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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8B_EF_BC_88_E5_c34_42952.htm 北宋靖康元年(公

元1126年)，金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今属河南)。次年二月，

废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原任河北兵马大元

帅的皇族康王赵构，在金军退走之后，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年号建炎，是为宋高

宗。南宋新立，当务之急是选贤任能，革新军政，制定积极

进取的战略计划。然而，宋高宗昏聩无能，任用佞人，排斥

贤相李纲，改积极抗战方针为消极防御。结果导致李纲建国

十策难以完全落实，宗泽经营的开封基地前功尽弃，中原抗

金义军的活动遭受打击。随后，宋廷采用弃淮守江的战略，

放弃两淮，南逃临安。结果造成临安卫军政变，金军亦乘机

南下，宋高宗航海走避，南宋险些亡国。金军穷追宋高宗不

获，由江南北撤，被南宋韩世忠部拦截在黄天荡，北撤金军

险遭灭顶之灾。此后，金军不敢轻易渡江，南宋朝廷得以立

足江南。 南宋在江南的统治稳固之后，实施了几项战略举措

是较为成功的。一是加强川陕防御，阻挡金军入川之举；二

是建立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连结淮东的江淮防御体系，以

阻止金军进攻；三是实施以荆襄为基地，联络河朔，乘隙而

进，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同时，南宋还重视发展军事技术

，改革军事制度，加强军队建设，从而使国防力量有所增强

，从屡战屡败到胜多败少，战略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南宋方面

转化，曾一度出现北进的较好形势。但南宋以妥协求和，偏

安自保为基本方针，贯彻以文制武的军事指挥原则，极大地



抑制了领兵将帅才能的发挥，妨碍了军事的发展。尤其在绍

兴十一年(公元1114年)采取的解除三大将兵权、杀害抗金名将

岳飞、缩编军队等错误措施，无疑是自毁长城。结果，南宋

在偏安中逐步走向衰弱。 蒙古兴起之后，蒙古、西夏、金三

国在北方激战，此时是南宋向外发展的最佳时机。但是，南

宋统治者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对北方三国杀作壁

上观，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待西夏灭亡，金北方尽失，战

略转移，南攻宋地，南宋才被迫应战。南宋虽能阻止金军南

下，但兵力受损，蒙古势力也进入黄河以北，南宋再无力北

攻。金垂亡之际，南宋尚不知唇亡齿寒，大祸将至，竟作出

联蒙灭金的决策，结果寸土未得，实力暴露，最终走向灭亡

。 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五十三年。其疆域北以淮水，经

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东)二州至秦岭大散关(今陕

西宝鸡西南)一线与金为界，东南、西南同北宋。 南宋的政治

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北宋，但行政机构较北宋精简集中，适应

于新形势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首先对中央最高行政机构

三省六部进行了调整，合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一，以

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改门下、中书

侍郎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废尚书左、右丞。六部中的各

部，只设长官或副长官，主持部务；所属司级机构，除户部

以事务繁多未减少外，其他五部通过兼领、合并而大量省并

。地方府、州、军、监级和县级机构，基本沿袭北宋制度。

南宋中央统御体制前后有所变化。建炎初，以御营司掌兵权

，由宰相和执政兼任御营使和御营副使，御营司实际成为统

领全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建炎末，恢复北宋枢密院管军旧制

，枢密院又成为最高军事机构。南宋还曾在临安设置诸路军



事都督和三衙等重要军事机构。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

方的统治，先后设置招讨司、宣抚使司、镇抚使司、制置使

司等军事统御机构，对维护地方治安和抗击金军起到一定的

作用。 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尽管南宋国土比北宋减少五分之二，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

都在南宋境内。因此，南宋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北

宋。由于军事的需要，南宋重视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

等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南宋手工业生产的技术、规模方面都

超过北宋。 在文化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理学逐步取得了官学地

位。 南宋德二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克临安，宋廷投降。

部分大臣南下福建、广东重建小朝廷，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

，新朝在山败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