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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丹归明人是指投归北宋的辽国人，是宋辽共存 时期 的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北宋对 契丹归 

明人的接纳，无 时不受宋辽关系所影响，随着宋辽关系的变化 ，北宋不断调整对契丹归明人 的政策，具体表现 

为：“澶渊之盟”前积极吸纳契丹归明人；“澶渊之盟”后有限地接纳契丹归明人 ；到北宋末期对契丹归明人加 以 

重用 。 

[关键词】宋辽关系；契丹归明人 

[中固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3)06—0032．04 

契丹归明人① 是宋辽共处时期主动投归北宋 

的辽国人。契丹归明人 ，并不仅仅是指辽国契丹族 

人归 附北宋 者 ，还包 括汉族 以及其他一些 民族 和部 

族 的人 ，即所有 投归 北宋 的 辽政权 统辖 下 的人 口。 

而在辽宋战争期间，北宋从战场上俘虏的辽国战俘 

及获得 的人 口不 包括 在 内。北宋 对 契丹 归 明人 的 

政策可 以分为三 个阶段 ：宋 辽和盟 前北宋对契丹归 

明人 积极吸纳 ；宋 辽和盟后北宋对 契丹归 明人有 限 

地接收；北宋末期对契丹归明人大加重用。 

这一时期从北宋建国的建隆元年(960)起 ，迄 

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此间 

宋辽战事较 多 ，只有 过 短 暂 5年 (974～979)的 和 

盟。这一时期 ，北宋朝廷鼓励边将招诱契丹归明 

人。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下诏 ：“应、幽州边境 

背没军人等，或因事疑阻，或负过逃亡。岂所愿为”， 

“今后有能 自北界脱身来归朝廷者 ，并不问罪 ，依 旧 

隶军额。如曾受契丹丹(丹字衍)补置者 ，并与伪命 

职官 ，仍令沿边州县 ，随处支赐衣服续食，部送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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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警克一’之 ’这则诏令 明显带有招诱契丹归明 

人的性质。由于朝廷鼓励边将接收契丹归明人 ，所 

以边将也注意招诱辽人来归。据<柳公行状》，柳开 

知 宁边军 时 ，曾力劝 辽将 白万德 归宋 。宁边军在定 

州博 野 县 ，与辽 接 壤 ，当 时 白万 德 统 领 辽 缘 边 兵 

700余帐，在宁边军有 白万德的姻亲 ，常常 出境外 

见 白万德，于是柳开让其说服白万德为内应 ，“挈幽 

州纳王师，许以裂地封侯之赏”，后因为柳开易官到 

它处任职，此事遂罢②。 

北宋对来归的辽 国人给予很高 的待遇 ，除赐 

钱、物和田宅 ，让 契丹 归明人居有定所 ，有业可务 

外，还向一些原来在辽国地位比较高的契丹归明人 

授官，而且所授予的官职很高，这一点与宋辽和盟 

后有很大不同，这里仅举几例为证。 

乾德四年(966)，“契丹天德 (今呼和浩特市 白 

塔村)节度使于延超与其子仁爱来降”，以延超“领 

天德 军 节度 使 ” ‘卷’·乾- 年 月丁 。在宋 初节 度 使 

“恩数 与执 政 同 ”，即与 当时枢 密 院首 脑 的 地位 相 

当 ，在宋 辽和盟后 ，未见 有 授予 契 丹归 明人 以节 

度使官 职的记载 。 

① 宋人使用契丹这一概念 ，更多是表示国号 ，而不是表示 民 
族。因为，辽在 916年建国时 ，国号即契丹，938年改国号为辽 ，983 
年复称契丹，1066年又称辽 ，所以，宋人就经常以契丹称辽国。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雍熙 四年十二月条下记有此事： 
同时也见于‘柳公行状》，[宋]柳开‘河东集>卷 l6，四部丛刊本 ，上 
海 涵芬楼 影 印 ，1929年 。 



 

北宋授 予 契丹归 明人 的官 职 中 比较 高的还 有 

刺史一 职。开宝 二年 (969)，契 丹 归 明人 许 周琼 领 

涿州刺史①；端拱二年(989)，契丹归明人耶律昌时 

领涿州刺史②；淳化元年(990)，授契丹归明人室种 

顺 州刺史③；成平 三 年 (1000)，授 契丹 归 明人 肯 头 

严州刺史 】‘考‘’t̂平三年九月庚展’。 

宋代官制的特点是官员被授予的“官”和其实 

际所担任的职务是不一致的。“官”只决定官员 的 

俸禄 、赠官、叙封、恩荫等待遇 ，称为寄禄官，而差遣 

才是朝廷任命的具体职务，体现其实际权力。契丹 

归明人被授予的官职 ，也 明显带有这些特点，属于 

寄禄官 。 

在宋辽和盟前 的 4O多年中 ，宋辽 基本 处于敌 

对状态，双方为扩大领土，争夺人 口，几次付诸战 

争。北宋此时大量吸纳契丹归明人，成为除战争以 

外与辽争夺人 口的一种有效手段 ，所 以，北宋此时 

大量招诱契丹归明人，对来归的辽人妥为安置。但 

北宋 对契丹归明人的这种政 策 ，由于宋 辽议 和而没 

有延续下 去 。 

景德元年 (1004)，宋 辽 缔结 “澶渊之 盟”，以后 

和盟关系虽然维持到宣和四年(1122)，但实际上在 

金人起兵攻辽后 ，宋辽 和盟关 系开始 出现变化 。这 

一 时期。宋辽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共处，两国处理 

双边事务 ，以“澶渊誓书”和以后进一步修订的“关 

南誓书”为依据。在两份誓书中都明确限制双方不 

得 收留对 方人 口，规定 凡 有越界 盗 贼逃 犯 ，彼此 不 

得停匿。所以，北宋不再像以前那样 ，无所顾忌地 

大肆招诱和接收契丹归明人 ，而是谨慎地、有条件 

地 、有限制地接收契丹归明人。 

1．北宋尽量遵 守誓 书 。不收 留契丹 归明人。景 

德元 年(1004)的“澶 渊之 盟”成 为 了北宋 对契 丹归 

明人政策 的转折点 ，改变 了以前那 种只要是契丹归 

明人 就全部 收 留的做 法 ，而 是 开 始拒 绝 来 归 的辽 

人 。景德二年(1005)，“瀛 、代州部送奚、契丹降人 

赴阙，诏以来降在誓约前者隶军籍如旧制 ，在后者 

付部署司还之”④。北宋朝廷的态度很明确，以澶 

渊誓书为界 ，盟约以前来归的辽人按原办法处理， 

盟约以后来归的辽人则按盟约的约定来处理。景 

德三年(1006)，当时随着宋辽关系的稳定，北宋开 

始恢复原 深受兵燹之害 的河 北地 区的生产 ，朝廷要 

求河北安抚司招诱缘边人户 自南北修好后 未复业 

者，尽快恢复生产。当时的河北安抚使何承矩等具 

体实施时则认为 ：“昨准诏 ，缘边人户自修好后未复 

业者 ，令安抚司招诱之。臣虑北境猜忌 ，以为招诱 

陷敌之人 ，事体非便，辄增水早逃移等语 ，使彼不 

疑。”[21(毫 '景·三年五月度午’边 臣是 直 接 处 理 双 边 事 务 

的 ，在处理政 务时涉及到两 国人 口流动 问题也极 为 

谨慎 ，其对双边关系的把握应该是最直接 、最具体 

的，所以能切合实际地解决有关与辽交往中的具体 

问题 。 

北宋朝廷约束沿边州、军，不得收留契丹归明 

人。景德三年(1006)，命“北界盗贼亡命至缘边州、 

军者 ，所 在 即捕送 之。时有 盗贼 之人 北界 ，彼 即擒 

付边将 ，故也’’ ‘考64t景。三年九月乙 。 

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依管勾麟府路军 

马事韩守英之请：契丹人投河西 ，路由府州境上 ，戒 

励逐 处 不 得 停 止 ‘考’。·大中样符五年六月虎 。庆 历 七 年 

(1047)，北 宋 明 确 规 定 ，禁 河 北 缘 边 停 居 北 界 
l [21(考160．庆 历七年 正月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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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北宋特 别强 调不 能收 留曾在 辽 国为官 的 

契丹归明人。天圣六年(1028)，北宋命河北缘边安 

抚司，契丹归明人尝授伪官勿留⑤。这 与“澶渊之 

盟”前截然不同，前文引用过的一条雍熙四年(987) 

的诏令中，明确说在辽为官 的契丹归明人也可收 

留n ‘‘蕾吏一’之n)。 

对已经来到北宋的辽国人 ，北宋也常常把他们 

遣送回辽国。大中祥符三年(1010)，辽人王贵举族 

来归，真宗要求河东安抚 司把王贵遣送回辽国⑥。 

元丰元年(1068)，“械走投汉界北人王善及其妻子 ， 

蒙塞耳 目，至代州，牒送北界。” ‘‘瞢夷 ’之 ’为表示 

与辽的配合 ，把王善等押送回辽国。 

2．北 宋有 限地接 纳部 分 契丹 归 明人。北 宋 对 

来归的辽国人的拒绝也不是绝对的，也部分地接纳 

① ‘长编)卷 lO，开宝二年九月庚申 ，“契丹涿州朝吏许 周琼 
来降，以为右羽林将军 ，仍领涿州捌史。” 

② ‘宋会要辑稿 ·蕃夷一)之 21，靖拱二年十一月 ，“以契丹伪 
命南大王兄子耶律昌时领涿州朝史。”盏之庸认为耶律 昌时为耶律 
琮之子，参见 盏之庸著‘内蒙古 辽代石刻 文研 究)，‘耶律琮 神道 
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o02年 5月。 

③ ‘宋会要辑稿 ·蕃夷一)之 22，“契丹伪官室种来奔 ，授顾州 
蒯史。” 

④ ‘长编)卷 59，景德二年二月戊子。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宋 
会要辑稿·蕃夷一)之 33，景德二年二月十 日，。瀛 、代州送投降奚、 
契丹九人赴阙，诏以请盟后者，付总管司还之。” 

⑤ ‘长编)卷 160，天圣六年三月辛亥。同时‘宋会要辑稿 ·兵 
二七)之 23，天圣六年三月 ，明令河北沿边安抚司。契丹归 明人，如 
曾受北界官者 ，不得收留。 

⑥ ‘宋会要辑稿·蓍夷--)之 3记载 ：。蓍法亡者悉孥戳之 ，况 
契丹誓书 ，捕逃之人 ，无令停匿，可令本州遣归北境 。勿称艨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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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归明人 。对 于原籍 在北 宋 的契 丹归 明人 一般 

都能接纳。景德二年(1005)，“瀛、代州送投降奚、 

契丹 九人 赴 阙，诏 以请 盟后 者，付 总 管司还 之。 

⋯ ⋯ 汉 口 自 契 丹 来 归 者，给 资 粮 遣 复 本 

贯。” ‘·夷一’之 ’此时“澶渊之盟”甫定 ，北宋对南来 

的契丹、奚人按誓书来处理，而对汉族人则作了另 

外 的处理 。天圣七 年 (1029)四月 ，“邓州 赐契 丹归 

明人李美 田十顷 。美 自言旧籍 刑州之 内邱 ，祖绍温 

陷 契 丹 ，距 今 八 十 年。 比 岁 因 饥 ，挈 族 来 

归 。”[ 】 暑 07·天圣七年四月丙晨’ 

因为北宋认 为这些 人本来就是属 于北宋 ，让 其 

回国应是名正言顺 的，也常把这类人称为“北界思 

乡归来人”。如天圣六 年(1028)三月 ，“诏河北 沿边 

安抚司，自今有北界思 乡过来人 口，若不曾于北界 

为官 ，并依 累降条贯指挥。如曾授北界官者，即便 

不得收接任矣。”同年四月 ，“诏河北沿边州军 ，有北 

界思乡归来人，依河东体例 ，相地里远近 ，于旧例上 

量添 ，支与盘缠钱。” ‘兵二十七’之 ’ 

北宋还接纳那些与 自己保持密切联系的辽国 

人 ，主要是一些北 宋在辽 国的 间谍 。当时北宋沿边 

州、军常雇用辽人做间谍 ，这些间谍在完成任务后， 

或在辽被发现后 ，最后都要投奔北宋。嘉韦占五年 

(1O6O)，幽州人杜清为雄州探刺事宜 ，后事觉 ，挈家 

来 归 暑 _拓五年三月癸 。元 丰二年 (1079)二 月 ，北 

界人 程诠 、程 曷 、程 景 、李 弼 等 人 因 为北 宋 边 臣 刺 

事，为人告发，来归 ‘·夷二’之 。同年十月，武备也 

因 为 北 宋 边 臣 刺 探 辽 国 动 静 ，事 泄 惧 罪 来 

归⋯ ‘·夷二’之 。同年十二月，辽人翟公仅因“屡泄 

契丹事 ，惧祸 ，挈妻子来归”⋯ ‘I夷二’ ’。 

3．北宋 在 契 丹 归 明 人 问题 上 更 是 倍 加 谨慎 。 

辽宋关南争地① 前 ，辽人梁济世来归。<宋会要辑 

稿>记载：庆历二年(1042)三月，“先是，归明人梁济 

世 ，本涿州人 ，尝主文书虏帐下，一 日得罪来归 ，具 

言将有割地之请。” ‘·夷二’之n’梁济世说辽将有割 

地之请 ，说明其来归是在辽宋关南争地前夕。因为 

辽向宋索要关南十县是在庆历二年(1042)正月，梁 

济世投归北宋应该在庆历二年正月以前。 

<宋会要》说梁济世在辽得罪来归，未说犯的什 

么罪，根据张方平的记载，梁济世是 “为北界事发 ， 

拔身 自归”，梁济世当为北宋在辽国的间谍，事情泄 

露后，只身投往北宋，并及时向北宋报告辽将要索 

取关南之地。当时宋辽关系一度紧张，梁济世的到 

来让北宋很为难 ，害怕 因辽追索梁济世而引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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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当梁济世到广信军后 ，即命广信军将梁济世婉 

顺 约 回，不得 收 留。当时 张方平 上 书仁 宗 ，力 陈应 

该收留梁济世⑦ 在朝臣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最 

后北宋才收留了梁济世。 

熙宁年间 ，辽宋关系再度 出现危机，辽要求重 

划河 东地界③，引发 了宋辽 间的河 东地 界之 争。此 

时恰有契丹归明人来归 ，一些朝臣认为应当予以接 

纳，但还有一些人认为不应该因此引惹事非 ，宣徽 

南院使郭逵认为：“此得之何益，彼或欲交质 于我， 

何以拒之?顷契丹驸马刘三贾(<长编>及<欧阳修 

全集>作嘏)来归，仍上平燕策 ，朝廷恐以小害大，尚 

且拒之 ，此一番奴 ，欲致 我曲耳 。” 暑 ‘鼻鼍墓毒铬’’这 

种意见最能代表当时北宋人的心态 ，于是急速遣还 

了契丹 归明人 。 

在北 宋引起 更 为激烈 争论 的是 辽 国驸 马刘 三 

嘏归宋案 的处理 。刘 氏家族 在辽 国极 为显赫 ，刘家 

六子 中 ，有二人 尚公 主 ，刘 三嘏 所 娶为 辽圣 宗女 八 

哥，是北宋时期南归的辽人中地位最高者。刘三嘏 

因为与公主不 和 ，于庆历 四年(1044)投 奔北宋。刘 

三嘏先到广信军 ，知军文l 孙不敢收留，让刘三嘏 

自己回辽国，没有关报辽国官方。不久刘三嘏又携 

婢妾及子 ，从 间道来 到定 州 ，藏 匿于望都杨 均庆家 。 

辽 国多 次 移牒 督 取 刘 三 嘏 暑 庆历四针 胛 。 当 

时对是否收 留刘三 嘏 ，在北 宋 朝野 引起 很 大震 动 。 

一 些辅 臣认 为应 该 收 留 ，并 且 加 以重用 ，以知辽 国 

机事，欧阳修 即持这种意见 ，专 门上<论刘 三嘏事 

状》，陈述收 留刘三嘏的五条理由④。而另一些辅 

臣则认为不应该收留刘三嘏，杜衍认为 ：“中国主忠 

信 ，若 自违誓约，纳亡叛，则不直在我 ，且三嘏为契 

丹近亲逋逃来归，其谋身若此，尚足以谋国乎?纳 

之何 益 ，不 如还之 。”⑤ 最后 ，仁 宗命 河北 安抚 司械 

① 关南问题，始于后周 。后周显德 三年(956)。周世宗收复 了 
燕云地区的囊、莫 、易 、瓦桥关、淤口关等地 ，史称关南十县。后 属北 
宋辖域。辽于庆历二年(1o42)。向北宋索要关南十县。 

⑦ [宋】张方平在‘乐全集>卷 21。‘论广信 军谋人事>中认为： 
“切以今来边机。雄州广信军实为耳 目。若非谋人往来探报 。敌中动 
静何从闻知。凡我谋人。即彼奸赋。为利诱使。致家死地。事泄于彼。 
故当我归 。此不收留。使之何适?若来无生路。去为大戮 。尔后 滦人 
岂复为用?边臣坐成聋警，朝廷先事髑胜之术疏矣。 (台)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③ 河东地界指辽蔚 、应 、朔三州与北宋交界的地区。 
④ ‘论刘三嘏事状>，‘欧阳修全集 ·奏议集>卷 11．北京中国 

书店。1986年 6月。 
⑤ ‘长编>卷 152。庆历四年十月甲午。‘东都事略>卷56。‘杜 

衍传>记载：“会契丹驸马刘 三嘏避罪来归 。边 臣欲 以官庶之 。谏官 
亦有请 。衍以谓本朝与契丹结好久 ，不可以生事。 (台)影 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送刘 三 嘏 回 辽 国①。刘 三 嘏 遣 返 回 辽 国后 被 处 

死 ②。 

从政和 四年 (1114)金 人起兵攻辽 开始 ，至宣 和 

七 年 (1125)辽国灭 亡 ，只有 短暂 的 1O年时 间。这 

一 期间，北宋大力重用契丹归明人，也是契丹归明 

人在北宋最为显赫的时期。宋末辽亡之际，面对女 

真的兴起，宋辽和盟受到震动，辽人在金人面前的 

节节败退使北宋感到辽国不再是对手 ，收复燕云有 

望 。宋人 的这种 心态 自然 也会 反 映 到其对 契丹 归 

明人的态度上 ，对契丹归明人不再像以前忌于辽国 

而不敢收留，或者是即使收留也不予以重用。这一 

时期 ，北宋朝廷内外 ，无论是运筹策划的谋臣，还是 

冲锋陷阵的武将，都有契丹归明人。这里仅以赵良 

嗣和郭药师为例，看一看北宋对契丹归明人 的重 

用 。 

赵 良嗣 ，原名 马植 ，原 为辽 国燕人 ，在辽官至光 

禄卿。政和元年(1111)，童贯出使辽国，马植在卢 

沟河秘密约见童贯，大谈其灭燕之计 ，得到童贯的 

赏识 ，约其南归北宋。政和五年(1115)四月南归， 

改名李良嗣，童贯推荐给徽宗 ，赐姓赵③。 

当时 ’冈q从辽国来到北宋 的赵 良嗣，对辽金局 

势估计得很准确 ，认为女真强大，辽国必亡，北宋应 

该与女真结盟 ，这样宋可“复中国往昔之疆”，而且 

“万 一 女 真 得 志 ， 先 发 制 人 ， 事 不 俟 

矣!”[5】《卷 ·或粕元年十 胃 徽宗任命 赵 良嗣为秘书丞。 

赵良嗣的建议也使童贯、蔡攸等主战派更加坚定 了 

伐辽的信心 ，于是北宋开始谋议和金伐辽之事。 

北宋前后数次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谈判夹击 

辽国、归还燕云以及岁币之事。在北宋军事进攻辽 

国的同时，赵良嗣与金谈判也见成效 ，金允许北宋 

收回蓟 、景 、檀 、顺 、涿 、易六州 ，宣和五年 (1124)，北 

宋收复此六州，赵 良嗣因功擢升为延康殿学士。但 

是 ，在北宋 的颓 势中 ，收复燕 云也 只能是昙花 一现 ， 

迅 即为金兵的铁 骑所 突破 。赵 良嗣 自然 也就 失去 

了其存在的价值。随着童贯政治上的失败 ，赵良嗣 

也于靖康元年(1126)被处死。 

随着辽在对金 战争中的不断受挫 ，一些辽 国边 

将投归北宋。宣和四年(1123)八月 ，“辽常胜军都 

管押、诸卫上将军郭药师上表 ，与其下万人 ，以涿、 

易州来降。”[ 】‘<善夷 ’之 郭药师归北宋后 ，任恩州观 

察使，隶属刘延庆。同年十二月，郭药师败奚帅萧 

干于永清 县，升 迁 为武 泰军 节 度使。宣和 五年 

(1124)正月 ，任命为即将 由金归还的燕山府同知府 

事。 由于郭药 师军 事上 的胜利 ，也更 由于常胜军 的 

实力，徽宗亲 自召见郭药师，对其大加褒奖 ，加封检 

校少傅 ，归镇燕 山。七月 ，彻底击 败萧干。以后郭 

药师 的势 力越来越 大 ，“遂 专制 一路 ，增 慕兵 ，号三 

十万 ，而不 改 契 丹服 饰 ”【51‘卷 ’直粕七针  。宣 和七 

年(1125)降金。 

赵 良嗣和郭药师在《宋史》中是被列为奸臣的 ， 

本文不想讨论对此 ，只是着眼于其归明人身份。就 

是说 ，不 管赵 良嗣和 郭 药 师 如何 被 宋 人 认 为 是奸 

臣、叛逆 、误 国之人 ，但是 ，当时 的北 宋朝 廷 确实把 

他们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很有代表性。赵 良嗣 

几次往返于宋金 ，肩负和金使命 ，而郭药师在伐辽 

前线 刘 延 庆 麾 下 ，是 一 员 重 要 将 领 ，宣 和 四 年 

(1122)十二月，在永清县战败萧干，这次胜利成为 

赵 良嗣与金谈判的有利条件④。赵 良嗣和郭药师 

成为徽宗、童贯、蔡京等人和金伐辽战略的执行者 ， 

这是契丹归明人在北宋最为显赫的时期。随着金 

军 的不断西进 ，北宋在 与金 争夺契丹归 明人 中逐渐 

陷于被 动 ，在 辽亡宋 衰 金兴 之 际 ，中世 纪 的 中国又 

经历了一次朝代 的更迭 ，社会又一次陷入动荡 ，人 

口的归属 又经历 了一次重新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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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葛 根高娃 ) 

① <宋会要辑稿 ·蕃夷--)之 16。庆历五年十月。。诏河北缘边 
安抚司。槭送契丹驸马都尉刘三嘏过涿州，以北界累移文请也。 而 
<长编>卷 152，庆历四年十月甲午 。刚记载刘三嘏被槭送 回辽国是 
在 庆历 四年 十月 。 

② ‘辽史>卷 86(刘六符传>记载：刘三嘏“与公主不谐，奔宋 ； 
归 ．杀之 。” 

③ 有关马植投归北宋的时间 ，诸书记载互异，<续资治通鉴> 
卷 19(中华书局 。1957年 8月)和<宋史>卷 20记为政和元年。今取 
<宋会要辑稿 ·兵一七>之 9和 <建炎 以来 系年要 录>(中华 书局 ， 
1988年 4月)卷 1之说。另。‘宋会要囊稿>记载。李 良舅曩姓赵在 
政和七年正月七 日。关于马植(赵 良嗣 )之事在王煦华 金永高<宋 
辽和战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记述 ，参 见‘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 民 
出版 社 。1985年 )。 

④ ‘续资治通鉴>卷 94。宣和 四年十二月，赵良嗣到金 。金指 
责北宋不出师夹击攻辽。赵良嗣回答：“今月二 日．本朝于永清击走 
萧千 。追至燕京 ，虽非夹攻 ，亦其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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