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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專題研究計畫之題目為：北宋中晚期文士

對武力的定位（A.D. 1022-1126）。 
 

過去史家多強調宋代士人常根據儒家和

道家的學說主張和平，反對軍事擴張，具有

濃厚的反戰弭兵思想。本計畫的主要成果即

在指出：除了充滿道德理論的反戰言論之

外，文士對武力使用的考量實有其現實和投

機的一面。從仁宗朝開始，文官取得朝廷政

策的主導權，故文士對軍事的觀點得以充分

反映在施政之上。分析仁宗時期至北宋滅亡

之間的軍事行動，可以看出文士對使用武力

與否的考量是以用兵的勝算與敵人的威脅程

度為主，道德上的適當性鮮少影響他們的決

定。對他們而言，武力的價值在於維護宋的

政權。 

文士對武力的思考既是從鞏固政權出

發，他們對於軍隊的基本要求也是有效控

制，以免其形成政權的威脅。在此情況下，

戰力強大並非他們主要的期待，甚至會為了

穩定政局而犧牲軍隊的素質。這種傾向直接

影響宋代軍隊的組成，及其在戰場上的表現。  
 
關鍵詞： 
 
武力  文武關係  北宋  士人文化 

 
二、 英文摘要 Abstract 
Research Project The Ideas of Literati on 
Military Forc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orthern Song (A.D. 1022-1126) 
 
 This project tries to research the Song 
literati’s ideas on military forces from the 

Renzong reign (1022-1063) to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a period in which civil officials 
controlled most political power. Modern 
historian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e Song literati had 
little interest on military issues, a result of their 
Confucian learning which contained strong 
anti-bellicose concepts. Based on Confucian 
and Daoist principles, undoubtedly, some 
Northern Song literati advocated the ideals that 
political leaders should rule their states by 
moral principles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 rather 
than military forces. However, this political 
ideal did not prevent the Song literati from 
using military forces to handle crise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anti-bellicose ideology of the civil 
officials, thus, was only a part of the whole 
story. They still had pragmatic concerns on 
military forces, which has not been researched 
by modern historians. In the mind of literati, I 
will study, what were the political roles armies 
played and what were the functions of military 
forces for the rule of a state.  

By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i’s ideological concepts on military 
forces and military policies in reality, my 
arguments includ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Song 
civil officials considered that military force was 
crucial to their regime. Practical issues were 
their main concerns of whether to deploy 
armies, and moral principles seldom influenced 
their decisions. Second, civil officials paid 
more attentions to domestic uprisings tha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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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conflicts, so they might ignore the 
attack of foreigners, but always suppress local 
rebels by forces. Third, the main function of 
armies, in the mind of civil elite, was to 
maintain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s. For this 
reason, civil officials considered effective 
control to be the primary issue of military 
policies, even though this inclination might 
undermine the quality of the Song armies. 

Through studying the ideas of literati on 
forces and armies, this project improves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Northern Song literati 
culture, military policies and political history.  

. 
   
英文關鍵詞 Key Words： 
 
Military forces, civil-military relation, Northern 
Song China, literati culture 
 
三、 計畫緣由與目的 
 

長期以來，學者多強調宋代士人基於儒

家的德治觀念，致力於發展文教與安定民

生，貶抑武力的功能與地位，導致北宋軍隊

表現拙劣。這樣的說法固然突顯了部分事

實，但並非歷史的全貌。文士主導下的北宋

中晚期政府並非全然以和平手段應付外族，

尤其是對較弱小的外族如交阯和吐蕃更是強

硬，數度以兵戎相見。由此可見，在充滿道

德理論的反戰言論之外，文官在軍事策略上

亦有其現實和投機的一面。同樣值得注意的

是文官對於國內變亂的態度。宋廷對反叛者

有時選擇招撫，有時則出動軍隊弭平，文官

們如何在不同措施之間做選擇？他們對於平

定內亂與進行對外戰爭是否抱持不同的標

準？如果確有不同，則又是何種因素或理論

導致了這種差異？此外，在文人主導下的宋

代政府，其所擁有的武裝力量在數量上是持

續成長的。這種軍隊數量膨脹所代表的意義

為何？軍隊在當時的政權結構中究竟扮演何

種角色？在提倡德治與文治的士大夫心中，

武力在統治上究竟發揮何種功能？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透過剖析文士對武力

的理念，藉此理解北宋中晚期軍事政策的形

成、軍隊的組成與其在當時政治社會結構中

的定位。 

 
四、 計畫成果自評 

 
過去學者並未將宋代文官對武力或軍隊

的態度視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只是在討

論北宋對外關係時附帶提及，不僅忽視了武

力在統治內部與抵抗外患同等重要，也無法

對呈現武力在宋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本計畫從眾多的宋代文獻（特別是文集）

中整理出文士對武力的理念。研究上的具體

成果在於完成〈內外有別─北宋中晚期文士

對武力的定位（A.D. 1022-1126）〉一文，現

正進行細部文字修飾。該文主要的論點如下： 

1. 北宋士人視武力為維護政權的手

段，在考量武力的使用上主要是受現

實環境的影響。出兵的勝算、可能的

戰果與戰後情勢的發展都是考量的

因素。相對地，道德上的合理性與否

對政策決定的影響並不大。 

2. 文士視國內變亂為對政權的直接威

脅，重視的程度更甚於外患。因此，

邊境糾紛發生時，文官有時會認為關

係不大而予以忽視，但對於國內的動

亂則十分敏感。因此，文士在內政議

題上比對外糾紛更傾向使用武力解

決。官員對於平民叛變的主張會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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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大小而有所不同。規模愈大的叛

亂，文官愈傾向鎮壓而非招安。 

3. 在對外關係上，文官仍視武力為解決

問題的重要手段，除了對契丹強大的

軍力多所顧忌外，宋政府經常對其他

外族動用武力以達成其目的。 

4. 由於武力的功能既被定位為穩定政

權，文士對軍隊的首要考量也是如何

以之維護政權。因此，軍隊常成為失

業者的收容所，以免貧困無賴者破壞

治安。文士並不在意這樣的政策會削

弱軍隊的戰力，因為戰鬥力並非他們

首要的考量。  

5. 正因為北宋文士對武力的考量是以

現實利益為主，而非全然地反對戰

爭，這個政權雖與契丹達成和平協

議，卻是在是等待機會以武力消滅對

方。這種態度關係到北宋最後因主動

挑起戰端而導致亡國。 

本計畫的執行成果顯現了北宋文士

對武力的態度遠比過去理解的來得複

雜，武力其實是北宋政府經常使用的工

具。進一步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們對於宋

代的軍隊與文武關係都可以新的認識，本

計畫僅是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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