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聖
學
根
之
根》


    《

三
字
經》


              

                     

第
三
十
八
集

                 


                   

開
吉 

敬
學



梁唐晉。及漢周。
稱五代。皆有由。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及後周，這五個
朝代稱為五代。五代的國祚都很短暫，其
興亡都各有原因。  





梁
唐
晉 

及
漢
周 

稱
五
代 

皆
有
由

                       

因
緣
生
老
師

 
 

上
一
段
分
享
中
我
們
說
到
，
公
元
九

零
七
年
，
唐
哀
帝
將
皇
位
禪
讓
與
梁
王

朱
溫
，
朱
溫
稱
帝
，
即
後
梁
太
祖
。
建

國
曰
梁
，
改
元
開
平
，
以
開
封
為
東
都

，
洛
陽
為
西
都
。
公
元
九
一
二
年
二
月

，
朱
溫
率
軍
攻
打
趙
國
王
鎔
，
但
於

蓨

（

音
條）

縣
遭
遇
敵
軍
偷
襲
，
慌
忙

撤
兵
，
自
此
一
病
不
起。 


 

 

公
元
九
一
二
年
六
月
，
朱
溫
次
子
朱

友
珪（

音
圭）

弒
父
自
立
，
但
隨
即
便
被

朱
溫
三
子
朱
友
貞
推
翻
。
朱
友
貞
即
位

，
即
梁
末
帝
，
追
廢
朱
友
珪
為
庶
人
。

梁
末
帝
當
政
後
，
與
晉
國
相
持
不
下
，

頻
繁
用
兵
，
致
使
賦
稅
加
重
、
民
不

聊
生
，
國
勢
日
漸
衰
弱。 


 
 

當
時
與
後
梁
並
存
的
還
有
唐
朝
冊
立

的
晉
王
李
克
用
政
權
，
李
克
用
並
不
承

認
後
梁
，
所
以
在
他
的
統
轄
範
圍
內
，

依
然
使
用
唐
的
國
號
和
年
號
。
公
元
九

零
九
年
李
克
用
去
世
，
他
的
兒
子
李
存

勖（

音
序）

繼
王
位
。
此
時
，
李
存
勖
見

後
梁
內
亂
，
於
是
趁
機
出
兵
攻
打
，
大

挫
梁
軍
，
消
滅
了
河
北
三
鎮。



 
 

公
元
九
二
三
年
，
李
存
勖
於
魏
州

稱
帝
，
仍
以
唐
為
國
號
，
史
稱
後
唐

，
即
唐
莊
宗
。
同
年
，
發
兵
南
下
，

攻
打
開
封
，
梁
末
帝
自
殺
，
梁
朝

滅
亡
。
後
唐
統
一
了
整
個
華
北
地
區
。

公
元
九
二
五
年
攻
滅
了
王
建
所
建
立

的
前
蜀。 


 

 

統
一
戰
爭
結
束
後
，
莊
宗
開
始
不

理
朝
政
，
崇
信
宦
官
，
剝
削
百
姓
，

後
唐
的
統
治
逐
漸
出
現
了
危
機
。
公

元
九
二
六
年
魏
州
發
生
兵
變
，
唐
莊

宗
於
兵
變
中
被
弒
。
李
克
用
的
養
子

李
嗣
源
即
位
，
即
唐
明
宗。 


 

 

明
宗
當
政
後
先
是
誅
殺
莊
宗
所
立

的
聚
斂
之
臣
，
廢
除
苛
捐
雜
稅
，
減

免
田
稅
，
並
且
允
許
民
間
自
鑄
農
器

。
在
位
八
年
期
間
，
戰
事
停
息
，
注

重
發
展
農
業
生
產
。
司
馬
光
於《

資

治
通
鑒》

中
評
價
這
段
時
期「

年
穀

屢
豐
，
兵
革
罕
用
，
校
於
五
代
，
粗

為
小
康
。」

公
元
九
三
三
年
，
明
宗

駕
崩
，
三
子
李
從
厚
繼
位
。
次
年
，

明
宗
的
養
子
李
從
珂
起
兵

奪
取
皇
位。
自
此
，

國
家
陷
入
內
亂。
 


 



 
 

公
元
九
三
六
年
，
李
從
珂
攻
討
權
勢

日
重
的
節
度
使
石
敬
瑭
，
於
是
石
敬

瑭
向
契
丹
稱
臣
，
並
贈
與
燕
、
雲
十
六

州
來
換
取
契
丹
的
援
軍
。
公
元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
契
丹
主
耶
律
德
光
冊
立

石
敬
瑭
為
帝
，
是
為
後
晉
高
祖
，
定

都
汴
州
，
升
汴
州
為
開
封
府
。
隨
後
，

石
敬
瑭
出
兵
進
攻
洛
陽
，
李
從
珂
自

焚
而
死
，
後
唐
滅
亡。

 

石
敬
瑭
當
政
後
，
除
了
兌
現
之
前

的
承
諾
外
，
另
每
年
進
奉
帛
三
十

萬
匹
，
向
遼
稱
臣
。
不
僅
如
此
，
他
還

稱
耶
律
德
光
為
父
，
自
稱「

兒
皇
帝」

。
當
時
的
成
德
節
度
使
安
重
榮
上
表

指
責
此
事
，
並
表
示
願
意
與
契
丹
決

一
死
戰
，
因
此
石
敬
瑭
竟
將
安
重
榮

斬
殺
。
公
元
九
四
二
年
，
晉
高
祖
駕
崩

，
其
侄
石
重
貴
繼
位
，
即
晉
出
帝
。
他

不
肯
再
聽
從
契
丹
的
擺
布
，
也
不
再

向
契
丹
稱
臣
。
耶
律
德
光
因
此
出
兵
攻

打
後
晉
，
於
公
元
九
四
六
年
攻
下

開
封
，
俘
虜
石
重
貴
，
後
晉
滅
亡
。

次
年
，
耶
律
德
光
於
開
封
稱
帝
，
改

國
號
為
遼
，
年
號
大
同
。
自
從
遼
兵
佔

領
中
原
以
後
，
便
四
處
擄
掠
，
致
使

民
怨
沸
騰。



 
 

當
後
晉
與
契
丹
交
戰
時
，
河
東
節

度
使
劉
知
遠
儲
蓄
力
量
，
聲
望
日
漸

隆
盛
。
遼
人
將
晉
出
帝
虜
往
北
方
後

，
劉
知
遠
向
耶
律
德
光
請
降
，
耶
律

德
光
十
分
看
重
他
，
像
對
待
石
敬
瑭

一
樣
稱
他
為
兒
子
，
然
而
劉
知
遠
卻

暗
地
裏
作
下
建
國
的
計
劃。 


 

 

公
元
九
四
七
年
劉
知
遠
在
太
原

稱
帝
，
改
國
號
為
漢
，
史
稱
後
漢
，

即
後
漢
高
祖
。
他
打
擊
遼
人
擄
掠
，

嚴
禁
民
間
製
造
契
丹
服
飾
、
用
具
，

積
極
鼓
勵
民
間
抗
遼
，
並
下
詔
處
死

分
散
在
中
原
各
處
的
遼
人
。
在
中
原

人
的
極
力
反
抗
下
，
耶
律
德
光
只
得

率
兵
北
返。 


 

 

公
元
九
四
八
年
，
劉
知
遠
駕
崩
，

其
子
劉
承
祐
即
位
，
即
漢
隱
帝
。
隱

帝
當
政
後
，
河
中
、
永
興
、
鳳
翔
三
地

節
度
使
連
衡
抗
命
，
隱
帝
派
郭
威

統
軍
，
平
定
了
三
藩
叛
亂
。
此
時
，

朝
廷
內
政
為
權
臣
把
控
，
隱
帝
決
心

改
變
這
種
局
面
。
公
元
九
五
零
年
，

在
連
殺
三
位
重
臣
後
，
又
派
人
去
謀

害
郭
威。



郭
威
當
時
在
鄴（

音
業）

都
鎮
守
，
手

下
兵
將
眾
多
，
隱
帝
殺
他
未
成
。
郭

威
於
是
引
兵
南
下
，
攻
入
開
封
，
隱

帝
出
逃
，
後
漢
滅
亡
。
公
元
九
五

一
年
，
郭
威
即
帝
位
，
是
為
後
周

太
祖。 


 

 

太
祖
當
政
後
，
吸
取
前
幾
朝
的

經
驗
，
重
用
提
拔
有
才
德
的
大
臣
。

大
力
改
革
政
策
，
並
提
倡
節
儉
，
且

親
身
力
行
。
大
力
減
免
前
代
所
設
的

苛
捐
雜
稅
，
減
輕
民
眾
負
擔
。
下
詔

禁
止
各
地
進
貢
，
並
以
儒
家
思
想
作

為
治
國
方
針。 


 

 

公
元
九
五
四
年
，
周
太
祖
駕
崩
，

養
子
柴
榮
即
位
，
即
周
世
宗
。
世
宗

當
政
後
勵
精
圖
治
，
獎
勵
農
耕
，
恢

復
漕
運
，
興
修
水
利
，
休
養
生
息
。

重
視
文
教
，
派
大
臣
整
理
、
校
正
、
刊

刻
民
間
散
落
古
籍
。
種
種
舉
措
，
使

得
後
周
迅
速
強
盛
起
來
。
公
元
九
五

五
年
，
周
世
宗
出
兵
擊
敗
後
蜀
，
收

復
秦
、
鳳
、
成
、
階
四
州
，
又
親
征

南
唐
，
得
淮
南
、
江
北
等
十
四
州
。
公

元
九
五
九
年
，
又
收
復
了
遼
所
佔
領

的
莫、
瀛、
易
三
州。



 
 

同
年
，
周
世
宗
駕
崩
，
子
柴
宗
訓

即
位
，
即
周
恭
帝
。
次
年
，
趙
匡
胤
陳

橋
兵
變
取
代
後
周
，
建
立
北
宋
，
後

周
滅
亡。 


 

 
「

由」

，
是
原
由
的
意
思。
五
代
時

期
從
公
元
九
百
零
七
年
開
始
，
至
九

百
六
十
年
結
束
，
共
五
十
三
年
時
間
。

與
五
代
同
時
存
在
的
還
有
十
個
政
權

，
即
吳
、
南
唐
、
吳
越
、
前
蜀
、
後
蜀
、

南
漢
、
北
漢
、
楚
、
荊
南
，
所
以
這
段
歷

史
時
期
又
稱
五
代
十
國
。
然
而
史
學
家

大
多
只
以
五
代
為
正
統
，
如
司
馬
光

在《

資
治
通
鑒》

中
只
為
五
代
作
紀。



《

二
十
一
史
彈
詞》

   

楊
慎

第
八
段 

說
五
代 
定
風
波

    

雨
汗
淋
漓
赴
選
場
，

    

秀
才
落
得
甚
幹
忙。

    

白
髮
漁
樵
諸
事
懶
，
蕭
散。

    

閒
談
今
古
論
興
亡。

    

虞
夏
商
周
秦
楚
漢
，

    

三
分
南
北
至
隋
唐。

    

看
到
史
官
褒
貶
處
，
得
避。

    

不
搖
紈
扇
自
然
涼。





炎宋興。受周禪。
十八傳。南北混。

趙匡胤接受後周恭帝的禪讓 (實際是逼恭帝
遜位)，建立宋朝。因為重文輕武，國勢衰弱，
北宋和南宋一共傳了十八代，就被元朝所滅。  



炎
宋
興 

受
周
禪 

十
八
傳 

南
北
混

                       

因
緣
生
老
師

 
 

一
般
說
宋
朝
，
指
的
便
是
這
段

時
期
，
而
史
家
為
了
區
別
於
南
朝
時

期
的
劉
宋
，
故
又
稱
趙
宋
。
因
為
趙

宋
尊
崇
五
行
中
的
火
德
，
所
以
此
處

經
文
稱
為「

炎
宋」

。
至
於「

受

周
禪」

一
句
，
宋
朝
江
山
本
是
從
柴

氏
手
中
奪
來
的
，
但《
三
字
經》

的

作
者
是
宋
朝
人
，
故
而
為
國
隱
惡
，

只
說
接
受
周
朝
的
禪
讓
，《
宋
史》

中
也
是
如
此。 


 

 
「

十
八
傳
，
南
北
混」

，
宋
朝
分

為
北
宋
與
南
宋
兩
個
階
段
，
共
傳
了

十
八
位
皇
帝
，
享
國
三
百
一
十
九
年。 

公
元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
周
世
宗
駕
崩

，
年
僅
七
歲
的
柴
宗
訓
繼
皇
帝
位
，

是
為
周
恭
帝
。
公
元
九
六
零
年
正
月

，
契
丹
與
北
漢
合
兵
進
攻
邊
境
，
鎮

、
定
二
州
剌
史
向
朝
廷
送
來
戰
報
，

請
求
派
兵
禦
敵
，
於
是
宰
相
范
質
派

遣
趙
匡
胤
統
率
諸
軍
北
上
。
趙
匡
胤

率
軍
出
征
，
夜
宿
於
都
城
二
十
里
外

陳
橋
驛（

音
意）

。



當
夜
晚
，
趙
匡
胤
身
邊

的
親
信
將
士
於
軍
中
散

佈
謠
言
煽
動
將
士
們
的

情
緒
。
次
日
，
將
士
將
事

先
準
備
好
的
黃
袍
披
在

醉

酒

剛

醒

的

趙

匡

胤

身
上
，
眾
人
紛
紛
下
拜

，
擁
立
他
為
皇
帝。 

隨
即
，
趙
匡
胤
班
師
回
朝
。
恭
帝

禪
位
，
趙
匡
胤
稱
帝
，
降
柴
宗
訓

為
鄭
王
，
國
號
宋
，
定
都
開
封
，

是
為
宋
太
祖。 


 

 

太
祖
當
政
後
，
便
開
始
了
統
一

全
國
的
進
程
，
先
後
消
滅
了
南
平

、
後
蜀
、
南
漢
三
個
國
家
，
西
元

九
七
五
年
，
南
唐
歸
降
。
次
年
十

月
趙
匡
胤
駕
崩
，
其
弟
趙
光
義

即
位
，
即
宋
太
宗
。
太
宗
當
政
後

，
吳
越
、
福
建
、
漳
泉
等
地
方
勢
力

紛
紛
歸
附
。
公
元
九
七
九
年
，
太

宗
率
軍
親
征
消
滅
了
北
漢
。
同
年

，
又
率
軍
北
伐
遼
國
，
收
復
了
易

州
與
涿（

音
琢）

州
。
至
此
，
結
束
了

五
代
十
國
時
期
分
裂
的
局
面
。
太

宗
在
位
期
間
，
重
視
農
業
、
發
展

生
產。 


 


  



提
倡
文
教
，
改
革
官
制
與
科
舉

制
度
，
廣
募
人
才
，
並
主
持
編
撰

大
型
類
書
。
種
種
舉
措
，
使
得
宋
朝

逐
漸
穩
定
。
公
元
九
九
七
年
，
宋
太

宗
駕
崩
，
其
子
趙
恆
繼
位
，
即
宋

真
宗
。
真
宗
當
政
後
勵
精
圖
治
，
任

李
沆（

音
航）

等
人
為
相
，
改
革
體
制

。
大
力
開
墾
荒
地
，
減
免
苛
捐

雜
稅
，
鼓
勵
農
業
生
產
。
重
視
工
業

、
製
造
業
，
增
加
商
貿
交
流
，
一

時
盛
況
空
前
。
史
稱「

咸
平
之
治」

。
公
元
一
零
零
四
年
，
由
於
遼
國

時
常
在
宋
朝
邊
境
燒
殺
搶
掠
，
真

宗
親
征
大
敗
遼
軍
。
遼
軍
求
和
，
雙

方
簽
訂
合
約
，
史
稱「

澶（

音
纏）

淵
之
盟」

。 


 
 

公
元
一
零
二
二

年

二

月

，

宋

真

宗

駕

崩

，

太

子

趙

禎

即
位
，
即
宋
仁
宗
。

仁

宗

天

性

仁

厚

，

愛

民

如

子
。

當

政

期

間

，

對

於

大

臣

的

犯

顏

直

諫

亦

是

虛
心
接
納。 



仁
宗
知
人
善
任
，
啟
用

范
仲
淹
、
呂
夷
簡
、
富
弼

、
包
拯
、
韓
琦
等
一
批

賢
臣
推
行
新
政
。
主
張

以
農
為
本
、
休
養
生
息

，
發
展
生
產
、
重
視
教
育

。
此
時
的
宋
朝
科
技
文

化
發
達
，
經
濟
繁
榮
，

史
稱「

嘉
祐
之
治」

。 

      

公
元
一
零
三
八
年
，
西
夏

李
元
昊
稱
帝
，
宋
夏
之
間
爆
發

戰
爭
，
先
後
發
生
三
次
大
的
戰
役

，

終
宋
、
夏
議
和
，
簽
訂
條
約
，

開
放
邊
境
貿
易
，
雙
方
維
持
了
進

半
個
世
紀
的
和
平
。
公
元
一
零
六

三
年
，
仁
宗
駕
崩
，
據《

宋
史》

記

載「

京

師

罷

市

巷

哭

，

數

日

不
絕
，
雖
乞
丐
與
小
兒
，
皆
焚
紙

錢
哭
於
大
內
之
前
。」

遼
國
道
宗
亦

是
哀
傷
不
已
，
感
嘆
道
：「

四
十

二
年
不
識
兵
革
矣
。」

因
仁
宗
無
嗣

，
故
而
由
濮（

音
僕）

安
懿
王
允
讓
之

子
趙
曙
即
位
，
即
宋
英
宗。

 
 

 



      

范
仲
淹     

江
逸
子
老
師
繪

 
 
【

邠（

音
賓）

州】

位
於
陝
西
省
西
部
，
瀕
涇
水
南
岸。
後

漢
置
新
平
郡
，
西
魏
於
邵
置
豳
州
，
唐
改
為
邠
州
，
清
直
隸

陝
西
省
，
民
國
改
為
邠
縣。 

 
 

 

邠（

音
賓）

 





 
 

英
宗
在
位
時
，
因
其
生
父
名
分
問
題
，

朝
中
分
為
兩
派
，
相
持
不
下
，

終
以
曹

太
后
下
旨
稱
稱
英
宗
之
父
為
皇
考
才
得
以

平
息
。
公
元
一
零
六
七
年
一
月
宋
英
宗
駕
崩

，
長
子
趙
頊（
音
序）

即
位
，
是
為
宋
神
宗。 

 
 

宋
神
宗
當
政
時
期
，
啟
用
王
安
石
進
行

綜
合
改
革
，
新
法
的
實
行
雖
是
增
加
了
國

家
的
財
政
稅
收
與
耕
地
面
積
，
但
同
時
也

給
百
姓
帶
來
了
沉
重
的
負
擔
，
於
是
王
安

石
被
罷
免
。
隨
即
，
宋
神
宗
實
行「

元
丰

改
制」

，
此
舉
與「

熙
寧
變
法」

並
稱

為「

熙
丰
新
法」

。 


 
 

隨
著
國
力
的
增
強
，
宋
神
宗
決
心
消
滅

外
患
西
夏
。
公
元
一
零
七
二
年
五
月
，
宋
神

宗
征
西
夏
獲
勝
。
公
元
一
零
八
一
年
，
由
於

西
夏
政
變
，
宋
神
宗
再
次
征
討
西
夏
，
卻

遭
到
慘
敗
，
宋
神
宗
就
此
一
病
不
起
。
公
元

一
零
八
五
年
四
月
，
神
宗
駕
崩
，
六
子
趙

煦
繼
位
，
即
宋
哲
宗
。
因
哲
宗
年
幼
，
故
由

太
后
高
氏
垂
簾
聽
政
，
高
氏
啟
用
司
馬
光

等
以
恢
復
舊
法
，
史
稱「

元
祐
更
化」

。
公

元
一
零
九
三
年
哲
宗
親
政
，
開
始
貶
斥
舊

黨
任
用
新
黨
，
繼
續
實
行
變
法
，
恢
復
了

保
甲
法
、
免
役
法
、
青
苗
法
等
，
減
輕
農
民

負
擔
，
種
種
舉
措
，
使
得
國
勢
漸
有
起
色
。

軍
事
方
面
，
停
止
了
與
西
夏
談
判
，
出
兵

征
討
，

終
西
夏
向
宋
朝
乞
和。



遼與金。皆稱帝。
元滅金。絕宋世。

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與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國，都
曾在中國的版圖上稱帝建國，後來金國滅了遼國。
此時北方的蒙古人武力強盛，在元太宗時滅了金國
，傳至元世祖忽必烈時，終於滅了南宋，建立元朝。  
 



炎
宋
興 

受
周
禪 

十
八
傳 

南
北
混 

遼
與
金 

皆
稱
帝 

元
滅
金 

絕
宋
世 

                      

因
緣
生
老
師

 
 

公
元
一
一
零
零
年
，
哲
宗
駕
崩
，

其
弟
趙
佶（
音
吉）

繼
位
，
即
宋
徽
宗
。

徽
宗
即
位
後
，
將
軍
國
大
權
分
出
一

半
交
與
向
太
后
，
罷
停
新
法
，
任
用

舊
黨
，
朝
中
黨
爭
激
烈
。
次
年
太
后

駕
崩
，
徽
宗
親
政
，
任
用
蔡
京
為
相

，
崇
信
童
貫
、
王
黼
、
梁
師
成
、
朱
勔（

音
勉）

、
李
彥
等
人
。
他
們
樹
立
黨
派
，

欺
君
罔
上
，
生
活
奢
靡
，
大
興
土
木
。

藉
著
替
國
家
解
決
財
政
困
難
，
大
肆

斂
財
，
使
得
民
不
聊
生
。
民
間
稱
此
六

人
為「

六
賊」

。
在
整
個
官
僚
腐
敗
的

大
環
境
下
，
全
國
各
地
爆
發
了
大
大

小
小
的
起
義
，
雖
然

終
都
被
平
定

，
但
對
國
家
的
損
傷
卻
非
常
嚴
重。 


 

 

公
元
一
一
一
四
年
春
，
女
真
部
落

的
首
領
完
顏
阿
骨
打
起
兵
反
抗
遼
國

的
統
治
，
並
於
次
年
稱
帝
，
立
國
號

為
金
，
建
都
會
寧
府
。
此
時
的
遼
朝
在

金
兵
的
入
侵
下
已
經
是
岌
岌
可
危
，

宋
徽
宗
見
狀
，
便
主
動
與
金
朝
聯
合

，
簽
訂「

海
上
之
盟」

。
 





 
 

公
元
一
一
二
五
年
，
遼
朝
在
宋
金
聯

合
進
攻
下
滅
亡
，
金
朝
隨
即
出
兵
南

下
入
侵
宋
朝
，
徽
宗
匆
忙
禪
位
於
太

子
趙
桓
，
趙
桓
即
位
，
是
為
宋
欽
宗
。

在
短
短
一
個
月
內
，
金
兵
直
逼
首
都

開
封
，
在
李
綱
的
死
守
下
，
久
攻
不
入

。
金
朝
提
出
議
和
，
索
要
金
帛
數

千
萬
，
要
求
割
讓
河
間
、
太
原
、
中
山

三
鎮
，
並
以
親
王
為
質
，
欽
宗
一
一

允
諾
，
於
是
減
免
宮
中
用
度
、
搜
刮
民

間
財
帛
以
滿
足
金
兵
的
要
求
，
並
罷

免
主
戰
派
的
重
臣
李
綱
來
表
示
議
和

的
決
心。

 

然
而
沒
過
多
久
，
金
太
宗
便
以
宋

朝
毀
約
為
由
再
次
出
兵
，
攻
破
開
封

，
俘
虜
徽
欽
二
宗
及
宗
室
貴
戚
、
工
匠

藝
人
等
三
千
餘
名
北
歸
，
並
於
城
中

大
肆
搜
刮
珍
寶
財
帛
，
史
稱「

靖
康

之
難」

，
北
宋
至
此
滅
亡。

 
 

當
時
，
徽
宗
九
子
康
王
趙
構
因
被

委
派
為
河
北
兵
馬
大
元
帥
出
外
招
兵

而
免
於
此
難。
次
年
趙
構
於
應
天
府

登
基
，
即
宋
高
宗
，

改
元
建
炎
，

建
立
南
宋。



同
年
金
國
舉
兵
南
侵
，
高
宗
被
迫
南

下
出
逃
，
並
派
諸
將
領
組
織
抗
金
。
這

其
中
張
浚
、
韓
世
忠
、
岳
飛
、
劉
光
世
分

別
大
敗
金
軍
，
致
使
金
人
狼
狽
北
歸

，
史
稱「
中
興
四
將」

。
 

 

因
擔
心
這
些
將
領
戰
勝
金
國
後
將
會

迎
欽
宗
回
朝
取
代
自
己
的
帝
位
，
故

而
高
宗
決
意
任
用
主
降
派
的
秦
檜（

音
塊

）

為
相
，
與
金
人
議
和
。
掌
權
後
的
秦

檜
一
邊
替
高
宗
發
布
命
令
，
一
邊
鞏

固
自
己
的
勢
力
，
迫
害
與
自
己
意
見

不
合
的
官
員
，
聯
姻
外
戚
，
結
交
內
臣。 

 
 

公
元
一
一
四
零
年
五
月
，
金
軍
不
顧

協
議
再
次
舉
兵
南
侵
，
宋
軍
迎
戰
。

七
月
，
岳
飛
於
郾（

音
演）

城
、
穎
昌
等

地
將
完
顏
宗
弼
打
敗
，
緊
接
著
北
上

，
收
復
了
黃
河
以
南
一
帶
。
此
時
，
高

宗
卻
連
下
十
二
道
金
牌
催
岳
飛
班
師

回
朝
，
北
伐
功
虧
一
簣
。
高
宗
與
秦
檜

等
人
一
心
要
與
金
國
議
和
，
金
人
提

出
條
件
：「

必
殺
岳
飛
，
而
後
和
可

成
也。」

 


 
 

公
元
一
一
四
二
年
，
宋
高
宗
殺
岳
飛

於

臨

安

，

與

金

國

達

成

「

紹

興

和
議」

，
以
割
讓
國
土
、
進
貢
錢
財
、

物
資
等
方
式
獲
取
了
短
暫
的
和
平。 





    

岳
飛       

江
逸
子
老
師
繪



 
 

公
元
一
一
六
一
年
，
高
宗
下
詔
傳
位

太
子
趙
昚（

音
甚）

，
即
宋
孝
宗
。
孝
宗

當
政
後
，
勵
精
圖
治
，
大
力
改
革
朝
政

、
官
制
。
發
展
農
業
，
輕
徭
薄
賦
，
興

修
水
利
，
重
視
經
濟
。
打
擊
貪
污
腐
敗

，
整
頓
吏
治
。
平
反
岳
飛
冤
案
，
提
拔

啟
用
主
戰
派
的
官
員
。
且
提
倡
文
教
，

支
持
學
術
發
展
、
交
流
。
南
宋
末
年
學

者
黃
震
對
當
時
學
術
狀
況
評
價
道

：「

正
國
家
一
昌
明
之
會
，
諸
儒
彬

彬
輩
出
。」

公
元
一
一
六
三
年
，
在
國

勢
穩
定
的
情
況
下
，
孝
宗
出
兵
北
伐

，

終
兵
敗
。
宋
、
金
和
談
，
史
稱「

隆
興
和
議」

。 


 
 

公
元
一
一
八
九
年
，
孝
宗
禪
位
，
子

趙
惇（

音
敦）

繼
位
，
即
宋
光
宗
。
光
宗

當
政
後
，

初
也
是
謙
虛
恭
謹
，
聽

從
勸
諫
，
拔
除
亂
臣
。
但
後
期
開
始
逐

漸
荒
廢
朝
政
，
在
位
僅
五
年
便
禪
位

與
次
子
趙
括
，
即
宋
寧
宗
，
史
稱「

紹
熙
內
禪」

。
 

 

寧
宗
在
位
期
間
，
朝
政
被
權
臣
韓

侂（

音
托）

胄
、
史
彌
遠
先
後
把
控
。
公
元

一
二
一
四
年
，
真
德
秀
奏
議
寧
宗
，

不
再
向
金
貢
納「

歲
幣」

。



金
以
此
為
藉
口
出
兵
南
下
，

終
兵

敗
北
返
。
公
元
一
二
二
四
年
，
寧
宗

駕
崩
，
趙
昀（

音
雲）

繼
位
，
即
宋
理
宗

。
理
宗
當
政
後
，
朝
政
把
握
在
奸
相

史
彌
遠
手
中
。
待
到
史
彌
遠
死
後
，
理

宗
即
刻
貶
逐
史
彌
遠
舊
黨
，
改
革

吏
制
，
整
頓
財
政
，
調
控
經
濟
。
尊
崇

理
學
，
如
此
，
使
得
宋
朝
再
次
恢
復

安
定
，
史
稱「

端
平
更
化」
。 


 

 

此
時
的
北
方
，
蒙
古
大
舉
進
攻
金
朝

，
金
朝
不
敵
。
公
元
一
二
三
二
年
，
蒙

古
派
遣
使
者
致
宋
，
商
議
宋
蒙
聯
合

，
理
宗
應
允
。
公
元
一
二
三
四
年
正
月

，
宋
軍
攻
克
蔡
州
，
金
哀
宗
自
縊
，

金
國
滅
亡。 


 

 

此
時
蒙
軍
撤
兵
，
河
南
地
區
空
虛
，

於
是
理
宗
決
意
光
復
中
原
。
然
而
在
進

攻
至
洛
陽
時
，
遭
遇
蒙
軍
伏
擊
，
宋

軍
傷
亡
慘
重
，
全
線
敗
退
。
隨
後
，
蒙

軍
以
此
事
為
藉
口
，
又
多
次
發
兵
南

下
入
侵
，
雙
方
互
有
勝
負
。
公
元
一
二

六
四
年
，
理
宗
駕
崩
，
其
侄
趙
禥（

音
琪）

即
位
，
即
宋
度
宗
。
度
宗
當
政
後

不
理
朝
政
，
整
日
花
天
酒
地
，
朝
政

被
右
丞
相
賈
似
道
把
持。 





 
 

公
元
一
二
六
七
年
，
忽
必
烈
攻
打
重

鎮
襄
陽
，
史
稱「

襄
樊
之
戰」

。
守
將

呂
文
德
及
呂
文
煥
堅
守
六
年
，

終

城
破
投
降
。
公
元
一
二
七
一
年
，
忽
必

烈
稱
帝
，
即
元
世
祖
。
公
元
一
二
七
四

年
八
月
，
度
宗
駕
崩
，
長
子
趙
隰（

音
習）

繼
位
，
即
宋
恭
帝
。
兩
年
後
，
元

軍
攻
破
臨
安
城
，
年
僅
五
歲
的
恭
帝

被
俘
虜
。
至
此
，
南
宋
已
基
本
納
入
元

朝
版
圖。 


 

 

宋
廷
投
降
前
夕
，
恭
帝
的
哥
哥
趙

昰（

音
是）

與
弟
弟
趙
昺（

音
丙）

被
大
臣

保
護
逃
出
臨
安
，
以
文
天
祥
、
陸
秀
夫

等
人
為
首
的
主
戰
派
擁
立
趙
昰
即
位

，
即
宋
端
宗
，
並
據
江
浙
一
帶
繼
續

抗
元
。
然
而
大
勢
已
去
，
在
元
軍
的
壓

迫
下
，
漸
漸
退
至
廣
東
、
福
建
一
帶
。

在
長
期
的
顛
簸
中
，
年
僅
九
歲
的
端

宗
駕
崩
，
其
弟
趙
昺
即
位
，
南
宋
朝

廷
在
連
續
兵
敗
後
退
至
崖
山
。
一
二
七

九
年
，
崖
山
海
戰
爆
發
，
宋
軍
難
敵

蒙
古
，
但
寧
死
不
降
。
丞
相
陸
秀
夫
見

大
勢
已
去
，
不
願
受
辱
，
背
負
少
帝

投
海
而
亡
，
十
萬
軍
民
追
隨
其
後
跳

海
殉
國。
至
此
，
南
宋
徹
底
滅
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