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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劍嶺雲橫控西夏 55：党項李元昊

《天龍八部》的世界觀很廣闊，在宋、遼和大理的同期，

還有一個橫亘在中原西北方的外族國家——西夏。它是中

土和尚虛竹的夫人、「夢姑」的娘家。夢姑是李秋水的孫

女，天山童姥說她「端麗秀雅，無雙無對」。而她的身份

是西夏銀川公主；娶得她，既擁有「顏如玉」，也成為了

西夏駙馬，擁有西北半壁江山。所以，小說中人人都對這

位西夏公主趨之若鶩。

西夏，一個中國歷史課本中常常出現的國家，我們對它既

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的名字；陌生的，是它的

歷史。

第一節　西夏立國前傳

西夏，是由党項人李元昊在寶元元年（1038）建立的國

家。要認識西夏的歷史，我們必需要從唐朝末年說起。

55.	 擷自柳永詞作《一寸金．井絡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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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符元年（874），銀州刺史拓跋乾暉之孫拓跋思恭，因

為平定黃巢之亂有功，授夏州定難軍節度史，封夏國公，

並賜姓李。56 自此，西夏拓跋氏改為李姓，並成為夏（今

陝西橫山縣）、綏（今陝西綏德縣）、銀（今陝西米脂縣）、

宥（今陝西靖邊縣）四州的實際統治者。

開平四年（910），西夏李氏第三代（以李思恭為西夏李

氏第一代）李仁福為定難軍節度史，先後臣附於後梁、後

唐。開運元年（944），西夏李氏掌政者李彝殷率兵協助

後晉攻打契丹。乾祐元年（948），李彝殷獲後漢高祖劉

知遠授予侍中；乾祐二年（949），後漢以靜州（今陝西

米脂縣西）歸之。從此，西夏李氏便據有西北夏、綏、

銀、宥、靜五州。

建隆元年（960），李彝殷獲宋太祖趙匡胤封為太尉。死

後，更獲贈太師，追封夏王。太平興國七年（982），李

彝殷之孫李繼捧繼位，因為族群內部矛盾，於是率族獻地

予宋太宗。然而，李繼捧此舉不獲族弟李繼遷認同。素以

「勇悍有智謀」見稱的李繼遷於是以恢復故土為號，起兵

叛亂，並聯合遼國，不斷侵擾宋朝邊境。

56.	 《遼史．西夏外紀》記載：「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

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

雍熙二年（985），李繼遷攻下銀州，自稱定難軍留後，

並向宋朝的宿敵遼國稱臣請婚。遼聖宗耶律隆緒當然不會

放過這個機會，不僅封李繼遷為夏國王，又以封義公主嫁

之。得到遼國擺在眼前的支援後，李繼遷聲勢大增。宋太

宗馬上作出相應舉措，包括任命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以回

應李繼遷的自稱定難軍留後，同時也任命李繼遷為銀州觀

察使以羈縻之。

淳化五年（994），李繼遷與李繼捧講和，二人秘密締結

合作關係，並定下了「聯遼抗宋」的戰略方針。至道二年

（996），宋夏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其後，李繼遷遣

使求和。到了咸平五年（1002），李繼遷再次發兵圍攻靈

州，援兵未至，靈州已宣告失守。李繼遷食髓知味，接續

攻下了西涼府（今甘肅武威）。然李繼遷因遭吐蕃六谷部

大首領潘羅支設伏，中流矢身亡，終年四十二歲。57

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決定對党項實施以財帛換和平

的方針，主動提出和談。次年九月，和議成立，宋朝敕命

李繼遷之子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並賜予大

57.	 《遼史．西夏外紀》記載：「（李繼遷）遂率眾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

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穀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

中流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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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銀帛絹茶。狡猾的李德明在得到宋朝封賜後，同時又向

遼國稱臣納貢，請求冊封。遼國遂封他為大夏國王。

完成了「和宋聯遼」的戰略方針後，李德明可以騰出雙

手，全力西攻回鶻，奪取甘（今甘肅張掖北）、瓜（今甘

肅瓜州縣東）二州。後又南擊吐蕃，奪取西涼，並殺敗仇

人潘羅支，成功掌握了河西走廊。

李德明對外全力擴張，把鄰近的弱小勢力逐一消滅；對內

大力發展農業，鼓勵商貿。其後他更在靈州懷遠鎮（今寧

夏銀川）築城，定名興州，作為都城，其野心可謂昭然

若揭。

第二節　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

從唐末李思恭開始，李氏（拓跋氏）一門即成為了西北一

帶的實際統治者。到了李繼遷的時候，慢慢成為了宋遼

都要爭取（或者提防）的境外勢力。58 直到李德明時候，

更開始有了建邦立業的意識。天聖九年（1031），李德明

死，長子李元昊繼位，西夏迎來嶄新一頁。

58.	 《遼史．西夏外紀》記載：「（西夏）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靜

五州，緣境七鎮，共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

接過父親的名位後，李元昊馬上進行立國的準備。他改

姓嵬名氏，更名為曩霄，號兀卒，以示「李趙賜姓不足

重」。他又改革官制、兵制，擴建宮城，升興州為興慶

府，定為都城，並頒行西夏文字。景祐元年（1034），李

元昊建元「開運」。寶元元年（1038），李元昊正式稱帝，

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此時，西夏正式

立國，疆域西起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小方盤城），東至

黃河，北抵大漠，南盡蕭關（今寧夏同心南），自南而北

共有約六百五十公里。

李元昊稱帝，表面上看來，只是七八年間的事，但仔細想

想，其實自李繼遷起，西夏已有不臣之心。所以，稱帝一

定是經歷數代的琢磨和籌劃，斷不可能只是這七八年間就

辦妥。反觀宋朝，面對着這個昔日的藩國，心裏絕不好

受。第一，情感上放不下；第二，宋朝必須做點事以儆效

尤。於是，宋仁宗在康定元年（1040）、慶曆元年（1041）

和慶曆二年（1042），分別發動了三川口 59（今陝西安塞縣

59.	 《宋史．夏國列傳》記載：「夏人攻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

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傅偃、劉發、石遜

等。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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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好水川 60（今寧夏隆德東）和定川寨 61（今寧夏固原

西北）三大戰役。很可惜，宋軍在這三大征夏戰役中，都

是戰敗收場。然而，西夏從戰爭中也得不到「甜頭」，死

傷「相半」、「財力不給」，巨大的損失逼使李元昊要與宋

朝達成和議。62 慶曆三年（1043），李元昊以「西夏主」的

名義向宋稱臣，而宋朝則「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

五千」63 予西夏。

如果大家有留意，前文提及過西夏是同時向宋遼稱臣，所

以對「元昊稱帝」不滿的，除了宋仁宗外，還有遼興宗耶

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耶律宗真親領騎兵十萬，

分三路直撲西夏。面對着契丹鐵騎，李元昊甫接戰就敗陣

下來，只好退守賀蘭山。狡詐的李元昊深明遼國之不可戰

勝，於是一面遣使求和，拖延時間；另一面則連續三次往

後方撒退，而每退必定堅壁清野。在這戰略下，遼國戰線

60.	 《宋史．夏國列傳》記載：「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宋師大敗。

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

61.	 《宋史．夏國列傳》記載：「戰於定川，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州，

大焚掠而去。」

62.	 《宋史．夏國列傳》記載：「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于點集，

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

63.	 《宋史．夏國列傳》。

給大幅拖長，漸漸地物資補給也困難起來。64 這時，李元

昊覷準時機，縱兵劫掠，大敗遼軍於德勝寺南壁，致使耶

律宗真只能隨着數騎遁逃。李元昊深明遼國之強大，目前

縱然是小勝，但很快會緩過氣來，所以他果斷地遣使求

和，以免泥足深陷。

聰明的李元昊明白到宋、遼、夏三個的微妙關係。它們就

像昔日的魏、蜀、吳三國，也像秦末的劉邦、項羽和韓

信，三者互相制衡。最弱的西夏當然是攻劫的目標，但是

它卻不是一顆軟柿子，可以隨便揉捏。無論是宋朝還是遼

國，要吃下西夏都必需大費周章。而宋遼雖然都是強國，

但誰都沒有滅掉對方的絕對把握。在攻掠西夏時，誰都要

留一手以防對方偷襲。事實上，在宋夏三大戰役進行時，

遼國曾經趁火打劫，想乘勢敲詐宋朝。因此，最不想宋夏

和議的，肯定是遼國。倒過來說，宋朝也不想看到慶曆四

年（1044）的遼夏之戰就此結束。

總之，李元昊就是覷準了這種微妙的三角關係，帶領西夏

周旋在宋遼之間。

64.	 《宋史．夏國列傳》記載：「遼兵至者日益，夏乃請和，退十里，韓國王不

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赭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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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虛竹岳丈李乾順

上一章寫過喬峰（蕭峰）義兄遼道宗耶律洪基的事蹟，而

這時候西夏的當家君主應為李乾順。《天龍八部》如此寫

道：「西夏疆土雖較大遼、大宋為小，卻也是西陲大國，

此時西夏國王早已稱帝，當今皇帝李乾順，史稱崇宗聖文

帝，年號『天祐民安』，其時朝政清平，國泰民安。」

李乾順是李元昊的曾孫。慶曆八年（1048），李元昊為太

子寧令哥刺傷身亡。在舅父沒藏訛龐的安排下，夏毅宗李

諒祚以一歲之齡繼位。如此幼年登位，國家權柄自然落在

母親沒藏氏和她的兄長手中。待李諒祚十二歲時，即宋仁

宗嘉祐四年（1059），在大將漫咩等的支持下，李諒詐誅

殺沒藏訛龐及其家族，正式執掌國家朝政。可惜，掌政不

久，正值壯年的李諒祚卻在二十一歲英年早逝。

治平四年（1067），李諒祚長子李秉常以七歲之齡繼立，

並由梁太后攝政。皇帝年幼、太后權重，西夏政權又再次

落入外戚手中。夏惠宗李秉常是一個愛好漢族儒家文化的

君主，常常想「復行漢禮」，廢除「蕃儀」，然而權柄盡

在梁氏姐弟（梁后之弟為梁乙埋）手中，他無可奈何。而

且，梁氏姐弟為了個人利益，常假借李秉常名義向宋朝

發動戰爭。於是，夏宋兩國關係又步入低谷。元豐四年

（1081），梁氏姐弟把李秉常軟禁在興慶府附近之木砦，

引發西夏動亂。宋神宗藉機攻夏，然而皆大敗而回，更被

逼簽訂和約。元豐八年（1085），梁太后逝世。翌年，李

秉常以二十六歲之齡逝世。

李諒祚、李秉常皆以沖齡即位，又以壯年逝世。而虛竹之

岳丈，即李秉常長子，夏崇宗李乾順亦以沖齡即位。

元祐元年（1086），李乾順以三歲之齡繼位，由其母梁

氏（昭簡文穆太后、梁乙埋之女）、皇族嵬名阿吳、將軍

仁多保忠，共同輔政，分掌西夏軍政大權。這三人背後牽

連着千絲萬縷的家族利益，彼此衝突不絕，由是「疑阻日

深」。元祐九年（1094），西夏終於發生內亂，嵬名阿吳、

仁多保忠在梁太后的支持下，誅殺「潛謀篡奪」的外戚梁

乞逋（梁太后之弟）。

除去權臣梁乞逋後，梁太后獲得前所未有之權力，她把持

西夏軍政大權，對外入侵宋境，對內專政獨裁。為了對抗

西夏的入侵，宋朝在邊境修築堡寨五十餘所。梁太后曾親

率大軍進攻其中的平夏城（章楶修築，今寧夏固原市原州

區三營鎮）和靈平砦（亦為章楶修築，今寧夏固原市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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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頭營鎮王浩堡村），遭受宋軍據城砦頑強抵抗，最後大

敗折返。元符二年（1099），遼道宗耶律洪基深明梁太后

已盡失人心，故遣使至西夏，賜其毒酒。

梁太后死後，李乾順終於親掌政權，時年十六歲。據《西

夏書事》卷三十一記載，李乾順「秉性英明，處事謹慎，

守成令主也」，65「令主」即是「賢德之君主」的意思，李

乾順似乎是一個不錯的君主。反觀宋朝，宋哲宗趙煦雖然

只有二十出頭，但他當皇帝不久便病故，由宋徽宗趙佶接

手，也即是在靖康之難被金人擄去的二帝之一。而遼國的

境況也不見得好，乾統二年（1101），遼道宗耶律洪基身

故，帝位將傳到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手上。宋、遼、

夏，本來是宋遼強、西夏弱的形勢，但這兩年將迎來天翻

地覆的改變。

李乾順親政後，第一件事就是改變梁太后「攻打宋朝」的

戰略。他明白到夏國的存在方略是既不得罪宋，也不開罪

遼。無論是宋還是遼，都沒有能力一口把西夏吃掉，但連

年征戰，只會拖垮國內經濟，大有亂起蕭牆之虞。因此，

65.	 《西夏書事》卷三十一記載：「乾順使殿前太尉李至忠、秘書監梁世顯如遼

貢獻請婚。遼主問乾順為人，至忠對曰：『秉性英明，處事謹慎，守成令主

也。』遼主善其對，命徐議之。」

他選擇了「和宋附遼」的戰略方針。事實上，從政和四年

（1114）起，宋夏接連發生古骨龍、臧底河、仁多泉震武

城和統安城多場戰事，雙方各有勝負，損耗甚鉅。有鑑於

此，李乾順果斷地在宣和元年（1119）主動向宋請和，宋

徽宗也下令罷兵。至於遼國，李乾順在親政之初（元符三

年〔1100〕），為消弭梁太后之死的風波，即向遼道宗請

結姻親。其時，遼道宗不允。到了乾統四年（1104），天

祚帝才把宗室女成安公主嫁予李乾順。

李乾順對外和宋附遼，對內積極倡導學習漢文化。之前，

李元昊「創建蕃學」，於是西夏舉國傾向「蕃學」，而「漢

學日壞」，致使「士皆尚氣矜，鮮廉恥」。因此，李乾順

「始建國學」，置教授，設弟子員三百人，並由官府提供

廩食，量才錄用。66 西夏士風因而有所轉變。

66.	 《西夏書事》卷三十一記載：「自曩霄創建蕃學，國中由蕃學進者諸州多至數

百人，而漢學日壞。士皆尚氣矜，鮮廉恥，甘罹文網，乾順患之。御史中丞

薛元禮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昔元魏開

基，周、齊繼統，無不尊行儒教，崇尚《詩》、《書》，蓋西北之遺風，不可

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號，製蕃字以為程文，立蕃學以造人士，緣時正

需才，故就其所長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

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

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于是乾順命于蕃學外特建國學，置教授，

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