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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对夏战争 中的战略思想

□宋士龙 王青松 顾乃武

摘要 ： 宋朝 为扭转 宋夏 战 争 中屡战 屡败 的被动 局 面 ，
起用 了 以 范 仲淹为 代表 的 一批 能 臣悍将 。 范仲

淹在对夏战 争 中始终 坚持攻 防 结合的 战 略思想 ，
根据 不 同情 况实施 防 御 中 有进攻 、进攻 中 有 防 御 的 战

术 。 在 战略 防御
一战 略进攻思想指导下 ，

范 仲淹先后 采取修筑城寨 、选拔将 帅 、招 降蕃族 、 改革军 制 四 项

措 施 ， 为 宋夏议和创造 了 有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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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年间爆发宋夏战争后 ，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统帅 。 他在经略陕西的过程中归纳 、总结

了
一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漆侠 、李华瑞等学者对此多有论述 。 漆侠 、钟肇熙等学者对范仲淹在

对夏战争 中的研究关注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 ，认为范仲淹在陕西采取
一系列防御措施的 目 的是在

防守 中积蓄力量 ，准备大举反攻消灭西夏 ，但是
，
他们没有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对范仲淹在对夏战争

中的思想和措施进行提炼 ，
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评价

？
；李昌宪 、范杰则在范仲淹对夏战争的研究

过程 中混淆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及其关系
＠

；诸葛忆兵 、方健等人的研究将范仲淹的战略思想简单

概括为积极防御或防御为主
？

。 综合来看 ， 以上学者的概括还不全面 ， 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本

文将从战略 、战术的角度重新分析范仲淹在对夏战争 中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 ， 以求更真实地还

原其在对夏战争中所作的贡献 。

在具体分析范仲淹的战略思想之前 ，有必要先熟悉战略 、战术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 战

略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 ：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战争的发生 、发展及其特点 、规

律 ，战略方针 、任务 、方向和主要作战形式的确定 。 战术是指指导战斗的原则和方法 ， 主要包括战

斗的基本原则 、战斗的方法和战斗的组织实施 。 战略不同于战术 ，它们之间既有密切关系 ，又存在

明显区别 。 战略与战术主要体现为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战略是指为达到战略 目标而采取的途径与

手段的总体谋划 ，而战术则指为达到战略 目标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 战略与战术是 目 的与手段的关

—

５４
—



系 。

一般来讲 ，先有战略 ，后有战术 ，战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略 。

在了解了战略战术的含义及其关系后 ，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所持的战略究

竟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 ，探究其为战略进攻或防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 客观评析这
一战略的

历史作用 。

一

、进攻中有防御 、防御中有进攻的攻防结合的战略思想

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战略思想的认识多停 留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 ，或混

淆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及其关系 ，或简单概括为积极防御或防御为主 ，陷人非防御即进攻的思维

定式 ，忽略了进攻和防御的关系 。 事实上 ，范仲淹在对夏战争 中采取的是防御 中有进攻 、进攻中有

防御的攻防结合的战略思想 。

范仲淹在 《论夏贼未宜进讨》中 曾系统阐述 自 己 的战略 ：

“

修城垒 ，运兵 甲 ，积粮草 ，移士马 ，大

为攻守全胜之策 。

”
［

１
］
７ １ ３

在 《陈乞邠州状》 中 ，范仲淹也曾有所展望 ：

“

俟三二年间 ，
边事宁息 ，攻守有

备 。

”

范仲淹在《再议攻守疏 》 中又言 ：

“

愿朝廷于守策之外 ，更备攻术 。

”
ｍ？

由此可见 ，范仲淹

的 战略是攻防结合 ，在防御 中有进攻 ，进攻中也有防御 。 同时 ， 范仲淹的这一战略又是具体的 ，他

会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战略进攻或防御 。 综合来看 ，范仲淹在对夏战争战略上采取了战略防御一战

略进攻 的策略 ，在战略进攻后仍然主张加强 国防 。 战略防御是范仲淹初到陕西至战略进攻前形成

的 ，他在任陕西都转运使时曾向仁宗建言 ：

“

为今之计 ，莫若且严边城 ，使持久可守… …若寇至 ，使

边城清野 ，
不与大战 ，关中稍实 ， 岂敢深人 ？ 

”
［
３ ］３Ｗ ２

这表明 ，范仲淹初到陕西是主张防御的 ，但不是单

纯的防御 ，
而是在防御中酝酿进攻 ，在 自身实力增强 、西夏转弱的情况下 即刻转入战略进攻 。 范仲

淹建议仁宗 ：

“

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 ， 张其军声 ，分彼贼势 ， 使弓 马之劲无所施 ， 牛羊之货无所售 。

二三年间 ，彼 自 困弱 。 待其众心离叛 ， 自有间隙 ，则行天讨 。

”
［ ３ ］ ３ｍ ２

范仲淹经略陕西后 ，在《耀州谢上

表》 中进
一

步阐述这种战略进攻 ：

“

倘朝廷欲雪边将之耻 ， 当振皇威 ， 大加讨伐 ，亦系朝廷熟议 ，
必持

重缓而图之 。

” ？ ３９４

在经略陕西期间 ，范仲淹在《阅古堂诗 》 中充分表达了 自 己平定边陲 、追比汉唐

的心愿 ：

“

敌城
一

朝拔 ， 戎首万里擒 。
…… 复我横山疆 ， 限尔长河浔 。

… …河湟议始行 ， 汉唐功 比

寻。

”

范仲淹离开陕西后 ，在《与朱校理书》 中 以未能平定西夏为憾 ：

“

军民亿万 ， 生死
一战 ，得为

小事耶 ？ 俟其平定 ，归朝未晚。

”
 ［ １ ］ ７°５

范仲淹在晚年的 《遗表》 中亦阐述了战略进攻的想法 ：

“

誓复横

山之壤 ，
亟逼讲和 。 虽微必取之功 ，

多弭未然之患，
Ｗ４Ｍ

综合范仲淹经略陕西前后来看 ，
自始至终

都坚持在 自身实力增强 、西夏转弱的情况下从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 。

二
、实行攻防结合战略的原因分析

范仲淹采取战略防御
一

战略进攻的攻防结合的战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 实行防御或进攻都

有特定的原因 。

首先 ，范仲淹初到陕西实行战略防御与 当时的宋朝 国力 、军备等各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 宋朝

建 国八十余年 ，
国内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范仲淹在 《陈八事疏》 中指出 ：

“

国家太平垂三十年 ，暴敛未

除 ，滥赏未革 ，
近年赦宥既频 ，赏给复厚 ，聚于艰难 ，散于容易 ， 国无远备 。

……然冗兵冗吏 ，游惰工

作
，
充塞京都 。

”
［

１
］
７５４

正是全 国上下的 因循守旧 、不思进取 ， 才使李元昊有 了可乘之机 。 宋军连连战

败 ，与军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关系 。 范仲淹在 《上执政书》 中 曾这样直言宋军士卒 ：

“

今诸军老弱之

兵 ，
讵堪征伐 ！

…
…昔之战者 ，耄然 已老

；
今之壮者 ， 麗而未战 。

”
［ ２ ］ ２ １°

除宋军士卒外 ，将领的素质也

明显下降 ，范仲淹批评当时的将领道 ：

“

闻名之将 ， 往往衰落 ；
岂无晚辈 ，未 闻边功

…
…仍闻沿边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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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不谋方略 ，

不练士卒 ，结橡弭谤 ， 固禄求宠 。

”
［
２

］
２ １

＜）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 范仲淹初到陕西时才实行

战略防御 。

其次 ，范仲淹在战略防御后转人战略进攻也有原因 。 在范仲淹经略陕西之前 ，他 曾建议仁宗
“

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 ，张其军声 ，
分彼贼势 ，

使弓马之劲无所施 ， 牛羊之货无所售 。 二三年间 ， 彼

自 困弱 。 待其众心离叛 ， 自有间 隙 ，则行天讨
”

［ ３ ］ ３° １２

。 这说明范仲淹在经略陕西之前是主战的 ，力

主
“

天讨
”

。 但是 ，范仲淹经营陕西时却主张缓战 ，
希望

“

二三年间 ，彼 自 困弱 。 待其众心离叛 ， 自有

间隙 ，则行天讨
”

。 无论缓战还是速战 ，范仲淹主战是确定的 。 所以 ，
主战的范仲淹

一

定会在条件

成熟后 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 而且 ，范仲淹认为西夏素无信义 ，反复无常 ， 常为边患 ， 即使暂

时议和以后也会叛乱 。 范仲淹在 《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第五状》 中强调 今所切者 ，昊贼累次盗

边
，
必先伪达诚款 ，伺我少懈 ，随即奔冲 。 今又遣人请和 ，往复迁延 ， 即过夏月 ，其或盟约未和 ，

必是

又图侵轶
”

［
２

］

４４４

。 西夏不仅时叛时和 ，还和辽国结为
“

甥舅之邦
”

，在两个方 向夹困宋朝 。 范仲淹在

《奏陕西河北攻守和备四策 》 中 曾这样形容宋朝的 国防形势 ：

“

今西北二方 ， 复相交构 ， 夹困 中 国 。

元昊率先叛命 ，兵犯延安 ， 次犯镇戎 ， 杀伤军民 ， 曾无虚岁 。 中 国之兵 ，讨伐未利 。 而北虏举十万

众 ，谓元昊是甥舅之邦 ，责中国不当称兵 。 此交构之际 ，更何疑哉 ？

”
［ １ ］５ ８６

综上所述 ，范仲淹认为只有从战略防御转 向战略进攻 ，消灭反复无常 的西夏 ， 根除西北边防威

胁 ，才能使宋军避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集 中力量对付辽国 。

三 、实施战略思想的具体措施

任何一种战略只有能够付诸实践才是可行的 ，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 。 对于范仲淹这一战略思

想 ，他在之后的奏疏中曾 明确论述过其可行性 ：

“

国家太平 日 久 ， 将不知兵 ，兵不习战 ，而致不利也 。

非中 国事力不敌四夷 ，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 ，
盖太平忘战之弊尔 。

”
［
３

］
３３ ５３

。 这也充分说明宋军屡败

的原因为
“

太平忘战
”

，并非实力不如西夏 ， 只要善蓄 国力 、善养兵锋 ，就一定能平息西北边患 。 范

仲淹为践行这一战略 ，采取了修筑城寨 、选拔将帅 、招降番族 、改革军制四项措施 。

（

一

）修筑城寨 ，
为战略防御做准备

范仲淹为在对夏战争初期做好防御 ， 主张修筑城寨 ， 积极巩固西北边防 。 在范仲淹任延州知

州时就建议仁宗多修城寨 ，

“

延州路乞依前奏 ，
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 ，安存熟户并弓箭手 ，

以 固藩

篱
，
俯彼巢穴

”
［ ３］ ３ １１ １

。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 ，
先后修筑了清涧城 、承平 、永平等寨 ，

“

卒城承平等前后十

二寨 ，蕃汉之民 ，相踵复业
”

［
３
］
３°８２

。 范仲淹转任庆州后 ，继续积极修筑城寨 。 环庆路有属羌明珠 、灭

臧等族 ，他们与李元昊勾结 ， 里应外合 ， 时常为陕西边患 。 范仲淹修筑古细腰城隔绝李元昊与 明

珠 、灭臧等族的联系 ，迫使其归降宋朝 。 范仲淹在陕西主持修筑城寨取得了 良好成效 ， 为宋朝初期

的战略防御打下了坚实基础 。

（
二

） 选拔将帅 ，精选士卒

为了能够在对夏战争中更好地防御和进攻 ，
范仲淹在陕西积极选拔将帅 ，精选士卒 。 范仲淹

十分重视将领的选拔和任用 ， 向朝廷阐述将领的重要性 ，
认为

“

显是军气强弱系于将校
”

。 因此 ，范

仲淹选拔将领不拘门第 、不问资历 ，

一

切唯才是举 。 他在 《答安抚王 内翰书》 中曾 言 ：

“

令手下各有

兵甲 ，俟其有立 ， 即时进擢 ，庶可用之才 ，早补将帅之乏 。

”
［
２
］
２５ １

在范仲淹经略陕西期间 ，先后提拔了

狄青 、王信等
一批能征善战的优秀将领 。 除选拔将帅外 ，范仲淹还重视士卒的选拔与训练 。 他主

张招募土兵 ，认为
“

久守之计 ，须用土兵
”

。 土兵在对夏战争中有着较大优势 ，他们
“

各谙山川 ，多习

战斗
”

，

“

无久戍之苦 ，
无数易之弊

”

。 因此
，范仲淹建议朝廷多用土兵 。 他通过选练将帅 、精选士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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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 ，增强 了宋军战略防御阶段的防御能力 ，
为战略进攻阶段准备了强有力的进攻力量 。

（
三

）招降番族 ，

以孤敌势

范仲淹为达到削弱西夏的 目 的 ， 多次招抚番族 。 庆历元年 ， 知延州的范仲淹在宋朝原有 的招

抚计划之外亦作 了 努力 ，

“
…… 况 已 下敕招携番族首领 ，

臣亦遣人探问其情 ， 欲通朝廷柔远之

意
”

［３ ］ ３０ ７９

。 同时 ，范仲淹向朝廷提出建议 ，

“

（ 绥 、宥 ）择其要害而据之 ，屯兵营 田
，
作持久之计 。 如

此
，则茶山 、横 山一带番汉人户 ，去昊贼相远 ，惧汉兵威逼 ，

可以招降
”

［ ３ ］３０７９

。 在范仲淹转知庆州 、管

勾环庆路时 ，

“

元昊反 ， 阴诱属羌为助 ，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 ，约为向导
”

［
３

］
３ １ ２９

。 他先以恩惠笼络番

族 ，

“

至部即奏行边 ， 以诏书犒赏诸宪
”

［
３

］
３ １Ｍ

，后与其订立法规 ，

“

为立条约 ：

‘

若仇已和断 ，辄私报之

及伤人者 ，罚羊百 、马二 ， 已杀者斩 。 负债争讼 ， 听告官为理 ，辄质缚平人者 ， 罚羊五十 、马一 。

……

全族不至 ，质其首领 。

’ ”
［
３

］
３ １Ｍ

通过约束环庆路各番族 ，最终实现
“

诸弟始为汉用
”

。 在范仲淹 的建

议和实践下 ，宋朝努力招降沿边各番族 ，逐步达到了
“

分彼贼势
”

、孤立西夏的 目的 ， 为战略防御转

向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

（ 四 ）在延州 设立六将 ，

改革军制

康定元年 ，范仲淹知延州后积极整军备战 ，
建言献策 。 起初御敌 ，朝廷

“

诏分边兵 ，部署领万

人 ，铃辖领五千人 ，都监领三千人 ，有寇则官卑者先出
”

［
３

］ ３°３６

。 范仲淹认为不妥 ，

“

不量贼众而 出战 ，

以官为先后
，取败之道也

”
 ［３ ］ ３°３ ６

，遂改革军制 ，将延州兵分别划归六将统领 ，
每将各领三千人分别训

练 ，根据敌军的多寡出城御敌 。 至此 ，西夏不敢侵犯延州 ，相戒曰
：

“

无以延州为意 ， 今小范老子腹

中有数万兵 甲 ，不 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

”
［

３
］ ３° ３ ６

其他诸路也争相效仿 ，这也成为 日后王安石军制变革

中
“

将兵法
”

的来源 。

通过以上措施 ，范仲淹稳定了西北局势 ， 积蓄 了宋军兵锋 ，挫败了西夏锐气 ，为宋朝取得战略

上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

四 、战略思想实施的结果及其评价

范仲淹依据宋朝和西夏的军事实力制定 了战略防御一战略进攻的攻防结合的战略 ，并通过种

种措施付诸实践 。 在范仲淹经略陕西的过程 中 ，这
一

战略思想基本得到了贯彻 ，取得了可观的成

效 公居三岁 ，
士勇边实 ，

恩信大洽
”

［
４

］
６

＇宋朝的边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大幅提高 。 西夏则 因连

年征战 ，
又与宋朝贸易断绝 ， 国力大不如前 ，

“

累年用兵 ，蕃界劳扰 ，交锋之下 ，伤折亦多
”

［ ３ ］ ３ ３４８

。 范

仲淹在此基础上与韩琦
“

乃决策谋取横山 ，复灵武
”

，李元昊听闻后数次向宋廷请和 ，

“

遂称臣
”

。 由

此可知
，这
一

战略的实施赢得了西北地区的和平局面 。

虽然范仲淹这
一

战略的实施迫使李元昊请和 ，但却并未得到彻底贯彻 ，
也没有达到预定的战

略效果 。 范仲淹原预定
“

二三年 间 ，彼 自 困弱 ，待其众心离叛 ， 自有间隙 ，则行天讨
”

［
３

］
３Ｍ２

，从战略防

御转向战略进攻 ，

一举消灭西夏 。 但是 ，
仁宗对文臣武将存在普遍 的猜忌 。 范仲淹 曾将汉 、唐与宋

进行对比 ：

“

然则汉 、唐之时 ，能拓疆万里者
，

盖当 时授任与今不 同 ，既委之 以兵 ，又与之税赋 ，
而不

求速效 。
…
…进不俟朝廷之命 ，退不关有司之责

”
［
３

］
３° １３

。 由此可知 ，宋仁宗不将兵 、税完全付之于

将领 ，时刻要求将领
“

俟朝廷之命
”

。 康定元年 ，晁宗愨等赴永兴军议边事 ，

“

上复以手诏问师期 ，竦

等乃画攻守二策……求决于上
”

 ［
３

］
３ ０６°

。 不久 ，仁宗采用攻策 ，

“

诏鄘延 、泾原两路取正月 上旬 同进兵

人讨西贼
”

［
３

］
３０６２

。 枢密副使杜衍反对侥幸出兵 ，仁宗仍坚持进攻 。 从仁宗反复催问 出师 日期 、坚持

出兵来看 ，仁宗在心理上猜忌统兵的文臣和武将 ，害怕他们因统兵 日久而出现兵为将有 、黄袍加身

的情况 。 正是李元昊的请和 、仁宗皇帝对文 臣武将的猜忌心理 ， 使仁宗迅速将前线统兵的范仲淹
—

５７
—



调离陕西 ，升任枢密副使 ，最终导致范仲淹从战略防御转向 战略进攻 、

一举消灭西夏的计划破产 。

为此 ，范仲淹曾 以西事未宁为由五次上奏请辞枢密副使 ，
希望继续留任西北 。 范仲淹在 《与朱校理

书》 中忧虑地写道 ：

“

人则动远而未济 ， 后有边患 ， 咎归何人 ？ 军 民亿万 ， 生死一战 ， 得为 小事

耶 ？ 

” ｍ？５

，尽显担忧与无奈 。 虽然在范仲淹的战略指导下 ，宋朝迫使李元昊请和 ，暂时换取了西北

地区的和平局面 ，
但却未能将其贯彻到底 ，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西夏政权 ， 为以后的西北边疆埋下了

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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