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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為作者所出版的《宋遼外交研究》第三本專書，共收錄五篇文章，茲依先後順序，敘

述各篇提要如下：

一、宋遼訂盟翌年五項首次交聘活動──宋遼兩國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訂立澶淵盟約

之後，翌年雙方即展開了五項首次交聘活動。這不僅是宋遼朝廷展現誠摯和平友好情誼的開始，

也成為往後繼續進行交聘活動的參考與指標。因此作者在本文中探討了宋遼訂盟後，翌年的五

項首次交聘活動，以彰顯其在宋遼長期和平關係史中的特殊意義與重要性。

二、論北宋君臣致力維護宋遼和平外交的表現──宋遼兩國能維持長達一百多年的和平外

交，有賴於雙方君臣致力維護和平外交的心意，以及努力加以實踐所促成。因此作者在本文中

從宋國角度，列舉五項事例，論述北宋君臣致力維護宋遼和平外交，所表現出誠摯的態度與作為。

三、宋使節使遼言行軼事考──以宋人筆記小說為主──在宋人筆記小說中，有許多宋遼

關係史的史料，因此作者從宋人筆記小說挑出八位宋使節出使遼國時，某一次言行事蹟的記載

當作事例，並且加以擴大進行相關史實的探討。

四、宋使節使遼的共同感觸──以使遼詩為主──宋朝廷常派文臣使節至遼進行交聘的活

動，因此出現了使遼詩的作品，描述沿途自然的風光、行程遙遠的艱辛、路況地形的險峻、北

國氣候的嚴寒、思念家國的鄉愁，以及遼地的民情風俗等。也因而造成宋使節們彼此有共同的

見聞、觀察、體會和回憶，並且在使遼詩中呈現出共同的感觸。作者在本文中將這些共同的感

觸分成十二項，進行比較詳細的論述。

五、遼泛使蕭德崇使宋代夏求和始末──宋遼夏時期，夏國依賴遼國很深，當它在宋夏戰

爭中，處於不利時，即會運用緩兵、求和的方式，請遼國派遣使節至宋國進行交涉，促使宋國

能轉而與夏國恢復和平。本文即是針對此一方式，詳細論述遼國派遣泛使蕭德崇出使宋國進行

代夏求和的始末，包括背景、原因、過程、結果和影響等項目。



 

 

 

 

目  次 

－目1－ 

 

 

 

 

 

 

 

 

 

 

 

 

 

 

自  序 

宋遼訂盟翌年五項首次交聘活動························· 1 

論北宋君臣致力維護宋遼和平外交的表現 ············ 27 

宋使節使遼言行軼事考――以宋人筆記小說為主 ··· 53 

宋使節使遼的共同感觸――以使遼詩為主 ············ 83 

遼泛使蕭德崇使宋代夏求和始末······················ 117 

目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