特性 ;一方

面也可從西夏對耕牧土地的爭取 ,看出在和平安定時期 ,西夏農業逐漸發展的徵

象 。

宋夏這段時期 ,各種糾紛雖層出不窮 ,但以和平貿易為基礎的宗藩關係仍能

維持穩定 ,推究其基本原因 ,乃宋廷與德明皆珍視和平關係 ,故能慎重交涉 ,避

免衝突擴大 。如宋朝捕獲西界問諜 ,法當處死 ,真宗令交德明處理
’U。

天禧年

間 ,幾次相當嚴重的邊境軍事衝突 ,宋朝也抑制邊臣的反擊衝動 ,而採取安撫 ,

警戒的一般措施來對應
射

.° 乾興元年 (l笓2)宋環州屬羌巡檢慶香殺害供奉官胡

寧 ,率其本族三百餘帳投夏 ,宋朝也僅招還部分羌戶 ,沒有強烈反應
呢

。天聖

三年 ,宋廷為杜絕蕃戶叛投造成的糾紛 ,還特再申令涇原一帶 ,「 自今有內附

者 ,非先陷蕃軍民 ,邊吏勿得受」
’3。

其後 ,德明以蕃部逃入漢界來告 ,宋廷

也指示邊臣盡量遣還
卿 °西夏方面 ,對於邊界各種磨擦 ,亦能克制 ,維持基本

的善意與互信 。如天禧四年 ,西界蕃落攻劫延州熟戶 ,被宋軍擒殺甚多 ,德明亦

未進行報復 ,使此事件平息
%。

大中祥符年間 ,德明爭綏州土田 ,又請市青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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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鎢》卷%
《西夏記》卷 5

《西夏記》卷 5

《長縞》卷99

《西夏記》卷 5

《長編》卷7I

參見註81,S3
《長編》卷∞

《長編》卷 1U3

長編》卷1U5,

<長編》卷%

頁 19。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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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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漉明時期 (lUU4∼ 1U32)宋 夏用係析論
. lS .

鹽 ,宋朝皆據誓書所載 ,加以回絕 ,德明亦不再請
%。

天聖三年 ,宋環州羌

亂 ,羌首實布格等求援於夏 ,德明不應 ,羌亂遂平
’’

。

四 、宋夏關係新危機的蘊釀

景德和議後 ,在宋廷靜邊息兵的政策下 ,注意約束逸將 ,避免衝突 ,且於物

資爵銜上 ,加意籠絡德明 。德明則基於財貨利益的需求 ,以及為鞏固所屬蕃落的

向心力 ,強化對新得廣大領土的統治 :也採取一面倚結契丹 ,一面示好宋朝的政

策 。故德明時期 ,宋夏邊境雖有局部軍事磨擦 ,皆能幀利化解 ,雙方長期維持穩

固的和平貿易關係 。但西夏在交好宋遼的同時 ,並沒有忘情於河西走廊的經略 。

五代宋初的河西走廊 ,甘州 (張掖 )以西為回紇勢力 ,涼州為吐蕃所據居 。

宋初由於先內後外的統一戰略 ,以及仰賴西北蕃供應馬匹 ,故對河西諸蕃向採羈

縻懷柔政策 ;河西諸部亦以馬匹貿易之利 ,心向宋朝 。但李繼遷崛起 ,勢力漸大

之後 ,即垂涎河西水草豐美以及中西交通商路的價值 ,積極進圖 ;而河西諸部基

於經濟的考量 ,多傾向結宋抗夏 。宋朝為利用這種情勢 ,也曾有聯蕃攻夏的計

劃 ,但由於對吐蕃心存疑慮 ,聯合軍事行動終未實施
兜
﹉°而李繼遷卻於咸卒六

年 (lUU3)主 動大舉進攻西涼 ;幸而西涼吐蕃六谷族大酋潘羅支詐降伏擊 ,李繼

遷敗死 ,西北新局乃現 。

繼遷死後 ,潘羅支欲進兵賀蘭山 ,「 討除妖孽」 ,請宋進軍為楥 ,但宋廷以

急於與德明言和 ,卻報以 「繼遷已死 ,未經殯葬 ,所以未欲討除」
∞

。終至坐

視潘羅支被親夏蕃族聯合西夏所殺
iUU,宋

朝在西北失去強力臂助 ,而其善後 ,

也只是改授羅支之弟廝鐸督為朔方節度使 ,作為牽帶j西夏之計而已
ml°

德明在

宋朝的姑息態度鼓勵下 ,和議訂立後 ,既無東顧之憂 ,即一意西向發展 。景德四

年 ,西涼六谷族吐蕃已上言為德明所侵略 「無寧日」
1U2。

宋朝對此局勢之發

《長編》卷.B,頁 17;卷 99,頁 12。

《長編》卷 lU3,頁 共1U。

參見拙稿 :《 北宋對吐蕃的政策》 ,(師 大歷史學報〉第4期 ,頁 145。

《宋會要》 ,〈 方域部〉卷刉 ,頁 19。

《長編》卷%,頁 15。

《宋會要》 ,〈 方域部)卷 21,頁 ∞ 。

《長縞》 ,卷 “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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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顯然不以為意 ,僅以吐蕃之陳述轉諭德明 ,並令廝鐸督連結回紇為備 ,而無

進一步積極干涉的反應
1U3。

不久 ,甘州回紇因與西夏衝突 ,請宋發兵為助 ,宋

廷不但以 「德明順命」不予允准
1U4;反

而詔諭河西諸部 「夏州納款 ,其素與為

隙者 ,自 今無相侵略 」
1U5。

這種反應顯示宋朝此時西北策略是消極維持西夏與

諸蕃間的均勢 ,以利邊局安定而已 。對西夏席捲河西 ,勢力擴大可能形成的危機

毫無警覺 。當時大臣張齊賢曾指出西北的隱憂謂 :

繼遷烏潘羅支所殺 ,臣 慮繼遷之子德明⋯⋯去攻六谷 ,⋯⋯今潘羅支已

亡 .廝鐸督恐非其敵 ,望 委大臣經制其事
lU‘

。

他已看出西夏向河西擴張 ,吐蕃難以匹敵 ,不加約制 ,將為宋朝大患 ,惜宋廷未

予注意 。大中祥符四年 (lU1l),西夏果然出兵進攻涼州 ,雖為廝鐸督所挫 ,未

即得逞
1U7。

數年後 ,西涼終為德明所佔 ,六谷蕃部南退湟水河谷 ,依附青唐吐

蕃
】U8。

六谷吐蕃效力宋朝二十年 ,竟成宋廷和邊政策的犧牲品 。

西涼吐蕃既破 ,德明勢張 ,幸此時甘州回紇尚強 ,略能與夏頡抗 。吐蕃贊普

後裔角廝囉亦崛起青唐 (今青海西寧 )、 邈川 (今青海樂都 )一帶 ,撫有潘羅支

餘眾 ,擁兵六 、七萬 ,利於與宋茶馬貿易及賜與之利 ,輸誠於宋 ,而與夏敵對 :

成為西夏席捲河西的重大阻礙 。但當其謀攻夏州 ,請宋發兵為助 ,宋廷卻加以拒

絕 ,其原因是顧慮吐蕃若勝 ,「 其勢益大 ,又須存撫之也」
1U’

。亦即唯恐吐蕃

強盛 ,西北局勢失去平衡 ,所以寧願放棄削弱西夏的機會了 。

由於宋朝執行消極的制衡政策 ,河西在吐蕃 、西夏 、回紇的鼎立競逐中度過

了二十年 。到仁宗天聖 (1倱3∼ lU31)年 間 ,德明之子元昊漸長 ,長於攻戰 ,又

具政治野心 ,西北危機乃急遽惡化 。案元昊為德明長子 ,生於景德元年 (1UU4),

稍長即好騎戰 ,尤其反對德明為貿易財貨之利稱臣於宋 。西夏書事云 :

(元 昊 )十餘歲時 ,見德明以馬榷易漢物 ,不 如意輒斬使者 ,嘗 諫曰 :

《未史》 ,卷 192(吐蕃傅〉,頁 9。

《西夏紀》卷5,頁 3。

《長編》卷η ,頁 5。

<宋史》卷%5〈 張齊賢傅〉,頁 Z。
《長編》卷%:頁 8。

《長編》卷“ ,頁 巧 ;《 宋史》,卷 φ2〈 吐蕃傳),頁 Ⅱ。
(長編》卷跖 ,頁 2;《 宋史》,卷 姆2〈 吐蕃傳〉,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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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宅 弓啊日寺其月(lUU4∼ lU32)宋 及另民1系市斤言侖
. 15 .

吾我人本從事鞍馬 ,今以易不怠之物 ,已 非策 ,又從而殺之 ,別 人誰肯為

我用乎 ?德明奇之 ,及長 ,⋯⋯通兵法 ,精野戰 。⋯⋯數勸德明勿臣宋 。⋯

⋯德明日 :吾 久用兵疲矣 ;吾族三十年衣錦綺 ,此宋恩也 ,不 可負 。元昊

曰 ;衣皮毛 ,事 畜牧 ,蕃性所便 ,英雄之生當王霸耳 ,何錦綺烏
ⅡU!

可見元昊稟性雄傑 ,不以漢化或經濟利益的獲益為滿足 ,頗有獨樹一幟 ,與宋抗

衡的雄圖 。

即在西夏的新擴張行動下 ,天聖六年 ,元昊率兵攻陷甘州 (今甘肅張掖 ),

回紇潰滅 ,西涼亦再為所佔
l1l。

而宋朝仍無反應 ,。 兩年後 ,德明去世 ,元昊

繼立 ;宋廷遣專使續授元昊為 「定難軍節度使 、西平王」 ,但元昊在宋使面前 ,

已公然抱怨 :「 先王大錯 ,有國如此而乃稱臣於人」
l12。

元昊急於稱帚 自國的

企圖已甚為鮮明 。繼位不久即自定髮式 ,別服制 ,立官制 ,為建國的準備 。另外

對河西的進攻也更為積極 ;景祐二年 ,大舉攻青唐吐蕃 ,征戰數月 。角廝囉上捷

報於宋 ,宋廷議賞 ,大臣卻認為 :「 兩夷相攻 ,朝廷不能解紛 ,反因勝獎賞 ,非

馭夷之道也 」
l13。

宋朝竟將世為盟好的吐蕃部族與向為宿患的西夏一體看待 。

忽略了聯蕃制夏的傳統政策 ,顯示宋人對元昊大力擴張對宋帝國將帶來的危機全

無警覺 。

即在宋廷呆板被動的綏靖制衡政策下 ,對西夏的野心放任其發展 。元昊於次

年率兵西向 ,一舉席捲瓜 (甘肅安西 )、 沙 (甘肅敦煌 )、 肅 (甘肅酒泉 )三

州 ;盡有河西之地
】14。

宋朝坐視河西為西夏所取 ,實為極大失策 。元昊既奄有

河西 ,拓土三千里 ,掌握水草豐美 ,且為中西交通與通商孔道的河西走廊全境 ,

威望大增 ,自信更強 ;遂轉而進行稱帝建國 ,提高國際地位 ,於是北宋中期的西

北危機爆發 。

宋仁宗寶元元年 (lU38),元昊築壇受冊稱帚 ,國號大夏 ,並於次年通知宋

朝 。宋朝認此與反書無異 ,群臣以天下全盛 ,爭言 「小醜可即誅滅 」
115。

即禁

ⅡU 《西夏苦事》卷ll,頁 2。

lll 詳見 《長編》卷ll1,頁 巧 ;《 宋史》卷硱5(西夏國傳上),頁 12。

lm 《宋史》卷姻5〈 西夏國傳上〉,頁 14。

l必  《長編》卷l17,頁 19。

l14 《宋史》卷姻5〈 西夏國傳上〉,頁 15。

115 《西夏紀》卷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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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貿易 ,削其賜姓官爵 ,對西夏作全面討擊的準備 。元昊則不待宋朝出兵 ,即主

動進攻延州 (陝西延安 )以為示威 ,於是宋夏戰爭爆發 。上距景德和議訂立 ,凡

三十二年 。

五 、結 論

綜合上述 ,可知自景德和議至元昊稱帝 ,三十餘年間 ,宋夏關係平和穩定 ,

雙方信使往來 ,貿易暢通 。這是陜隴人民生活最安定 ,生產恢復 ,經濟繁榮的時

間 。這種關係的建立 ,推究其因 ,主要是宋朝軍事戰力明顯衰退 ,無法制服遼

夏 ,西北並擾的危機日趨嚴重 ,故真宗君臣被迫放棄威服四裔的雄圖 ,一意弭兵

為和 。訂和之後 ,尤能致力維持信誓 ,加意財貨賜予 ,籠絡德明 ;非和約所載 ,

也多從其請 :並注意約束邊將之邀功生事 ,使兩界蕃部糾紛或爭耕田土所引起的

衝突不致擴大 。西夏則繼遷挫死 ,德明新立 ,蕃部不穩 ,加以宋遼盟好 ,如與宋

為敵 ,將有孤立之虞 ;故在宋朝財貨賜予及官爵貿易的籠絡下 ,也願意棄戰為

和 ,稱臣受封 :雖 自帚於國 ,對宋仍表尊崇 ,有邊爭 ,亦能與宋廷直接交涉 ,而

少逕行抄掠報復 。

但宋朝專意與西夏維持和平 ,卻對西夏向河西的攻略缺乏警覺與積極防制 ,

以至一向親附宋朝 ,可以牽制西夏 ,保持宋朝在河西走廊影響力的涼州吐蕃 、甘

州回紇相繼為西夏所吞併 。至傾向尊宋 ,貿易為利的德明去世 ,稱帚自主重於經

濟考量的元昊繼立 ,更席捲瓜 、沙 、肅各州 ,統有整個河西走廊 ,威望大增 ,遂

稱帝建國 。而宋朝時值承平 ,「 天下全盛」 ,故立即採取強烈措施 ,削賜姓 、絕

貿易 :欲藉元昊之叛 ,乘機滅夏 ;於是西北戰爭爆發 。三十餘年和平破毀 ,宋夏

關係轉進另一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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