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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期：宋元 

課題二：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 

第五章：邊疆民族政權與宋室和戰概況（延

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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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宋時期的主要邊疆民族政權，分別有遼、西夏、金及蒙古。 

 

一、遼國 

1.1 契丹建國 

- 五代時期，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各部。 

- 他提倡農業，任用漢族文人韓延徽，制定各項典章制度。 

- 阿保機的兒子耶律德光在位時，從後晉石敬瑭手中得到燕雲十六州。後來契丹改國號為遼。 

- 從五代至宋，遼國均是嚴重的邊患，曾多次入侵中原。 

- 宋太宗對遼用兵三次，試圖收復燕雲十六州，但都失敗。 

 

1.2 澶淵之盟 

- 公元 1004 年，遼國南侵，宋真宗迫於形勢，採納宰相寇準建議親征。 

- 宋軍在澶州大敗遼軍，遼國退兵，兩國訂立「澶淵之盟」，規定宋每年向遼國提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以換取和平。 

- 澶淵之盟後，遼、宋之間維持了長久的和平關係 

 

1.3 重熙增幣 

- 公元 1024 年，宋與西夏戰爭失利，遼國趁機要求增加歲幣，史稱「重熙增幣」。 

- 重熙增幣後，遼國與西夏多次開戰，反與宋朝關係良好。 

 

1.4 聯金滅遼 

- 公元 1115 年，位於東北的女真族興起，迅速攻破遼之上京，建立金國。 

- 公元 1120 年，宋與金國商議聯合攻遼，地理上因遼所隔，雙方經海路往返，故史稱「海上之盟」。 

- 公元 1124 年，金國先後攻陷遼之中京、西京，但宋軍攻燕京受挫。 

- 公元 1125 年，金國攻克燕京，遼亡。 

- 契丹貴族耶律大石率部分族人遷到今新疆和中亞地區建立西遼，國境沒有與宋接壤。 

 



二、西夏 

2.1 黨項建國 

- 北宋仁宗時，黨項族首領李元昊自立為帝，以大夏為國號，史稱西夏。 

- 他仿效宋朝制度，建立官制和兵制，並任用一些漢族人擔任重要官職，還創制了文字。 

- 李元昊不再向宋稱臣，公元 1040-1042 年間，雙方開戰，宋皆敗陣，史稱「鎮戎三敗」。 

- 公元 1042 年，西夏早已國庫空虛，社會不穩，與宋求和。 

- 公元 1044 年，西夏與宋簽訂和議，西夏向宋稱臣，北宋每年賜西夏銀、絹、茶等，史稱「慶曆和議」。 

 

2.2 宋夏和戰 

- 宋神宗時期，宋對西夏發動戰爭（公元 1071 至 1082 年），雙方互有勝負。 

- 公元 1096 年，西夏國主及太后親率大軍攻宋，宋軍守禦完備，夏軍只小勝而回。 

- 宋哲宗接納建議，採用戰略圍堵，西夏處境日益艱困，對宋求和。 

- 宋徽宗時期，宋軍伐西夏（公元 1114 至 1119 年），西夏臣服，恢復舊賜姓趙。 

- 公元 1127 年，發生靖康之難，北宋被金國所滅，宋室所建南宋與西夏國境不接壤，宋與夏再無戰爭。 

 

 

 

 

 

 

 

 

 

 

 

 



三、金 

 3.1 海上之盟 

- 宋徽宗時，東北方女真族興起，首領完顏阿骨打叛遼建金國。 

- 公元 1118 年，徽宗見金不斷打敗遼國，於是遣使馬政至金，商議攻遼，北宋攻打遼的燕京，金對付中京。 

- 事成後宋得燕雲之地，每年給遼國的歲幣轉送金國，史稱「海上之盟」。 

- 金兵攻陷中京，宋軍卻大敗而回，金國攻佔燕京，責宋違約，只肯給予搶掠一空的六州。 

 

3.2 靖康之難 

- 金國得知北宋的虛實後，以兩路大軍南下攻宋。 

- 徽宗立即傳位欽宗，朝廷為主戰主和爭論不休。 

- 欽宗戰和不定，曾任用李綱對抗金兵，一度取得勝利，卻和金議和。 

- 金兵退兵後，宋廷不肯履行和約，金軍再度南侵。 

- 公元 1126 年，金軍攻破汴京，第二年俘擄徽、欽二宗及宗室、大臣，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難」。 

- 北宋凡九君，國祚一百六十七年。 

 

3.3 海上行朝 

- 在靖康之難後，金人無力吞宋。 

- 為削宋室實力先後在南方扶持兩個漢人政權，以牽制宋朝。 

- 先立宋臣張邦昌為楚帝，後立宋臣劉豫為齊帝。 

- 宋欽宗弟弟趙構由大臣擁立於應天府，是為「宋高宗」。 

- 高宗戰和不定，初用李綱、宗澤等主戰派抗金，後又怕金兵而改聽和議派顏岐、汪伯彥等建議，罷免李綱。 

- 靖康之難後，金將完顏宗弼領兵再度南侵，宋高宗南逃杭州，改為臨安府。 

- 金軍攻陷臨安，宋高宗乘船出海躲避，史稱「海上行朝」。 

 

 

 



3.4 偏安江南 

- 金軍大掠江南後，完顏宗弼引兵北返。 

- 公元 1130 年，宋將韓世忠在黃天蕩（今南京東北的長江江面）以八千兵馬大敗十萬金兵。 

- 公元 1131 年，宋將吳玠、吳璘又在和尚原之役（今陝西寶雞西面）中戰勝入侵關中的金兵。 

- 一眾宋將反擊下，金人退兵，局勢得以穩定。 

- 公元 1138 年，高宗定都臨安，偏安南方，史稱南宋。 

 

3.5 岳飛北伐 

- 公元 1140 年，金兵分三路再度南侵，安徽與陝西兩路，皆被宋軍所敗。 

- 中路金軍由完顏宗弼所率，於潁昌及郾城被岳飛所領宋軍擊潰。 

- 岳飛乘勝追擊，進軍朱仙鎮，企圖收復開封，及北渡黃河。 

- 宋高宗害怕迎回徽欽二宗，帝位受影響，不支持北伐。 

- 高宗聽秦繪建議，連下十二道金牌令岳飛退兵。 

- 岳飛不得不班師回朝，其後宋高宗借故逮捕並處死岳飛。 

 

3.6 紹慶和議 

- 公元 1141 年，宋金兩國以東至淮水，西至大散關為界，簽訂紹慶和議。 

- 宋向金稱臣，每年向金國繳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 紹慶和議開啟宋、金對峙的局面。 

 

 

 

 

 

 

 



3.7 隆興北伐 

- 高宗後期，金人南侵被虞允文敗於采石磯，是為采石磯之戰。 

- 宋高宗以「倦勤」為由，傳位太子趙眘，是為宋孝宗。 

- 孝宗即位力主主戰，不議和。 

- 他先為岳飛平反，公元 1163 年再以張浚為帥北伐。 

- 北伐一度順利，但在攻至宿州時，宋將李顯忠與邵宏淵內訌，北伐失敗。 

- 公元 1164 年，宋金再簽訂和議，宋為金國之姪，每年需上貢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 宋歸還所得土地，兩國邊界回歸戰前。 

 

3.8 開禧北伐 

- 韓侘胄在公元 1205 年北伐，史稱為開禧北伐。 

- 兩路宋軍大敗，金兵南進，宋提出議和。 

- 金人其中一個條件是殺死韓侘冑，韓侘冑因此再次開戰。 

- 史彌遠矯旨殺韓侘冑，北伐再度失敗。 

 

3.9 嘉定和議 

- 韓侘冑死後，史彌遠遣使攜韓侘胄首級求和。  

- 公元 1208 年，宋金再和，史稱嘉定和議。 

- 嘉定和議規定宋為姪，金為伯，歲幣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 

 

3.10 取償於宋 

- 蒙古興起，金國不敵，遷都開封，宋見金弱停止歲幣。 

- 公元 1215 年，蒙古攻下金之中都，金國疆域縮少，意圖「取償於宋」。 

- 公元 1217 年，金國以「歲幣不至」為由攻宋，但戰事膠著，最後議和收兵。 

- 蒙古攻陷開封，金哀宗南逃至蔡州，宋與蒙古聯軍攻滅金國。 

 



四、蒙古 

 4.1 聯蒙滅金 

- 南宋末年，鐵木真一統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稱為「成吉思汗」，先後征服西遼、花剌子模、西夏等國。 

- 蒙古在攻滅西夏後，再攻金國，攻陷開封，金哀宗南逃至蔡州。 

- 南宋認為是洗雪「靖康之恥」的好機會，接受蒙古建議，聯合軍事行動。 

- 雙方議定金亡後，黃河以南歸宋，以北則歸蒙古。 

- 宋蒙聯手，攻破蔡州，金國亡。 

 

4.2 蒙古南侵 

- 金國滅亡後，南宋成為蒙古目標。 

- 蒙古不但沒有歸還河南，反而發兵攻宋。 

- 蒙古第一次入侵未能成功，在兩淮掠奪一番後離去。 

- 蒙哥即位兩年後再次攻宋。 

- 大軍由蒙哥及忽必烈統領，蒙哥在釣魚城一戰中負傷而死。 

- 宋臣賈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因急於回朝爭奪汗位而答應。 

- 蒙古退兵後，賈似道隱瞞議和真相，向朝廷報稱出師大捷。 

 

 

 

 

 

 

 

 

 

 



4.3 南宋滅亡 

- 忽必烈即位後，改國號為元，派使者向賈似道商議議和一事。 

- 使者被賈似道扣押，忽必烈因而在公元 1267 年攻宋，展開「襄樊之戰」。 

- 公元 1276 年，宋都臨安失守，恭帝被俘。 

- 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人，奮力抗元，在福州擁立端宗抗元。 

- 端宗病死後，文天祥又立趙昺為帝，史稱宋帝昺。 

- 元軍大舉南下，文天祥於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面）戰敗被俘。 

- 元軍繼續進攻南宋殘餘勢力，張世傑等人在厓山（今廣東新會海中）決戰，史稱「崖山戰役」。 

- 陸秀夫見大勢已去，負宋帝昺投海自殺，南宋滅亡。 

- 張世傑率殘部往占城，以圖恢復，但中途遇風覆沒。 

- 南宋凡九君，國祚一百五十三年。兩宋合計享國三百一十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