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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長期與遼國與西夏敵對，在無法對北、西北雙邊作戰的情況下，為解決此一困境，必須先有效解決

西北的問題，才能集中精力對抗遼國。宋廷不斷派遣使臣前往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于闐、龜茲等地，

瞭解西域諸國發展的狀況，並企圖取得他們的結盟，藉此牽制西夏，進而徹底消烕西夏政權。宋廷對西

域的瞭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西域諸國使節朝貢貿易時的說明；二是派遣使臣出使西域諸國，收

集相關的訊息；三是僧人傳播佛教時所引進的訊息。宋廷在取得西域諸國的訊息及輿圖後，有助對西夏

戰略的擬定。李元昊大舉入侵後，宋廷才積極處理的西夏問題。「以夷制夷」為宋廷的基本戰略構想，

分為二個層面：一是將宋夏間的族群納入本身的軍事及防禦系體；一是聯合西域回紇、達靼等國家，與

宋廷一起夾攻西夏。這種彈性式的防禦戰略，至哲宗時又有所改變，採取較為主動的攻擊方式，即聯合

西域諸國一起征伐西夏，期望能徹底消滅西夏政權。

Abstract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d battled with Liao and the Western Xia regime for a long term 
until the Northen Song had to solve this difficult hostility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North West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resisting Liao. The Northern Song had been sending diplomatic envoys to 
Ganzhou Huihu, Xizhou Huihu, Yutian as well as Kursi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counties to attempt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hem. Therefore, it could impeded 
the Western Xia regime and completely eliminated his political power. The Northern Song could 
understand the Western Xia regime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Western Regime countries 
dispatched their envoys who explained about tributes in trade. Second, the North Song detached 
their envoys to the Western Regime countries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related message. Last, when 
monks spread Buddhism, they also brought the messages about the Western regime. As a result, 
the Song Dynasty acquired the messages and the map of the Western regime countries, these 
assisted the Song to draw up the strategies to the Western Xia regime. After Li Yuan Hao invaded 
all out the Western regim , the Song Dynasty;therefore, started to actively coped with the Western 
Xia issue. "Play off One Power against Another" was the Song's basic strategy concept and it could 
be two parts in the discussion: Song combined ethnic group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regime into one military and defens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ng united Huihe and 
Tatar together to assailed the Western Xia regime. These flexible strategies had continuously 
implemented until Zhe Zong's period. Zhe Zong changed the ways to active attacks. The Song 
jointed the Western regions to go on punitive expedition to the Western Xia regime so that the 
Song could completely eliminate through the Western Xia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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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長期與遼國與西夏敵對，在無法對

北、西北雙邊作戰的情況下，為解決此一困

境，必須先有效解決西北的問題，才能集中精

力對抗遼國。但如何取得對西夏的優勢，並盡

量減少國家的損失，即孫子所說：「夫未戰而

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

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

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１也就是說，宋廷若

能妥善擬定對西夏的戰略，將可求取國家最大

的利益。

　　從太祖以來，宋廷一直關心西域的情形，

訪談西域諸使臣、僧侶。太宗以後，宋廷更不

斷派遣使臣前往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于闐、

龜茲等地，瞭解西域諸國發展狀況，並取得他

們的結盟，藉此牽制西夏，期望能徹底消烕西

夏政權。

　　本文撰寫過程中，除參閱曾瑞龍《拓邊

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一書，

透過他的研究，分析宋廷對西夏戰略方式及

轉變。２ 此外，藉由任樹民〈北宋對西北邊疆

與圖資料的收集和輿圖的繪制〉、〈北宋時期的

于闐〉３、陳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

探索〉４、楊方方〈北宋時期西北地區民族分

布與交通格局的改變〉５等人的研究，瞭解宋

廷如何與西域諸國互相往來。因此，本文擬分

二個部分：第一，宋廷如何獲得西域諸國的訊

息，並依此訊息繪製相關的輿圖。第二，在瞭

解西域諸國的訊息及地理形勢後，宋廷如何設

計與調整對西夏的戰略。

一、西域諸國訊息的獲得
　　北宋時期的外敵，北邊有契丹，西北有西

夏，對西域諸國勢力的瞭解，實有助宋廷擬定

「以夷制夷」的戰略目標。宋廷對西域瞭解，

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西域諸國使節朝貢貿

易時的附帶說明；二是派遣使臣出使西域諸國

所獲得訊息；三是傳播佛教僧人所引進的訊

息。

　　首先，是西域諸國派遣使臣至宋廷所帶

來的訊息。先以于闐國而言，太祖建隆二年

（961），于闐國派遣使臣至宋廷，上朝貢物

品：玉圭、玉枕、琉璃瓶、胡錦等方物。宋廷

最關心的是于闐國的地理位置，以及風俗、經

濟狀況。于闐使臣向宋廷言其國地理位置所

在：「本國去占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蔥嶺與

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

疏勒二千餘里。」並說其國有烏玉河，每年秋

天，其國人至河取玉，謂之「撈玉」。此外，

其地適宜種植葡萄，可釀葡萄酒。６大中祥符

二年（1009），于闐國主黑韓王遣使回鶻羅廝

溫等人，帶地方特產至宋廷朝貢。真宗尋問羅

廝溫，其國去宋廷幾里？至開封需多久時間？

羅廝溫回答說，其路途雖不知經過多少里，但

經歷的時間長達一年之久，且沿途道路還有盜

賊出現。真宗令羅廝溫帶其所下詔書回歸于闐

國。７

　　元豐六年（1083），于闐遣使節至宋廷貢

物。神宗在延和殿會見使者，尋問其離開本國

已經歷多少時間？使者回答四年。神宗續問使

１ 孫子，《孫子兵法》（收於四庫全書），〈始計第一〉。
２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
３ 任樹民，〈北宋對西北邊疆與圖資料的收集和輿圖的繪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頁9-16；〈北

宋時期的于闐〉（《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頁27-32。
４ 陳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01期），頁76-82。
５ 楊方方，〈北宋時期西北地區民族分布與交通格局的改變〉（《絲綢之路》2009年第6期），頁62-66。
６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490〈于闐國〉，頁14106。
７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71「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己巳條」，頁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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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開封路途需多久時間？經歷多少國家？

使者回答需二年時間，歷經黃頭回紇、草頭達

靼、董氈等國家。神宗似乎特別關心達靼的情

形，再尋問于闐使者，達靼有無頭領、部落？

使者回答說：達靼因缺乏糧草，故其地皆為散

居狀態。８

　　從表1所列來看，太祖時期，于闐經常遣

使者至宋廷，而後于闐因與黑韓回紇對抗而無

暇入貢，甚至被黑韓回紇所并吞。９仁宗明道

元年（1132），西夏李元昊敗甘州回紇夜落隔

可汗，甘州、西涼府皆陷於西夏。景祐三年

（1036），西夏攻占瓜、沙、肅等三州，盡有河

西走廊之地，造成西域諸國無法透過此路至宋

廷，也影響于闐與宋廷的朝貢貿易。10不過，

神宗熙寧以後，于闐透過青唐路線，又恢復與

宋廷的往來，《宋史》〈于闐國〉載：「熙寧以

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又載：「自

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絕。」11

　　其次，回鶻也不斷遣使臣至宋廷。回鶻

（回紇）為西域大國，在唐代，曾以公主下嫁

其可汗，故回鶻世謂中朝為舅，中朝每賜答詔

亦曰外甥。歷經唐末、五代，回鶻屢與中原政

權往來。至趙宋立國，回鶻也遣使者至宋廷，

參閱表2。回鶻使節至宋廷後，依舊例提報其

國的政治制度、地理形勢，以及西域諸國的狀

態，以及出使路途可能遇到的問題。太祖建隆

三年（962），西州回鶻主阿都等四十二人以方

物來貢。12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西州回

鶻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汗，遣都督麥

索温來獻。13至道二年（996），甘州可汗、達

靼國貢方物，並言願與達靼同率兵助討李繼

遷。14真宗咸平四年（1001），回鶻可汗王祿

勝，遣使臣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峰無峰橐

駝、賓鐵劍甲、琉璃器等物來貢。曹萬通自言

其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

馬甚精習，願服宋廷的統領。15大中祥符九年

（1016），甘州回鶻遣使臣至宋廷，告知其王夜

落隔已經歸化一事，並說道契丹近日派遣兵馬

在沙州一帶往來，不知其企圖為何？16

　　不過，宋廷並不是很理解回鶻整體狀況，

因而產生一些誤解。如以龜茲而言，咸平四年

（1001），龜茲國遣使來貢。李燾對「龜茲國」

做了一些註解，他說按國史只有〈回鶻傳〉，

並無〈龜茲傳〉，但官方另編的《會要》：稱西

州回紇，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紇，雖是

不同的記載，但都指同一個國家。李燾以西州

回鶻可汗王勝祿遣曹萬通至宋廷貢方物一事，

指出《國史》載在〈回鶻傳〉，《會要》卻列入

〈龜茲〉卷中。17

　　在其它西域諸國方面，如元豐四年

（1081），拂菻國向宋廷朝貢方物，大首領儞廝

都令廝孟判說，其國的東南至滅力沙，北至大

海；又東至西大石及于闐王所居新福州，其次

至舊于闐、黃頭回紇、達靼、種榅、董氊、林

檎城、青唐，最後才至宋廷國界；西至滅力伊

靈改撤。該國的氣候甚寒，每歲遇三月入佛寺

燒香，產金、銀、珠、綿、錦、牛、羊、馬、

獨峯駝、杏、梨、糖、千年棗、巴欖子、大小

麥、粟、麻，以葡萄釀酒。音樂有彈胡琴、

箜篌，吹小篳篥，擊偏鼓，唱歌拍手戲舞。18

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5「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條」，頁8061。
９ 任樹民，〈北宋時期的于闐〉，頁28。
10 任樹民，〈北宋時期的于闐〉，頁29。
11 《宋史》，卷490〈于闐國〉，頁14108、14109。
12 《宋史》，卷490〈高昌國〉，頁14110。
13 《宋史》，卷490〈高昌國〉，頁14110。
14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蕃夷4之2，頁7714下。
15 《宋史》，卷490〈回鶻國〉，頁14115。
16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8，頁7717下。
1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甲午條」，頁1089。
1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17「元豐四年七月己未條」，頁7661-7662。據任樹民說法，拂菻國是指塞爾柱突厥人

統治下小亞細亞一帶的地方。（〈北宋時期的于闐〉，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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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元祐六年（1091），宋廷也遣使臣至拂菻

國，賜其王帛二百匹、銀瓶、襲衣、金束帶等

物。19

　　太平興國八年（983），塔坦（達靼）國遣

使臣唐特墨，與高昌國使臣安骨盧俱入貢宋

廷，唐特墨請道靈州回達靼，並言其國王想瞭

解沿途的山川迂直，已便選擇較好的入貢之

路。太宗特許之。20當然，太宗也透過兩國的

使臣，瞭解西域諸國的地理形勢、國力與風俗

習慣。

　　第二，宋廷為了與西域諸國建立關係，

主動派遣使臣前往西域諸國。太平興國六年

（981）五月，高昌國王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

漢，遣都督麥索温來獻。太宗派遣供奉官王延

德、殿前承旨白勳等人出使高昌。王延德在雍

熙元年（984）四月返回京師，出使西域長達

四年之久。21王延德回開封後，向太宗敍述其

出使情形。太平興國七年（982）四月，王延

德至高昌後，其國王遣人慰問，也展開一場外

交禮儀之爭。師子王的舅父阿多于越，尋問王

延德是否應該詭拜他？王延德回答：以天子朝

命而來，依禮不應當詭拜。阿多于越復問王延

德，是否應當詭拜其國君王？王延德以中國朝

貢體制回答：「禮亦不當拜。」22

　　在王延德出使高昌國期間，遼國亦派使臣

至高昌，宋、遼使臣在高昌展開一場外交戰。

遼國使臣謂高昌王，說高昌在唐時曾為中國領

土，今宋廷派遣使臣至高昌，恐怕別有企圖，

希望師子王謹慎體察。王延德在得知遼國使臣

的對話後，也對師子王說道，宋遼關係素不友

善，今遼使反間宋、高昌兩國的關係，應該將

遼使處決。師子王勸王延德保持冷靜。23王延

德的舉動，無非想讓宋廷與高昌國繼續維持友

好關係。太平興國八年（983）春，王延德與

高昌國謝恩使，復原路返回京師開封府。王延

德在來往高昌國的同時，也奉詔賜與沿途諸國

的君長襲衣、金帶、繒帛等物品，建立與西域

諸國的友好關係，而這些國家的君長，也遣使

臣至宋廷貢物。24

　　此外，宋廷也經常派使臣至回鶻，太平興

國元年（976）冬，剛即位的太宗，即遣殿直

張璨前往甘、沙州回鶻，宣諭其可汗外甥，賜

以器幣，並收集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

璜之用。25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

奉職楊知進與譯人郭敏，伴送翟符守榮般次前

赴甘州，至九年（1016）五月才回到秦州。楊

知進說明此次前往回鶻路途，遇到不少被抄奪

事件，也提到回鶻因聘禮與唃廝囉相為仇敵等

事。這當然有助於宋廷對西北各族群關係的聯

解。26元豐年間，經略使李憲遣右班殿直皇甫

旦出使回鶻、達靼等國，令發兵深入西夏。皇

甫旦還帶領一些蕃族首領回到開封。元豐七年

（1084），神宗詢問這些首領所領人口多少？有

首領回答其部落大概三十餘萬人，壯可用者近

二十萬人。27

　　第三，西域及中國求法僧人，也可能帶來

西域諸國的訊息。《宋史》載：「開寶後，天竺

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28中原僧人至西域、

天竺求佛法，以及天竺、西域僧人至中原傳佛

法，都可能將西域諸國的狀況傳遞進來。乾德

19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19，頁7723上。
2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4「太平興國八年是歲條」，頁7661-7662。
21 《宋史》，卷490〈高昌國〉，頁14110。
2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雍熙元年四月是月條」，頁578；《宋史》，卷490〈高昌國〉，頁14112。
2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雍熙元年四月是月條」，頁578；《宋史》，卷490〈高昌國〉，頁14113。
2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雍熙元年四月是月條」，頁578；《宋史》，卷490〈高昌國〉，頁14113。
25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2，頁7714下。
26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7，頁7717上。
27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9，頁7718上。
28 《宋史》，卷490〈天竺國〉，頁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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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965），滄州僧人道圓自西域返還，宋太

祖召問其所經歷的國家、道里、山川、風俗，

道圓一一說明，並言其求佛路途歷經十二年之

久。在返回中原時，還與于闐使節一起至宋

廷。29同年十一月，回鶻遣僧人法淵，貢佛牙

及琉璃器、琥珀盞至宋廷。30乾德四年（966），
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向太祖請求至西域

求取佛書。這些僧人往西域的過程，歷經甘、

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

國，也經過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31

　　太宗雍熙中，衛州僧人辭澣自西域返回開

封，其中陪同的有胡僧密場羅、波羅門僧永

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其婆羅門僧永世上言其

國的地理位置：「東行徑六月至大食國，至二

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並言該國政治

制度、風俗、經濟狀況，而所食：「五穀、六

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其貿易貨幣為銅錢，

「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不過，兩者還是

有一些不同，其銅幣為實心，而中國的銅錢是

外圓內方，可以用來穿貫的銅幣。阿里烟則言

波斯的狀況，其王號黑衣，執政大臣有九人，

主要以雜物貿易，而無貨幣經濟，其國東行六

個月，可至婆羅門。32

　　真宗咸平四年（1001），甘州回鶻可汗

王，遣僧人法勝等人來宋廷貢方物。33咸平六

年（1003），龜茲國僧人義修來獻梵夾、菩提

印葉、念珠、舍利。宋廷賜義修紫方袍、束

帶。34大中祥符三年（1010），甘州回鶻遣僧人

法光至宋廷貢物。35仁宗乾興元年（1022），龜

茲國僧人華嚴自西天至開封府，以佛骨舍利、

梵夾為獻。36

　　宋廷為何會特注意僧人對西域諸國的描

述？咸平六年（1003），陳恕在乞請僧錄司試

問遊西域取經諸僧侶經業奏書中，說道這些僧

侶至西域取經過程中，所經過的國土不少。37

透過這些僧侶的描述，實有助宋廷對西域諸國

的瞭解。

　　透過雙方使節、僧人的來往，宋廷在瞭解

這些國家的山川形勢、道路遠近、風土民情

後，進一步繪製相關的輿圖，交由史館收藏。

天聖九年（1031），資政殿學士晏殊建議，占

城、龜茲、沙州、邛部川等諸國族入貢者，請

如先朝做法，委館伴使臣詢問其道路風俗及圖

繪人物衣冠，將資料繪本呈上史館收藏。38景

祐四年（1037），負責對外關係的判鴻臚寺也

建議，自今外夷諸國朝貢，必須尋問錄製該國

的地理形勢、風土民情、道途遠近及圖畫衣冠

人物兩本，一本進內廷，一本送史館收藏。39

而宋廷派遣使臣出使西北、西域諸國時，同樣

必須收集相關的輿圖。慶曆元年（1041），劉

渙在出使青唐時，得到西州地圖以獻朝廷。40

　　繪製及收集西域輿圖，實有利宋廷對西北

防禦及戰略設計。盛度在回答真宗為何要繪製

〈西域圖〉，說道：

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

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

29 《宋史》，卷490〈天竺國〉，頁14103。
30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2，頁7714下。《宋史》〈高昌國〉載：「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

珀盞。」（卷490，頁14110）
31 《宋史》，卷490〈天竺國〉，頁14104。
32 《宋史》，卷490〈天竺國〉，頁14105；《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12，頁7719下。
33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2，頁7714下。
34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14，頁7720下。
35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4，頁7715下。
36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15，頁7721上。
37 《全宋文》第6冊，卷107，陳恕〈乞令僧錄司試問遊西域取經僧經業奏（咸平六年）〉，頁59。
3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0「天聖九年正月庚申條」，頁2552。
3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0「景祐四年三月戊戌條」，頁2825。
4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1「慶曆元年四月壬午條」，頁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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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

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形勢備禦之

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

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

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

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願備

上覽。41

宋廷君臣為了與遼對抗，對河西走廊、西域等

地理形勢相當關心，所以持續繪製相關的地

圖。

　　宋廷在取得西域諸國的訊息及輿圖後，有

助對西夏戰略的擬定。正如任樹民所言，西域

諸國向宋廷進獻的西域地圖和沿途部落方國的

國情及其相互關系等情報，不僅為宋廷制定西

北邊疆防務和安輯內屬蕃部，乃至試圖打通西

域通道的戰略決策，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42

二、宋廷西北戰略的擬定
　　北宋建國後，對夏州李彝興採取羈縻政

策，允許其世襲節度使，此時宋與夏維持友

好關係。至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李繼

遷與宋廷交惡，彼此關係變得不穩定。淳化五

年（994），宋廷放棄夏州，夏州道即被西夏隔

絕，對宋廷與西域的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43

　　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回鶻可汗王

勝祿遣使臣曹萬通出使宋廷，表明臣服之心

外，還願意聯合攻打李繼遷。真宗非常高興，

降詔勝祿，說他「義篤舅甥」，特授曹萬通左

神武軍大將軍，優賜勝祿器服。44而後，宋廷

臣僚也提出聯合西域諸國，共同打擊李繼遷。

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吳淑在上疏中，建議宋

廷若要有效打擊李繼遷，必須取得西域諸國的

幫忙。他認為李繼遷的情形，與漢代的匈奴一

樣，朝廷若派兵討伐，李繼遷一定會退伏沙

漠，出師必無功而返。若能「通西域之地」，

則可「助靈武之勢」，如此一來，必然「掩其

不意，以誅黠寇」。吳淑建議宋廷應該運用重

幣珍玩、爵賞榮耀等方式，取得西戎諸國的臣

服，並為己所用。而此做法，如同斷李繼遷右

臂，誠古人所說的「以蠻夷伐蠻夷」之計。45

　　雖然，回鶻願與宋廷合作，而吳淑也提出

「以蠻夷伐蠻夷」之策，但當時宋廷面對主要

敵人還是遼國，無法積極對抗李繼遷。咸平五

年（1002），西夏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宋西

北重鎮靈州，自此以後，宋廷無法再透過靈州

道，與西域諸國交通。46

　　大中祥符元年（1008），當李德明遣軍進

攻回鶻，反被回鶻設伏兵打敗後，真宗在得

到訊息後，對臣僚說：「回鶻嘗殺繼遷，世為

讎敵。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軼之狀，意頗輕

視。量其兵勢，德明未易敵也。」47吏部尚書

張齊賢，在上疏中說，制衡西夏侵擾最好的方

法，在施行「以蠻夷攻蠻夷」，此為「中夏之

上策也」。張齊賢認為，唐代嘉木布被滅後，

西夏党族就不再統一，這也是五代以來西蕃所

以安靜的原因。今天，朝廷需要尋求一、二頭

角蕃族，讓他們與西夏為敵，則西夏無力再與

宋廷對抗。他舉出李繼遷攻劫六谷時，為潘羅

支射殺，這促使李德明將重心放在與潘羅支的

對抗上。今天潘羅支已為李德明所滅，宋廷應

該尋找足以對抗李德明的蕃族。48同年九月，

41 《宋史》，卷292〈盛度傳〉，頁9759。
42 任樹民，〈北宋時期的于闐〉，頁31。
43 陳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頁75、79。
44 《宋史》，卷490〈回鶻國〉，頁14115。
4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條」，頁1087-1088。
46 陳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頁77。
47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3，頁7715上。
4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條」，頁1537-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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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夜落紇遣使上言，已率眾打敗李德明入侵

軍隊，並追之黃河。十二月，宋遣使至回鶻，

加封夜落紇為特進．忠順保德可汗王，寶物公

主為賢明寶物公主。49

　　在澶淵之盟後，宋廷雖比較關注西北李氏

的動向，但從真宗對回鶻夜落紇說李德明已經

臣服一語，顯示宋廷此時還未感受到西夏的威

脅。50這讓李德明有機會處理其它的敵人，大

中祥符七年（1014），西夏攻占西涼後，宋朝

通西域的管道就剩下青唐一道。51

　　仁宗寶元二年（1039），宋夏戰爭爆發。

宋軍由於不習戰法，且前線防務日久失修，沿

邊重鎮又久缺承受打擊的能力，未能為宋軍

取得有利時機，反而一處受攻，全線備受牽

制。52此時，不少臣僚再提出「以夷制夷」的

外交政策與戰略。康定元年（1040）三月，吳

育建議通回紇以破李元昊。他以漢代通西域諸

國，「謂之斷匈奴右臂」。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

繼遷，其子李德明遂歸順宋廷。近年，宋廷因

無法與西域諸國互通，使得李元昊藉此時機，

與西域諸國建立友好關係，免其背後之患，得

以全心與宋廷抗爭。吳育認為，宋廷應招募有

機辨膽略之人，前往西域曉諭諸國，若能共同

討伐西夏，則依其功勞給予賞賜，此為討伐西

夏的重要戰略。53四月，石延年也以漢代曾用

西域之兵破盪諸戎，建議宋廷採用「以夷狄攻

夷狄之術」，如令唃廝囉助討李元昊，如有戰

功，則加以王爵，設置榷場，許其巿易羊馬以

通貨財。石延年又說，回鶻位於唃廝囉西邊，

曾助唐廷平定吐蕃，宋廷應該加以拉攏，使其

犄角興師以分西夏之勢。54七月，鄜延路鈐轄

張亢上疏說道，朝廷出兵征討西夏，除了必須

統一內部指揮權外，也應該聯合唃廝囉及九姓

回紇等族群，使分制其後，才能有效打擊西

夏。55

　　綜觀吳育、石延年、張亢等人的說法，

「以夷制夷」的戰略分為二個層面，一是將宋

夏沿邊族群納入宋軍，除可增強宋軍整體的戰

爭力，另外可利用蕃部族群所居住地及往來的

險要形勢，作為邊防體制。56二是聯合西域回

紇等國，擾亂西夏，使其無力攻擊宋廷。不

過，因西夏占有河西走廊，確實影響宋廷與西

域的外交。57宋廷的一些臣僚，當然瞭解此狀

況，建議朝廷更積極與西域諸國建立關係，共

同對抗西夏。

　　仁宗接受吳育、石延年等人的建議，聯

合邈川唃廝囉，請求出兵共同討伐西夏，也

任命屯田員外郎劉渙出使青唐。58慶曆元年

（1041），劉渙取得唃廝囉的誓書及西州地圖回

到開封，宋廷任命劉渙為直昭文館‧陝西轉運

副使‧兼秦隴路招安蕃落使，再度前往策拉諾

爾告諭唃廝囉，命其舉兵取西涼府。59

　　慶曆元年（1041），秦鳳副都部署‧知秦

州曹琮，為對抗西夏的侵擾，得到西州商人的

幫忙，取得沙州鎮國王子奉使宋廷的使書，文

中提到沙州原為唐朝外甥，自西夏破甘州、涼

49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3，頁7715上。
50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3，頁7715上。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真宗詔諭夜落紇，「諭以德明恭順朝命。」
51 陳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頁80。
52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16。
53 《全宋文》第29冊，卷615，吳育〈乞招誘西域諸戎以破元昊奏（康定元年三月）〉，頁125。
54 《全宋文》第20冊，卷409，石延年〈請以唃廝囉回鶻之兵禦元昊奏（康定元年四月）〉，頁8。
5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七月癸亥條」，頁3028。
56 《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17。
5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5「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條」，頁8061。神宗對張誠一說到，達靼在太祖時嘗遣使者入

貢，但後來因道路阻隔，無法繼續遣人至宋廷朝貢。
5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8「康定元年八月癸卯條」，頁3035。
5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1「慶曆元年四月壬午條」，頁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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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遂無法與宋廷聯絡，今欲率領本部首領，

與宋廷共擊西夏。仁宗在得到沙州文書後，加

曹琮陝西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副

使‧步軍副都指揮使。60

　　治平四年（1067）正月，趙頊即位為皇帝，

雖然年僅二十歲，卻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

之志」。61宋廷長期受制於遼國、西夏，年輕皇

帝想擺脫軍事、外交的劣勢，他與宰臣說到：

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

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

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令付

托之重，宜如何也！62

神宗在講完後，還改容泣下，顯示神宗不滿宋

廷當下的對外關係。為了富國強兵，改變現

狀，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大力支持其改革。

王安石認為宋廷目前戰力，無法與遼國正面衝

突，但可以積極開拓西北。於是原本對西北蕃

部龍絡而不攻取的政策，在熙寧間大幅度修

正，君臣竭盡心力謀復河湟，經略西夏。63

　　熙寧元年（1168），王韶進呈〈平戎策〉，

所提出對西夏的戰略，可從其文前幾句話看

出：

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

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

撫沿邊諸族。64

就王韶的看法，宋廷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打敗西

夏，必須結合西夏周圍族群力量，才能有效打

擊西夏。不過，王韶比較注意宋與西夏間的

族群，主張宋廷應派通材明敏之士出使西戎

諸族，「今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巡行，察其

疾苦，平其冤濫，治其鬱結」，使他們頃心向

慕，而後有歸伏之意，使為宋廷所用，「則十

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65

　　元豐六年（1083）五月丙子，神宗在聽取

于闐國使臣所描述的達靼後，再與樞密院都承

旨張誠一討論達靼的問題。神宗以達靼在太祖

時嘗遣使者入貢，但後來因道路阻隔，無法繼

續遣人至宋廷朝貢。張誠一回答神宗說，達靼

與西夏李氏為世讎。這使神宗有意聯合達靼攻

擊西夏。66同月己卯，神宗令將于闐國大首領

所畫〈達靼諸國距漢境遠近圖〉，交給當時負

責西河地區軍事的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李憲。因為李憲曾遣三班奉職皇甫旦，出使董

氈、阿里骨（回紇）、達靼等國，企圖建立外

交關係，並請求諸國發兵一起攻打西夏。但皇

甫旦入吐蕃後，為其首領經沁伊達木淩節、薩

卜塞罝木沁等所紿，止於塚山寺，無法往回

鶻、達靼等國。67

　　事實上，神宗曾手詔李憲，在書信中說

到，西夏最近為回鶻、吐蕃所侵擾。神宗令李

憲，派人假道通回鶻、吐蕃，厚以金帛，令其

發兵攻打西夏，使西夏的兵力分散，有利宋軍

的攻擊。而李憲在回奏中也說到，若能取得青

唐、回鶻、達靼三國人馬併攻西夏的後背，獲

得甘、涼、瓜、沙等州府後，西夏將無力再與

宋廷對抗。68神宗和李憲一致認為，達靼人馬

獷悍，且與長期與西夏為敵，若能與之聯盟，

有助於對抗西夏。

　　熙寧、元豐期間對西北的戰略，獲得相當

大的成果，尤其在與西夏的戰爭上，《宋史》

6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1「慶曆元年四月甲申條」，頁3115。
61 蘇轍，《欒城集》（收於《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47〈進御集表〉，頁824。
6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26「元豐五年五月辛卯條」，頁7847-7848。
63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1。
64 《全宋文》第76冊，卷1662，王韶〈平戎策〉，頁149。
65 《全宋文》第76冊，卷1662，王韶〈平戎策〉，頁150。
6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5「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條」，頁8061。
6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5「元豐六年五月己卯條」、卷341「元豐六年十一月丁卯條」，頁8063、8203。不

過，皇甫旦似乎未前往，在元豐七年六月，皇甫旦被御史臺彈劾，說他因路途不得前，還妄奏己功。《宋會要

輯稿》，蕃夷4之9，頁771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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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序載：

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綏州，韓絳

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

洽，謝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

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

蘆、米脂、浮圖、安疆等砦。69

宋人取得銀州、蘭州、熙州、河州，及米脂、

安疆等砦，對西夏有一定打擊。70雖然，熙寧

八年（1075），宋廷在與遼畫定河東地界中，

損失七百里地，但神宗、王安石積極經營西北

邊的大戰略，基本是成功的。71

　　元祐七年（1092），環慶路經略使章楶奏，

有河東陷蕃婦人阿聲說到，塔坦（達靼）國入

侵西夏西界打劫，續據西界投來蕃部蘇尼通

說，達靼國入侵西夏西界右廂，打劫了人口孳

畜。經略司為了確定此事，又聽取西界首領伊

特香通的說法，確定去年塔坦國入侵西夏西界

婁博貝，打劫了人戶一千餘戶，牛羊孳畜不知

其數。章楶舉出寶元、康定年間，仁宗亦遣嘗

使唃廝囉攻擊西夏，正所謂「以遠人攻遠人」，

誠為戰略上策。今西南邈川已臣服宋廷，應派

遣使臣，透過河東或邈川等路界，間道至塔

坦，陳述大宋威德，且撫之以金帛爵命，讓其

出兵攻擾夏國，使西夏腹背受敵，此為困服西

夏的最好戰略。72

　　宋廷對西夏的戰略，原本採取彈性防禦，

即有堅固前沿防禦，加上機動的野戰部隊，可

以有效抑制西夏的入侵。73至元祐時，章楶在

瞭解達靼對西夏的侵擾後，修正原本的戰略，

改為較主動攻擊方式，希望聯合西域諸國一起

征伐，徹底消滅西夏政權。而此戰略觀點，在

哲宗親政後，仍奉行不已。紹聖四年（1097），
黑汗王子遣使臣至宋廷，並說明已差人攻打西

夏的甘、沙、肅等三州。哲宗下詔使臣，轉告

其黑汗王，若能持續效忠於宋廷，在攻破甘、

沙、肅等三州後，將會重賞爵祿。74

結語

　　北宋為了解決遼國與西夏的進逼，從太祖

開始，一直關心西域諸國形勢，並與之建立結

盟關係。宋廷瞭解西域訊息的方式，主要透過

往來使臣、僧侶，經由他門的描述與收集到的

資料，整理成為書冊、輿圖，再交由史館保

存。如真宗時盛度繪製〈西域圖〉；仁宗慶曆

元年，劉渙出使青唐獲得西州地圖；神宗元豐

六年時，命于闐國大首領畫〈達靼諸國距漢境

遠近圖〉等等。這些資料，有助於宋廷建構對

西夏的戰略。

　　宋廷原本透過靈州、夏州、涇源、青唐等

道路與西域諸國互動，但太宗淳化五年，宋廷

放棄夏州，夏州道即被西夏隔絕；真宗咸平五

年，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宋西北重鎮靈州，

自此以後，宋廷無法再透過靈州道與西域諸國

交通。大中祥符七年，西夏攻占西涼府後，宋

廷通西域就只剩青唐道。

　　從真宗朝開始，就有臣僚引用漢人破匈奴

的戰略，即「以夷制夷」之策，如吳淑、張齊

賢等人，主張運用回鶻等西域諸國，來切斷李

繼遷、李明德的右臂。不過，真宗所關心的，

6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46「元豐七年六月己巳條」，頁8031-8032。
69 《宋史》，卷85〈地理志序〉，頁2095。
70 楊方方提到，隨著熙寧開邊和宋與唃廝囉等聯合抗夏的進行，經過河湟隴右通西域成為可能。由長安出發過

隴州經秦州至青唐城的道路成為通西域的最主要路線，之後再經青唐城西的林金城通往西域，即絲路東路南

道。（〈北宋時期西北地區民族分布與交通格局的改變〉，頁66）
71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1984），頁164。《宋史》〈地理志序〉載：「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

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姑與之也』。」（卷85，頁2095）
7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條」，頁11238-11239。
73 《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56-57。
74 《宋會要輯稿》，蕃夷4之17，頁77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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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如何解決與遼國的衝突，對西夏則採取消

極的防禦措施，但此策略反而讓西夏有時間處

理西北的衝突，壯大自己的勢力。

　　至李元昊大舉入侵後，仁宗才積極處理西

夏問題。「以夷制夷」仍是基本的戰略構想，

如吳育、石延年、張亢等臣僚皆持這種主張。

不過，此時「以遠人攻遠人」的戰略，可分為

二個層面：一是將宋夏間的族群納入本身的軍

事及防禦系體；一是聯合西域回紇、達靼等諸

國，與宋廷一起夾攻西夏。這種彈性的防禦戰

略，在哲宗時又有所變化，改為較主動的攻擊

方式，即聯合西域諸國一起征伐西夏，徹底消

滅西夏政權。

時間 北宋 于闐 遣使目的 備考

建隆2年12月 ▆ 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

琉璃瓶二、胡錦一段。

宋史，卷490〈于闐國〉

長編，卷2「建隆二年十

二月甲午條」

乾德3年5月 ▆ 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致書

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

宋史，卷490〈于闐國〉

長編，卷6「乾德三年五

月壬辰條」

太祖令李崇矩以書及器幣

報之。

乾德3年12月戊午 ▆ 戊午，甘州回鶻可汗與于闐國王及瓜、沙州皆遣使來

貢方物。先是，沙門道圓出遊西域二十餘年，於是，

與于闐朝貢使者俱還，獻貝葉經及舍利。

長編，卷6「乾德三年十

二月戊午條」

癸亥，上召見之，問其山

川道路及風俗，一一能

記，上喜，賜以紫衣及金

幣。

乾德4年2月丙辰 ▆ 于闐國王遣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宋史，卷490〈于闐國〉

長編，卷7「乾德四年二

月丙辰條」

是歲，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開寶2年 ▆ 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

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

宋史，卷490〈于闐國〉

長編，卷10「開寶二年十

一月庚申條」

開寶4年 ▆ 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舞象一，

欲以為貢。

宋史，卷490〈于闐國〉

詔：許之。

大中祥符2年 ▆ 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温等以方物來貢。 宋史，卷490〈于闐國〉

長編，卷71「大中祥符二

年三月己巳條」

天聖3年12月 ▆ 于闐和罕王遣使來貢方物。 宋史，卷490〈于闐國〉

長編，卷103「天聖三年

十二月壬子條」

熙寧4年2月庚午 ▆ 于闐貢方物。 長編，卷220「熙寧四年

二月庚午條」

熙寧6年10月戊戌 ▆ 于闐貢方物。 長編，卷247「熙寧六年

十月戊戌條」

熙寧7年2月辛未 ▆ 于闐貢方物。 長編，卷250「熙寧七年

二月辛未條」

熙寧10年10月3日 ▆ 客省言：「於闐國進奉使羅阿廝難撒溫等有乳香三萬

一千餘斤，為錢四萬四千餘貫，乞減價三千貫賣於官

庫。」

宋會要．蕃夷4之16
從之。

表1：北宋與于闐（於闐）互遣使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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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豐初 ▆ 始詔惟齋表及方物馬驢及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

貢。

宋史，卷490〈于闐國〉

元豐元年6月9日 ▆ 詔提舉茶場司：於闐進奉使人買茶與免稅，於歲額錢

內除之。

宋會要．蕃夷4之16

元豐元年10月28日 ▆ 於闐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16
元豐2年10月13日 ▆ 熙河路經略司言：「於闐國來貢方物而無國主表章，

法不當納，已諭使去。」

宋會要．蕃夷4之16
詔如堅欲奉貢，可聽之。

元豐3年1月27日 ▆ 於闐國大首領阿令顛顙溫等來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16
元豐3年10月9日 ▆ 熙州奏：「於闐國進奉般次至南川寨，稱有乳香、雜

物等十萬餘斤。以有違朝旨，未解發。」

宋會要．蕃夷4之16
詔乳香約回。

元豐4年 ▆ 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

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

宋史，卷490〈于闐國〉

宋會要．蕃夷4之16

元豐6年1月10日 ▆ 中書省奏：「鴻臚寺狀：於闐國進奉人安泊驛舍踏逐

禮賓院，今來禮賓院有西南蕃進奉人所指占。乞指占

都亭西驛中位及東位安泊。」

宋會要．蕃夷4之16
詔：「於闐國般次卒未有

期到京。及至闕下，西南

蕃蠻人當已辭去，可只令

於禮賓院安下。」

哲宗元豐8年9月18日 ▆ 於闐國遣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7
元豐8年10月18日 ▆ 遣使入貢，使者為大行皇帝（神宗）飯僧追福。 宋史，卷490〈于闐國〉

宋會要．蕃夷4之17
降敕書獎諭，賜錢百萬，

還其所貢師子。宋史載在

元豐八年九月

元祐2年5月21日 ▆ 遣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7
元祐2年10月13日 ▆ 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闕。 宋史，卷490〈于闐國〉

宋會要．蕃夷4之17
詔於闐國使以表章至，則

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

熙、秦州貿易。

元祐3年3月25日 ▆ 於闐國差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7
元祐4年5月28日 ▆ 於闐國貢使李養星、阿點魏哥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18
元祐6年6月21日 ▆ 遣使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18
元祐6年12月7日 ▆ 遣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8
元祐8年 ▆ 請討夏國，不許。 宋史，卷490〈于闐國〉

紹聖中 ▆ 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

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

宋史，卷490〈于闐國〉

詔：厚答其意。

紹聖3年7月14日 ▆ 遣人進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18
紹聖4年2月8日 ▆ 遣使入貢。押伴所申：「進奉人羅忽都盧麥譯到黑汗

王子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差人馬攻甘、

沙、肅三州。」

宋會要．蕃夷4之18
詔押伴使臣候人使朝辭

日，諭以黑汗王忠嚮朝

廷，甚喜，若果能破三

城，必更厚待。

徽宗大觀元年1月24日 ▆ 樞密院奏：「皇城使、康州刺史李祥等狀：先差祥押

新通路於闐賀恩人使赴闕，其知鳳翔府王吉甫、通判

王仰並不應副排辦。若不特賜誡勵，切慮日後人使過

往轉至懈慢，有失朝廷來遠之體。」

宋會要．蕃夷4之18
詔並放罷。

大觀2年11月24日 ▆ 遣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8
政和8年8月8日 ▆ 遣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8
宣和6年9月27日 ▆ 遣使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18
本表依《宋史》、《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等資料編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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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北宋與回鶻互遣使節表

時間 北宋 回鶻 遣使目的 備考

建隆2年12月 ▆ 回鶻主景瓊遣使來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1
建隆3年4月 ▆ 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1
乾德2年1月 ▆ 遣使趙黨誓等四十七人來貢玉百團、牛尾一株、白戁

牛尾六十株、貂鼠皮百一十張、玉珠子五百三十五

顆、碎玉百二十五段、玉蹀躞子百一十事、馬六十

五、�十九。

宋會要．蕃夷4之1

乾德3年4月 ▆ 遣使張都督來貢馬十、�七十、玉七團、琥珀二百二

十九斤、碙砂四囊、戁牛尾四十株、毛褐五十段、白

壘�毛布三十段、白石二塊、玉鞍轡一副、貂鼠皮五

十張。

宋會要．蕃夷4之1

乾德3年11月 ▆ 遣僧法淵貢佛牙及琉璃器、琥珀盞。 宋會要．蕃夷4之2
回鶻遣僧人至宋廷

乾德3年12月 ▆ 甘州回鶻可汗遣使孫夜落與沙州、瓜州同入貢馬千

匹、�五百、玉五百餘團、琥珀五百斤、碙砂四十

斤、珊瑚八枝、毛褐千匹、玉帶、玉鞍等。

宋會要．蕃夷4之2

開寶元年 ▆ 是年，其國宰相鞠仙越亦遣使來貢馬。 宋會要．蕃夷4之2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冬 ▆ 遣殿直張璨齎詔諭甘、沙州迴鶻可汗外甥，賜以器

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

宋會要．蕃夷4之2

太平興國5年閏2月 ▆ 甘、沙州迴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遣使，以橐�、名

馬、珊瑚、琥珀為貢。

宋會要．蕃夷4之2

雍熙4年8月 ▆ 合羅川回鶻第四（次）太子遣使來貢石。 宋會要．蕃夷4之2
端拱元年9月 ▆ 回鶻都督石仁政、麼囉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黃水州

巡檢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諸部入貢多由其

地。麼囉王子自云，向為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

奉，今有內附意。

宋會要．蕃夷4之2
各以錦袍、銀帶賜之。

至道2年10月 ▆ 甘州可汗附達怛國貢方物，因上言願與達靼同率兵助

討李繼遷。

宋會要．蕃夷4之2
優詔答之。

真宗咸平元年4月 ▆ 甘州回鶻可汗王遣僧法勝等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3
備陳方略，且欲大舉精

甲，就覆殘妖，拓土西

陲，獻俘北闕。可汗功

業， 其 可 勝 言!嘉 歎 所

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

使臣，一切委卿統制。」

特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

軍，優賜祿勝器服。

景德元年9月 ▆ 甘州夜落紇遣進奉大使、宣教大師寶藏、副使李緒、

判官都監將軍迴紇引領進奉充都總管結諾等百二十九

人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3

景德元年閏9月 ▆ 甘州夜落紇及沒孤宰相以方物、戰馬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3
景德4年10月 ▆ 甘州夜落紇遣尼法仙等二人來朝獻馬十疋，且乞遊代

州五台山。

宋會要．蕃夷4之3
從之。

景德4年 ▆ 是年，（甘州）夜落紇遣僧翟入奏，來獻馬十五匹，

欲於京城建佛寺，祝延聖壽，求賜名額。

宋會要．蕃夷4之3
不許。

大中祥符元年4月 ▆ （甘州）夜落紇遣使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4
帝曰：「寶物公主即夜落

紇之母，本族事必咨母而

後行。今之所賜，宜有加

也。」遂賜公主黃金器，

夜落紇香藥、金帶。

大中祥符元年9月 ▆ （甘州）夜落紇上言：趙德明來侵，率眾拒之，德明

屢敗，乘勝追之越黃河。

宋會要．蕃夷4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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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元年11月 ▆ 以東封，（甘州）夜落紇、寶物公主及沒孤公主、婆

溫宰相以寶貨、藥、橐�、名馬，遣使姚進等十二人

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4
詔專遣使館設，優定支

賜，俟車駕還京，赴宴

訖，遣迴。

大中祥符2年2月 ▆ 以可汗王進奉使姚進為寧遠將軍，寶物公主進奉使曹

進為安化郎將，賜以袍笏，遣還蕃。時夜落紇本道二

尼嚮慕聲教，思欲瞻禮，今隨貢奉使赴闕，望賜紫

衣。亦從其請。

宋會要．蕃夷4之4

大中祥符3年11月6日 ▆ 甘州迴鶻僧法光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4
大中祥符3年11月20日 ▆ 甘州迴鶻可汗夜落紇遣左溫宰相、何居祿越樞密使、

翟符守榮、安殿民等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4

大中祥符4年正月 ▆ 甘州進奉使翟符守榮等，請從祀汾陰。 宋會要．蕃夷4之5
從之。禮成，詔以翟符守

榮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安

殿民為保順郎將，餘皆賜

冠帶、器幣，及回詔賜可

汗王衣著五百匹、銀器五

百兩、暈錦旋襴、金腰

帶，寶物公主衣著四百

匹、銀器三百兩，左溫宰

相衣著二百疋、銀器百

兩。又召其使，出御劄

子，以銀瓶器、金首飾賜

之。

大中祥符4年2月 ▆ （甘州） 遣使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5
大中祥符4年4月 ▆ 回鶻安密貢玉帶，賀祀汾陰禮畢。 宋會要．蕃夷4之5
大中祥符4年6月 ▆ 甘州進奉回紇安進詣登聞上言：「昨齎本國可汗王表

詣闕，蒙賜錦袍、銀帶、錦綵，還過渭州，入西蕃

界，為賊所劫。」詔別賜與之。

宋會要．蕃夷4之5

大中祥符4年8月 ▆ （甘州）夜落紇遣使奉表詣闕。 宋會要．蕃夷4之5
大中祥符4年11月 ▆ （甘州）夜落紇遣使康延美上言：「敗趙德明蕃寇，立

功首領望賜酬賞。」

宋會要．蕃夷4之5
詔付空名司戈、司階、郎

將官告十道，使承制補

署。

大中祥符5年5月8日 ▆ （甘州）夜落紇、寶物公主遣使以寶貨、橐駝、馬來

貢。

宋會要．蕃夷4之5

大中祥符5年5月14日 ▆ 甘州使安進獻玉一團、馬三疋，迴紇白進獻馬一疋。 宋會要．蕃夷4之5
大中祥符6年12月 ▆ 回鶻遣使來貢禦馬二十疋。 宋會要．蕃夷4之6
大中祥符7年11月 ▆ 差通事梁謙賜（甘州）夜落紇寶鈿、銀匣、曆日及安

撫詔書，臣並捧受訖。

宋會要．蕃夷4之6

大中祥符8年9月 ▆ 禮賓院譯語官郭敏自甘州回，以可汗王表來上。 宋會要．蕃夷4之6
大中祥符8年11月 ▆ 回鶻阿囉等來貢。 宋會要．蕃夷4之6
大中祥符9年5月 ▆ 秦州言奉職楊知進自甘州回。 宋會要．蕃夷4之7

楊知進以大中祥符五年正

月與譯人郭敏伴送翟符守

榮般次赴甘州。

大中祥符9年12月 ▆ 甘州回鶻夜落隔歸化及寶物公主、宰相索溫守貴等遣

使都督翟福等來貢馬及玉、香藥。賜衣冠、器幣、

緡錢有差。夜落隔歸化表云：「父夜落紇今年三月淪

謝，九宰相諸部落首領奉臣為迴紇王子勾當，乍臨事

務，惟望朝廷照燭。昨宗哥李遵送馬百匹，與贊普王

子定問公主，已許與沒孤宰相家公主為親訖。所有西

涼府蘇守信已卒，見有義男羅理勾當本州。自臣父即

世，凡差東、西四姓部落頭首領兵於西涼府相殺，踐

其帳舍百餘，殺賊二百餘人，奪到鞍馬、牛羊不少。

契丹即日多益兵馬，於沙州往來，未知何計使即目斷

絕。」

宋會要．蕃夷4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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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2年2月 ▆ 甘州可汗王夜落隔歸化遣都督安信等入貢。 宋會要．蕃夷4之8
天禧4年3月9日 ▆ 夜落隔歸化遣使來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8
天禧4年12月 ▆ 甘州迴紇遣使朝貢。 宋會要．蕃夷4之8

初，回鶻西奔，族種散

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

州有克韓王，新複州有黑

韓王，皆其後焉。

仁宗天聖元年5月 ▆ 甘州夜落隔通順遣使阿葛之、王文貴來貢方物。 宋會要．蕃夷4之8
天聖2年5月 ▆ 甘州可汗王遣使都督翟信等十四人來貢方物，馬三

疋、黃胡絹、細白壘�毛等。宰相索溫守貴又貢馬二

疋。

宋會要．蕃夷4之8

天聖3年2月 ▆ 迴紇趙福貢馬二十疋。 宋會要．蕃夷4之8
天聖3年4月 ▆ 甘州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溫訛進奉馬、乳香。賜銀

器、衣著、金帶、暈錦旋襴有差。

宋會要．蕃夷4之8

天聖5年8月 ▆ 甘州可汗王寶國夜落隔使安萬東等一十四人來貢方

物。

宋會要．蕃夷4之8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二十

九日

▆ 回鶻國可汗遣使來貢方物，且言乞買金字《大般若

經》。

宋會要．蕃夷4之8
詔特賜墨字《大般若經》

一部。

本表依《宋會要輯稿》〈蕃夷四〉編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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