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义为政：赵匡胤的开国策略

程民生

　　摘　要：赵匡胤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中，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

的策略，即历史上少见的义气，是他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的法宝。 包括确立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并将周六庙列入

国家祀典，封柴氏后人世袭崇义公，允许后周遗老遗少对周世宗忠义及表达私人感情；将义用于统一战略，反对滥

杀无辜，优待降王；大量采取江湖义气办法统军，不顾国法；宋太祖仍与诸将领保持义兄弟关系，多加关怀纵容，也
多保全式防范。 以义为政是“马上治天下”的新创举，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化，用义治天下。 宋初

历史由动乱走向和平，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 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

体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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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０ 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宋朝。 军队反叛

另立皇帝，在五代经常发生，宋初仍是五代的延续，
能否结束战乱，巩固政权并统一全国，是最大的政

治、军事问题，事关历史进程。 以弱旅兵变的赵匡胤

“权不重”“望不隆” ［１］ ，也没有什么赫赫战功，靠什

么开创了赵宋三百余年基业呢？ 原因固然能列举很

多，但我们发现有一点尚未引起关注。 即赵匡胤在

追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中，一反历史常态，以避免大规

模流血冲突为原则，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其中，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的主要策略，
是历史上少见的义气，这是他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

的法宝。 本文对此试作论述，以俟指正。

一、赵匡胤义气的社会和个性基础

自先秦以来，义就是社会共识性的价值尺度。
具体到宋代都城开封，历史上长期有着侠义的传统。
战国时期著名的窃符救赵故事，就是信陵君、侯嬴、
朱亥三位的义举，其中有国与国之间的义，有人与人

之间的义，有贵与贱之间的义，为义无不以命相许。
正如李白在汴州专做《侠客行》诗云：“闲过信陵饮，
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

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

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２］

他们的义薄云天令李白钦佩不已。 隋文帝时的汴

州，十分“殷盛，多有奸侠”，令皇帝担忧，以至于限

制其商业繁荣［３］ 。 唐代诗人杜甫游访汴州，看到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

娱。 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 杀人红尘里，报答在

斯须” ［４］ 。 为义一掷千金或当街杀人，快意恩仇。
高适《古大梁行》也云：“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

夷门道。” ［５］可见，三位在汴州同游的诗人，不约而

同地把信陵君、侯嬴、朱亥三位的义举当作地域的文

化坐标，感到侠义之风在唐代开封依然浓烈。
宋人延续传统的义理念，对义有着高度认识，称

之为天下四维，即维持社会秩序的四大支柱之一：
“四维者何谓也？ 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

耻。”“义也者何谓也？” “义也者， 宜也， 行得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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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谓也。 天道之有阴阳，地道之有柔刚，人道之有仁

义，义之义大矣哉！” ［６］所谓的义，就是行得其宜，就
是合乎正义或公益的道理、举动，就是合情合理。 及

至北宋后期，太平繁华已百余年，开封历史传承的侠

义在新环境中有了更新。 开封市民“人情高谊，若
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 或见军铺收

领到斗争公事，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
亦无惮也。 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徣动使，
献遣汤茶，指引买卖之类。 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

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 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
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

银器。 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 有

连夜饮者，次日取之。 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

供送，亦复如是。 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７］ 。 保

护弱小、热心助人、相信他人的习俗，体现了宋代开

封人的仗义、大气、诚信。 价值观反映的依然是民间

立场，但更加文明，减少了杀气。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赵匡胤本人生长在五代

兵荒马乱之时，自小就有侠义精神，“少游关西，行
到处除凶去恶” ［８］ 。 当时武人是强势的历史主角，
而他正是生长于军人之家，血液里具有军人的豪爽

和令行禁止的诚信。 他曾阅视缴获的后蜀宫内所藏

名画，“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

孰若使众观邪！’ 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 ［９］１１０。
如此大方，固然有他武将出身、对此不感兴趣的因

素，但也不作为财产收藏，不赏赐给高官而是给市井

商铺，则体现他的天下情怀和平民情怀。 开宝元年

（９６８ 年）修缮大内完毕，赵匡胤“坐寝殿，令洞开诸

门，皆端直轩豁，无有拥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

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１０］１９９－２００足见他豁

达磊落，反感遮遮掩掩。
这种坦荡，源自自信并体现着自信。 既有作为

出身军人世家久经沙场、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的自信，
更有作为皇帝君临天下、对天命的自信。 正如他早

年的《日食》所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

月。”宋人评为“辞意慷慨，规模远大，凛凛乎已有万

世帝王气象也” ［１１］ 。 自诩旭日东升，尽显扫荡星月

的志向和所向披靡的气魄。 赵匡胤即位不久，想了

解民众对改朝换代的真实态度，经常微服私访。 有

臣僚担心安全问题，劝谏道：“陛下新得天下，人心

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他却

笑道：“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

不能止。 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亦

终日侍侧，不能害我。 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

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由于笃信天命，故
而非但不取消微行，反而次数更频繁，并公开喊话：
“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 “由是中外慑

服。” ［１０］３０他说到做到，有次果然遇到刺客：“太祖

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

惊骇。 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还内，左右

密启捕贼，帝不听。 久之，亦无事。” ［１２］２３０其豁达自

信的气度，史所仅见，令时人不得不屈服。

二、对后周遗老遗少之义

陈桥兵变中，赵匡胤接受帝位之前即说：“汝等

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

为若主矣。”众将士皆下马表态唯命是从。 赵匡胤

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

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

暴”，否则“当族诛汝” ［１０］３。 这个条件也是一个与

诸将的誓言。 从此确立了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待
以国宾。

宋太祖登基后，先后实施了三种待遇：一是迁周

恭帝及符太后于西京（后迁房州）洛阳，易周帝号为

郑王，太后为周太后［１０］４。 二是新建周六庙于西

京，遣官迁其神主，即把其在开封的神主牌位送去，
命原后周宗正郭玘以时祭享［１０］１５。 三是开宝六年

郑王去世，宋太祖“素服发哀，辍视朝十日，命还葬

庆陵之侧，曰顺陵，谥曰恭帝” ［１０］２９７，基本还是按前

朝皇帝的规格对待。 具有长效机制的优待有三条。
其一，给后周柴氏以免刑特权。 传说太庙藏有

一赵匡胤立下的誓碑，第一条就是后周柴氏子孙享

有免刑特权：“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
止于狱中赐尽， 不得市曹行戮， 亦不得连坐支

属。” ［１３］该碑的文字记载有数种版本，首要一条就

是优待柴氏。 善于发史籍之微妙的清中期文人袁

栋，甚至认为誓碑“止有首行是主意。 宋祖得天下

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

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①。 而且终

宋之世，从未妖魔化过后周，以为取代之正当的借

口。 凡此种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盖柴氏之赏

延，直与宋相终始。 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１４］ 。
实为古代历史中的唯一。

其二，将周六庙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制度。 宋朝

每年有三种规格的国家祭祀 １０７ 次，其中大祠十七，
包括昊天上帝、五岳；中祠十一，包括风师、雨师、周
六庙、先代帝王、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另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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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月而无日者”四十八，包括仲春祀九宫贵神、先代

帝王、汾阴后土、周六庙，仲秋祭先代帝王、汾阴后

土、九宫贵神、 周六庙等， 仲冬祭马步、 周六庙

等［１５］ 。 除了祭天等主要神祇的大祠外，中祠有周

六庙，并序位在先代帝王前，作为前代帝王之一单独

列出，优先祭享；其他祭祀中仲春、仲秋、仲冬各祭祀

周六庙一次。 总共每年祭祀四次，规格和频率多于

历代帝王，在宋朝典礼中具有特殊地位，寄托着怀念

和感恩。
其三，后代皇帝承袭宋太祖的初心，封周世宗之

后世袭崇义公，“以柴氏子为崇义公，给田十顷，令
奉周祀” ［１６］ 。 此举比宋朝选宣祖、太祖以及太宗之

子的后代世世封公还早了十年②。 封柴荣后代为崇

义公，既有表彰周对宋的禅让之义，更有宋对周的感

激之义，报本思源、慎终追远，双方关系突出在义上，
故而谓之“崇义”。 《论语·学而》云：“曾子曰：‘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１７］１７为民心归向淳厚起到

了模范作用。 这种厚道，也是义的表现。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登基以后，文武百官都是

周世宗的部下，不同程度地与其有着密切关系。 因

为一代英主周世宗“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

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 所以仙去

之日，远近号慕” ［１８］ 。 他们对改朝换代的巨变有适

应的过程，对后周和柴荣的忠义之心依然如故，不免

流露出个人感情。
翰林学士王著，就是文官的一个典型。 他“性

豁达，无城府”，因是柴荣幕府旧僚及才华，深受周

世宗优遇：“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
呼学士而不名。 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
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谓质等曰：
‘ 王 著 藩 邸 旧 人， 我 若 不 讳， 当 命 为

相。’” ［１９］９２４０－９２４１临终嘱咐要王著担任宰相。 在周

世宗死后其并未入相，他自然多有情绪。 一次参加

宋太祖的宴会，王著“乘醉喧哗。 太祖以前朝学士

优容之，令扶以出。 著不肯退，即趋近屏风，掩袂恸

哭。 左右拽之而去。 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门大

恸，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
所素谙。 况一书生，虽哭世宗，能何为也’” ［２０］ 。 王

著无所顾忌地表达失落和不满，赵匡胤认为是人之

常情，并不以为忤。
武将也有同样的事例。 河北镇州守将、成德节

度使郭崇为后周建立、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入宋

后，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 监军陈思诲密

奏其状，因言：‘常山近边，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太

祖曰：‘我素知崇笃于恩义，盖有所激发尔。’遣人觇

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 太

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几来朝”。 赵匡胤从义的角

度理解郭崇，对他仍然信任。 郭崇去世后，皇家一直

善待其子女，其子郭守璘官至洛苑副使，娶了宋太宗

明德皇后的姐姐，他们的次女后来成为宋仁宗的皇

后［１９］８９０２－８９０３。
对于这些怀念故主者，赵匡胤从江湖义气角度，

理解他们对先主周世宗忠义的私人感情，甚至还透

露出一些敬重。 对前主感恩戴德，总比转脸就忘恩

负义者高尚，这是义的底线。

三、统一战争中的义策略

宋初的统一战争，是结束五代十国战乱的关键

历程。 赵匡胤虽然行伍出身，但并不崇尚暴力，其策

略或愿景是尽可能不用暴力手段，比如设想用封桩

库的钱财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收复燕云十六州。 他将

义用于统一战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滥杀

无辜，二是优待降王。
宋军平荆湖后，割据四川的蜀主曾打算“遣使

朝贡”，却被大臣阻止。 江陵城中有后蜀政权派驻

的邸吏、将卒，宋太祖命令全部放还，并赐给钱帛路

费，以示友好［１９］１３８７４－１３８７５。 部署统一后蜀战役时，
赵匡胤一边派兵攻讨，一边令八作司在京师皇宫右

掖门南的汴河畔，大兴土木为蜀主建造豪华住宅，
“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其至”。 以此向

后蜀以及世人展示接纳蜀主的诚意。 平蜀以后，诏
令押送孟昶赴阙，曹彬密奏云：“孟昶王蜀三十年，
而蜀道千余里，请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变。”宋太

祖说：“你好雀儿肠肚。” ［９］１１５批评曹彬小肚鸡肠，
缺乏大度自信。

平定南唐的前几年，赵匡胤就在京师熏风门外

建造了一座大宅院，“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偫什

物，无 不 悉 具 ”， 命 名 为 礼 贤 宅， 以 待 安 置 李

煜［１０］３２２。 并先礼后兵，派遣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

往南唐，告诉李煜要出兵讨伐，希望他归顺以免战

争。 在宋军节节胜利中，赵匡胤再次敦促李煜投降，
让其使者返回转达旨意，亲自写诏“促国主来降，且
令诸将缓攻以待之” ［１０］３４３。 这次劝降比较见效，
“国主欲出降”，却被大臣阻拦［１０］３４６－３４７。 在即将

攻陷南唐都城之际，赵匡胤又连续派使者再三叮嘱

主帅曹彬：“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

加害。” ［１０］３５２要求在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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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尤其要优待南唐皇帝李煜。
盘踞在太原的北汉十分强悍，是割据政权中最

难啃的硬骨头，甚至多次主动攻打宋朝。 宋太祖第

二次亲征时，围攻太原城极其艰难，伤亡惨重，最精

锐的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率诸班卫士请战，赵
匡胤说：“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

腋，同休戚也。 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
蹈必死之地乎！” “众皆感泣，再拜呼万岁。” ［１０］２２４

把亲军将士的生命看得比太原城还重而撤军，是对

近卫军的仁义。 此役没有得到北汉，却得到了将士

的忠心。 赵匡胤曾通过谍者向北汉主刘钧传话：
“君家与周氏世仇，宜不屈。 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

困此一方之人也？ 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

负。”北汉主也是通过谍者回话：“河东土地兵甲，不
足当中国之十一，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

也。”“上哀其言，笑谓谍者曰：‘为我语刘钧，开尔一

路以为生。’故终孝和之世，不以大军北伐。” ［１０］２０５

赵匡胤闻其言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只要刘钧活着就

不再北伐。 曾当众宣誓：“朕今取河东，誓不杀一

人。”宋人赞叹道：“大哉仁乎！ 自古应天命一四海

之君，未尝有是言也。” ［１２］２２９－２３０另有记载说：“汾
晋之俗悍而悖，当五代国初时，号难攻取。 昔太祖皇

帝亲征，道过紫岩寺，乃焚香自誓，不杀一人。 晋人

闻之，于是坚拒不降。 太祖亦不敢戮一人。” ［２１］ 宋

太祖不食诺言，坚守信义，宁愿暂缓统一。
最典型的要数吴越国王钱俶。 他两次来朝，赵

匡胤均高接远送，待遇极高，而且屡次宴请钱俶及其

子钱惟浚。 一次宴会上，赵匡胤令钱俶与晋王赵光

义、京兆尹赵廷美叙兄弟之礼。 钱俶伏地叩头，再三

辞以不敢，才得以推辞［１０］３６６。 两人把酒言欢时，钱
俶曾自比受制难飞的凤凰，赵匡胤忙起立抚摩着他

的背说：“誓不杀钱王！” ［２２］钱俶第一次朝觐即将回

归时，数十位朝臣上疏请将其扣压，宋太祖皆不采

纳，说：“无虑。 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

结其心。”钱俶朝辞时，“力陈愿奉藩之意”，宋太祖

说：“尽我一世，尽你一世。”意为只要我活着、你活

着，就保留吴越国。 随即交给他御封一匣，指示他回

国后再打开看。 钱俶到杭州看见里面“乃群臣请留

章疏。 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

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２３］ 。
赵匡胤通过这种笼络方式，既彰显了义气，又向吴越

国施加感情压力，等于开出了归顺的时间表。
对于入宋后叛乱的藩镇，赵匡胤也用尽了江湖

义气手段。 建隆初，刚即位的赵匡胤派使者安抚各

地藩镇，如将盘踞在上党的李筠升为兼中书令。 忠

于后周的李筠不服，意欲拒绝，被将士们劝阻，才勉

强下拜，但“貌犹不恭”。 “及延使者升阶，置酒张

乐，遽索周祖画像悬壁，涕泣不已。 宾佐惶骇，告使

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为讶。’”赵匡胤传

话道：“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既为天子，独不能

臣我耶？”但李筠自以为“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

昆弟，禁卫皆旧人，闻吾之来，必倒戈归我，况有儋珪

枪、拨汗马，何忧天下哉”。 还是发动了叛乱，最终

兵败自杀［１９］１３９７３。 无独有偶，淮南李重进反叛前，
赵匡胤派官前往赐以铁券，后又召见其在朝廷担任

宿卫官的两个儿子，劝说道：“汝父何苦而反？ 江淮

兵弱，又无良将，谁与共图事者？ 汝速乘传往谕之，
吾不杀汝也。”二人先是惊恐后是感激，遂赶往扬州

劝说父亲，“重进方与诸军议事，忽二子至，具道太

祖之言，重进大骇。 士卒闻之，遂皆有向背之意。 既

而王师压境，重进不知所为，遂赴火” ［２４］ 。 虽然未

能使之投降，但和平的努力动摇了军心。
统一后汇聚在开封的各割据政权首领，无论主

动投降还是顽抗被俘者，赵匡胤都没有斩草除根，反
而十分优待，尽显仁义。 南汉皇帝刘 原来经常用

毒酒杀害大臣，有次赵匡胤赐他喝酒，被吓得捧着杯

子哭求道：“臣承祖父基业，拒违朝廷，劳王师致讨，
罪固当死，陛下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布衣矣，愿
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饮此酒。”
感到好笑的赵匡胤说：“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
随即接过他的酒喝下，另外给刘 斟酒。 刘 深感

惭愧，忙顿首道歉［１０］２６７。 曾有人劝宋太祖诛杀降

王，恐怕“久则变生”。 他笑道：“守千里之国，战十

万之师，而为我擒，孤身远客，能为变乎” ［９］９８。 实

力的自信，是赵匡胤宽宏大量的基础。
荆南政权的高官孙光宪，面对宋朝的崛起和咄

咄逼人之势，曾劝谏首脑高保勖说：“宋有天下，四
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

也。” ［１０］５３赵匡胤的仁义成为实现统一的精神武

器，瓦解了割据政权坚守的信心。

四、统领军队的义方式

古人云慈不掌兵，治军者历来强调令行禁止，严
惩违令者。 但赵匡胤却大量采取了江湖义气的做

法，处理与藩镇的关系。
邓州节度使张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曾

有部下军士“告其谋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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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２５］１６。 谋反是大罪，也是宋初最敏感的大

忌，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张永德或被诛杀，或被

逼反叛。 但赵匡胤并没有大惊小怪，反而把告发的

士卒绑缚交给张永德，任其全权处理。 张永德也不

含糊，仅象征性地按轻罪将其打了十板而已。
另一例是洺州防御使、西山巡检郭进。 有部下

军校逃到开封告其谋反，赵匡胤“诘问其故，军校辞

穷，服曰：‘进御下严，臣不胜忿怨，故诬之耳。’上命

执以与进，令自诛之。 进释不问，使御河东寇，曰：
‘汝有功，则我奏迁汝官，败则降河东，勿复来也。’
军校往死战，果立功而还” ［２５］１６。

这两例相似的事件，反映了许多问题。 从皇帝

角度而言，对告发者高度重视故而亲自接待询问，在
没有确切证据情况下，既不严惩诬告者，也不责怪、
密查其长官，而是交还长官处置，表明对将领的信

任。 从被告将领而言，对皇帝的做法心领神会，不杀

避免了灭口的嫌疑，不处理则部下群起效仿无法带

兵，故而或象征性地予以轻责，或给其将功抵过的机

会，甚至明确指出另一条生路，兵败可以投敌以免回

来被治以战败之罪，可谓仁至义尽。 君臣之间肝胆

相照，坦荡无隐，整个事件远离军纪国法，充满了江

湖气息。 赵匡胤曾令为武将郭进建造一座宅邸，
“厅堂悉用 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
怒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

进岂减儿女耶？ 亟往督役，无妄言。’上宠异将帅类

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１０］２９４。 在此，连贵贱礼制也

抛弃了，主动让其僭越。
再一类型，是两例边防驻军将领贪财贪色、欺压

民众案件。 沧州节度使张美，强娶民女为妾，还受贿

民财四千缗。 民女的父亲进京控诉，赵匡胤召见时

没有调查案件，反而为其辩解：“太祖召上书者谕之

曰：‘汝沧州，昔张美未来时，民间安否？’对曰：‘不
安。’曰：‘既来则何如？’对曰：‘既来，则无复兵寇。’
帝曰：‘然则张美全汝沧州百姓之命，其赐大矣，虽
取汝女，汝安得怨？ 今汝欲贬此人，杀此人，吾何爱

焉，但爱汝沧州之人耳。 吾今戒敕美，美宜不复敢。
汝女直钱几何？’对曰：‘直钱五百缗。’帝即命官给

美所取民钱，并其女直，而遣之。 乃召美母，告以美

所为，母叩头谢罪，曰：‘妾在阙下，不知也。’乃赐其

母钱万缗，令遗美，使还所略民家，谓之曰：‘语汝

儿，乏钱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
岁时赠遗其家，数慰抚之。’ 美惶恐，折节为廉谨。
顷之，以政绩闻。 美在沧州十年，故世谓之沧州张

氏。” ［２５］１７张美改弦易辙，治理沧州取得良好业绩。

另一例与此基本相同。 镇守关南的李汉超，被
人告发强娶民女为妾、借贷不还。 赵匡胤召见民女

之父问道：“‘汝女可适何人？’曰：‘农家也。’又问：
‘汉超未至关南，契丹如何？’曰：‘岁苦侵暴。’曰：
‘今复尔耶？’曰：‘否。’太祖曰：‘汉超，朕之贵臣也，
为其妾不犹愈于农妇乎？ 使汉超不守关南，尚能保

汝家之所有乎？’责而遣之。 密使谕汉超曰：‘亟还

其女并所贷，朕姑贳汝，勿复为也。 不足于用，何不

以告朕耶？’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１９］９３３３

在这两事件中，赵匡胤混淆了抢民女为妾与合

法娶妾的法律界限，以及为人妾与为人妇的身份区

别，更以两将领不守边防百姓连家都不保的歪理，将
保卫边防之功与欺压百姓之罪相抵，不惜牺牲百姓

利益尊严，竭力保护武将的利益尊严。 目的是笼络

武将使其感激流涕，以死报答，而对受害百姓则用金

钱收买弥补。

五、对结义弟兄的关怀纵容

唐末五代纲常沦丧，人伦混乱，但结义盛行。 靠

情投意合而非血缘关系结成的兄弟，越是兵荒马乱

越普遍，军人尤其热衷于此，皇家也不能免俗。 唐昭

宗因救驾之功，甚至让李克用与两位亲王结拜为兄

弟，“近古未有也” ［２６］ 。 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太原

李筠曾说：“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 ［１０］１３

直接与周朝皇帝攀为义兄弟。 那么，五代时期生在

军营、戎马半生的赵匡胤，自然也有不少结拜兄弟。
后周的高级将领赵彦徽，就是赵匡胤的结拜把

兄，“与上同事周世宗，上尝拜为兄，及即位，擢领旄

钺。 先是，彦徽自镇来朝，上为开宴，宠顾甚厚。 彦

徽饮酒过度，因致病，车驾幸其第，赐钱百万，遽令归

镇，仍遣其子闲厩副使继能侍行” ［１０］２０２。 宋太祖登

基后，对来朝的赵彦徽非常热情，筵席中畅饮使之大

醉致病，并前往其家看望，赏赐巨额钱财。 为避免再

次因醉致病，让他赶快躲开朝廷的酒场归镇，特别允

许在朝廷任职的儿子（通常起着人质作用）随行。
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去世，“上雅与延钊友善，
常兄事之，及即位，犹呼为兄” ［１０］１１２。 赵匡胤登基

为帝后仍然承认义兄弟关系。
多人结义有义社之称，五代时很普遍，最著名的

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 李攸记载：“太祖义社兄

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

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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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

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赟，解州刺史王政

忠。” ［２７］以上九人，加上不便列入的赵匡胤为十人。
这是唯一完整、可靠的十兄弟史料，其排序显然不是

按官位，也不是按年龄：查李继勋（９１６ 年生）比石守

信（９２８ 年生）年长却排在其后。 至于赵匡胤在其中

的排位，也不得而知。
结义兄弟的亲密关系，至少在社会层面上胜过

血缘兄弟，尤其是军中的结义，多是生死之交，所以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正如赵匡胤所言：“朕与公等，
昔常比肩，义同骨肉。” ［２８］慕容延钊病重时，赵匡胤

十分关心：“延钊寝疾，上自封药以赐，闻其卒，哭之

恸。 礼官言：‘为近臣发哀，哭声宜有常。’上曰：‘吾
不知哀之所从出也。’” ［１０］１１２另一结拜兄弟忠武节

度使、同平章事王审琦，“素不能饮，尝侍宴，太祖酒

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 方与

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琦曰：
‘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

杯无苦。 自此侍宴常引满，及归私家即不能饮，或强

饮辄病” ［１９］８８１６－８８１７。 为了让他享受“天之美禄”，
赵匡胤向天祈求赐酒量，私交甚笃。 王审琦突发急

病，“帝亲临视，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恸。 赐中书

令，追 封 琅 琊 郡 王， 赙 赠 加 等。 葬 日， 又 为 废

朝” ［１９］８８１６。 由此可见，赵匡胤对结拜兄弟感情真

挚，其去世时不顾皇帝身份的矜持和礼制约束，发自

肺腑地痛哭，显示着真性情。 赵匡胤时常流露出的

真性情，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或迷惑力。
既然亲如兄弟，宋太祖在政治上、生活上自然多

有私情关照，纵容庇护。 如石守信“镇郓州，凡十七

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计。 尤奉释教，在西京

造寺，募民辇致瓦木，驱督峻急，而所给不充其佣直，
民甚苦之” ［１０］４１５。 李继勋“数典大藩，所至虽无善

状，然以质直称。 性俭啬，服用朴素，酷信释氏，每造

寺施僧，则不计其费。 与太祖有军中之旧，故特承宠

遇” ［１０］４０９。 韩重赟同样 “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

年，课民采木为寺，郡内苦之” ［１９］８８２４。 他们剥削百

姓、荒政乱政以及贪财、佞佛等行为，都是赵匡胤默

许的特权。 损害的不仅是吏治，更是一方百姓。 赵

匡胤以部分民众利益为代价，换取了皇位稳固。 从

另一个角度审视，“然守信之货殖巨万”，“岂非亦因

以自晦者邪” ［１９］８８２９。 他们有意贪渎崇佛，招惹民

怨，未必不是为了消除皇帝的戒心。 所谓“太祖善

御，诸臣知机” ［１９］８８４２，多年的兄弟关系，手足之情，
莫逆于心，配合得十分默契。

六、对结义弟兄的保全式防范

一时的结义关系通常相伴终生。 问题在于赵匡

胤当了皇帝，与高级将领的兄弟关系改变为君臣关

系，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得非常微妙复杂，成
了双刃剑，必须重新规范。 单靠感情用事失去了理

性判断的赵匡胤，其江湖义气一时难以自拔，置身局

外且高度警惕的宰臣赵普，力主其加强防范：
　 　 太祖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

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太祖不从。 宣已

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

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 既罢，乃出彦卿

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

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侏 者，复留之。 惟陛

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
何也？ 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
“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太祖默然，事遂中

止。［１９］８８１０

符彦卿是赵匡胤尊敬信任的义兄，赵匡胤认为

他不会辜负自己，可以掌握军权，对赵普的猜疑与劝

阻很不以为然，最终，被直言不讳的赵普一句“陛下

何以能负周世宗”点破，幡然醒悟，中止了对符彦卿

的任命。 李焘记载又云：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
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 普乘间即言

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

亦不忧其叛也。 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
不能制伏其下。 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

一有 作 孽 者， 彼 临 时 亦 不 得 自 由 耳。” 上

悟。［１０］４９

虽然赵匡胤坚信这些义兄弟绝对不会背叛，但
是仍被赵普一句话点醒，“臣亦不忧其叛也”，“恐不

能制伏其下”，同时也给了赵匡胤合乎义理的台阶：
防范的不是结义兄弟，而是其部下。

既有私人感情问题，又有江湖义气问题，更有朝

廷利益关系，三者的统一协调，必须高度重视与谨

慎。 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延续各种关系，但难保不

发生意外；二是果断消除潜在的兵变因素。 以感性

的赵匡胤之性格和义气，如果没有理性的赵普屡屡

劝说，不会选择解除自己信任的弟兄兵权。 既然选

择了后者，仍然有两个方式：一是以种种罪名诛杀等

暴力方式，二是劝说他们主动交出兵权的温和方式。
赵匡胤没有选择历史上兔死狗烹那种很“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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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而是选择了一个新办法，在觥筹交错的义气场

中，既能维护朝廷稳定，又不伤害义兄弟的利益。
他先做了次大胆尝试：“太祖即位，方镇多偃

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 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

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
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煞

我而为之。’”赵匡胤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骇世惊

俗，令众人惊恐不已。 “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

之，伏地不敢对。 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
镇皆再拜，称万岁。 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
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

岁，与饮尽醉而归。” ［２９］７４赵匡胤深谙江湖义气的

做法，他借酒加浓兄弟情义，故意来到没有外人的密

林中，给他们提供刺杀的机会，表达自己可以不惜生

命成全弟兄们的帝王梦，显得格外义气。 其实用的

是反向激将法，完全是陈桥兵变之际所说“汝等自

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

若主矣”的翻版。 结果，受到惊吓教训的义兄弟确

认了赵匡胤神圣君主地位，从此俯首帖耳。
此后开展的收兵权、收财权行动，都是按照这种

模式完成的。
先看收兵权。 建国的第二年，赵匡胤在赵普的

策划下，将石守信等将领招到酒场：
　 　 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

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 然天子亦大艰

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

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

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
“陛下何为出此言？ 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

心。”上曰：“不然。 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

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

为，其可得乎？” 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

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

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

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尔曹何不释去

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

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

其天年。 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

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

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

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 庚午，以

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

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

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

节度使，侍卫都虞侯、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

节度使，皆罢军职。 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

故，其实兵权不在也。 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

复除授云。［１０］４９－５０

在这场精心设计的酒宴中，赵匡胤采用了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的思想教育。 以喝酒制造哥们义气

的亲密氛围，表达心声：首先感谢弟兄们的拥戴。 其

次抱怨当皇帝的难处，自己整晚忧愁失眠，还不如像

你们那样当节度使快乐。 再次点明原因是担心帝位

不保，你们当然不会有什么二心，但难保部下不再发

生一次黄袍加身。 最后灌输及时行乐的人生观，给
他们指明出路：一是解除兵权，到大州府担任长官；
二是多置买田宅以及歌舞伎乐等，天天饮酒作乐，充
分享受富贵人生；三是皇家与他们结为姻亲，君臣之

间消除猜疑、各自安心，确保交还兵权后的人身安

全。 众将先惊后喜，接受了人生新安排，全部罢免了

实际的军职，赵匡胤果然“赐赉之甚厚”，大加赏赐。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成功的酒宴，政治、军
事、义气的含金量远远超过了“鸿门宴”。

再看收财权。 沿袭五代藩镇体制，宋初各地驻

守的藩镇拥有一方兵权和财权，势必出现肆意增加

赋税、搜刮民户以满足奢侈、壮大实力的现象，不利

于国家财政和民众利益。 “太祖即位，患方镇犹习

故，常取于民无节而意多跋扈。 一日，召便殿赐饮款

曲，因问诸方镇，尔在本镇除奉公上之外，岁得自用

为钱几何？ 方镇具陈之。 上谕之曰：‘我以钱代租

税之入以助尔私，尔辈归朝，日与朕相宴乐何如？’
方镇再拜，即诏给侯伯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

给。 州县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苛敛之患。” ［２９］ 从

此，州县赋税收入一律归朝廷所有，也免除了百姓的

额外赋敛，一举两得。
与已经跋扈二百余年的军阀商谈交出权力，几

乎是与虎谋皮，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 赵匡胤使

在中央的将领到地方，在地方的将领到中央，前者交

出兵权，后者交出财权。 政治江湖的事还要用江湖

义气解决，赵匡胤既没有杀气腾腾地武力解决，也没

有大张旗鼓地整肃解决，而是采取惯用的和平手段，
以两场酒宴为媒介，在江湖义气的氛围中，立足人

性，充分照顾他们的私人和子孙利益，实现了双赢。
其实是荣华富贵的生活与武将兵权的一种赎买交

易，无疑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善待、保全。 酒肉当然没

有这么大的作用，觥筹交错演绎散发的义气即浓重

的人情味，才是看不见但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清高

宗对此十分钦佩，曾道：“太祖退藩镇之兵，只在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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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片言之间，君臣之分，情义兼隆。” ［３０］他敏锐地看

到“杯酒片言”中的“情义兼隆”。
义的一个原则是恪守信用， 所谓 “ 信以成

义” ［１０］４０５，无信则无义。 那么，赵匡胤许诺诸将的

优待是否落实呢？ 上文显示，丰厚的物质赏赐随即

兑现了，让他们到各大藩作威作福也是事实，再看与

诸将结亲一例。
建隆元年（９６０ 年），赵匡胤就把自己同母妹燕

国长公主，嫁给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１９］８８７１。 开宝

三年正月，镇宁节度使张令铎被罢免了军职，赵匡胤

随即“令皇弟光美娶令铎女为夫人” ［１０］２４０。 让他

成为皇弟、亲王的岳父。 同年六月，赵匡胤的长女封

昭庆公主，然后下嫁给左卫将军、驸马都尉王承衍，
“承衍，审琦之子也” ［１０］２４６。 开宝五年，皇第二女

延庆公主下嫁给左卫将军、驸马都尉石保吉，“保
吉，守信之子也” ［１０］２８１。 后来的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
年），宋太宗又将皇第四女即秦王廷美之女封云阳

公主，嫁给了韩重赟之子韩崇业［１０］５０６－５０７。 其中，
王审琦、石守信、韩重赟三人是义社十兄弟，从此又

成为儿女亲家，亲上加亲，关系更密切。 事实证明，
赵匡胤兑现了许诺，言而有信，体现了契约精神，从
而成功地把江湖资源转化为政治优势。

结　 语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善待自己效忠过的后周皇

室，善待抵抗过自己的割据降王，善待怀念前朝的大

臣，善待帮助自己得天下的功臣，以温和的方式对冲

了长期以来的暴力，适应了“天厌乱久矣” ［１０］９２的

历史需要，其义气贯穿了宋朝的建国和统一，是“马
上治天下”的新创举，为历史贡献了一种新的政治

治理模式。 时代厌乱求和、厌杀求生，赵匡胤尝试了

和平建国，尝试了部分和平统一，再尝试和平稳定并

取得成功，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

化，以义为重，用义治天下，使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

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体制的重要内容。
相传 陈 抟 曾 言： “ 宋 朝 以 仁 得 天 下， 以 义 结 人

心。” ［８］便可见义在宋初的作用之大。 正是对义的

高超运用，显示了赵匡胤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怀柔

弭兵，在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他基于我们一贯忽

略的人性，精通人情世故，恪守诚信，展示独特的人

格魅力，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
以义为利，以义为政，并非赵匡胤的发明，先贤

对此早有论述。 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 ［１７］２１墨子：“顺天意者，义政也。 反天意者，力
政也。” ［３１］２２０“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

必治，社稷必安。 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

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３１］４００赵匡胤

式的江湖义气，将这些理念具体化、人格化、平民化，
并予以实施。 有学者研究了春秋时期义对礼、利、德
的统摄，指出义是社会共识性的价值尺度，“正是得

益于义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春秋社会才能在礼崩

乐坏的大形势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可靠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 ［３２］ 。 １４００ 多年以后的宋初虽然早已时过

境迁，但基本理念长盛不衰，由动乱走向和平的过

程，也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 宋代推行的

崇文抑武、不杀士大夫等国策都源自于此，乃是国家

大义、社会公义。
为了皇位稳固，笼络江湖兄弟等武将，赵匡胤常

以不惜牺牲部分百姓利益为代价。 这正是司马迁所

言的侠义缺点：“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３３］将义置于

国法乃至礼法之上，更多地体现着人治独裁。 欺压

弱者，正是侠义精神所不容忍的行为。 但相比暴力

而言，社会成本却是低廉的。
在历代皇帝中，唯有赵匡胤的仗义最突出，因而

被演绎传颂至今。 元代戏剧中的皇帝戏多，历代皇

帝中以赵宋王朝为最，多是有恩必报、助人救人的形

象，其中宋太祖的故事占了将近一半的数量［３４］ 。
清代又出现了赵匡胤故事集大成的小说作品《飞龙

全传》，确立了赵匡胤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形象。
这种平民化的情感最容易共情，最受欢迎，所以最能

流传久远，对历史影响最大。
充满血腥诡诈的政治历史强化了人们的思维定

式，忽视乃至不相信温情和义气，尤其是怀疑兵变起

家的武夫皇帝，常常有意无意地屏蔽情义的存在和

作用。 这其实很可怕，会消蚀情义的重要性，默认冷

酷残暴的合理性、必然性。 历史是善恶并存的，绝非

恶者永胜。 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证明，“崇文抑武”
“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以
及把“绿色”引入政治［３５］ ，等等，都是武将建立的宋

朝对历史的新贡献。 辨识并承认、肯定善行，不仅是

还原历史真相的必要，还是温暖现实、培育未来的需

要，刀光血影中的点滴绿色，更值得珍惜。 以史实为

依据惩恶扬善，也是史学家的责任之一。 何为扬善？
当然不是虚构、夸大，而是揭示被误解、掩盖的善。

注释

①袁栋：《书隐丛说》，“中国基本古籍库”，清乾隆刻本，第 ２ 页。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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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２０１０ 年第 ３
辑。 ②《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熙宁二年，诏宣祖、太祖、太宗之

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

礼。”参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８６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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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孙钦善．高适集校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３４．
［６］徐积．节孝先生文集［Ｍ］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０１ 册．台

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９３２．
［７］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４５１．
［８］佚名．新刊大宋宣和遗事［Ｍ］．北京：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４：

６．
［９］陈师道．后山谈丛［Ｍ］ ／ ／ 全宋笔记：第 ２１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１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１１］陈郁．藏一话腴［Ｍ］ ／ ／ 全宋笔记：第 ８５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６．
［１２］朱弁．曲洧旧闻［Ｍ］ ／ ／ 全宋笔记：第 ３０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１３］陆游．避暑漫抄［Ｍ］ ／ ／ 全宋笔记：第 ５４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２５０．
［１４］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５３２．
［１５］徐松．宋会要辑稿［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４３．
［１６］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３５９．
［１７］陈戍国．四书五经：上［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２３．
［１８］薛居正．旧五代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１５８７．

［１９］脱脱．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２０］夷门君玉．国老谈苑［Ｍ］ ／ ／ 全宋笔记：第 ９ 册．郑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１９：１０．
［２１］蔡绦．铁围山丛谈［Ｍ］ ／ ／ 全宋笔记：第 ３５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５６．
［２２］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Ｍ］ ／ ／ 丛书集成初编：第 ２５４７ 册．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３．
［２３］叶梦得．石林燕语［Ｍ］ ／ ／ 全宋笔记：第 ２６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１２４－１２５．
［２４］王稱．东都事略［Ｍ］．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０：１７７－１７８．
［２５］司马光．涑水记闻［Ｍ］ ／ ／ 全宋笔记：第 １１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２６］孙光宪．北梦琐言［Ｍ］ ／ ／ 全宋笔记：第 １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１８１．
［２７］李攸．宋朝事实［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１５８－１５９．
［２８］王曾．王文正公笔录［Ｍ］ ／ ／ 全宋笔记：第 ７ 册．郑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１９：１７７．
［２９］王巩．闻见近录［Ｍ］ ／ ／ 全宋笔记：第 ２０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７４．
［３０］清高宗．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Ｍ］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３００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３２５．
［３１］方勇．墨子［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３２］桓占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

念中的核心地位［Ｊ］ ．文史哲，２０１５（１）：１０６－１１７．
［３３］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３１８１．
［３４］慈华．元代戏剧中的宋代皇帝戏与民间“华夷之别”观念［ Ｊ］ ．中

华艺术论丛，２０２２（２）：２１１－２２２．
［３５］程民生．北宋汴京的园林贡献及“绿政”创举［Ｊ］ ．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１７（１）：６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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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义为政：赵匡胤的开国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