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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十一月，金軍兩路南下進攻汴京。十二日，西路金軍抵達河陽；十三

日，宋軍十二萬餘人不戰而潰。十四日，斡離不率領東路金軍從李固渡渡過黃河。

十五日，西路金軍從河清渡過黃河，然後收降西京，佔領偃師等地。十五日，金軍

進到汜水，宋軍望風而潰。二十六日，金將粘罕渡過黃河。

二十五日，斡離不抵達汴京城下。二十七日，金軍開始向汴京城展開攻擊。閏

十一月二日，粘罕抵達汴京城下。初一至七日，金軍日日攻擊城東。以後，金軍繼

續猛攻城東。同時，粘罕將主攻方向指向城南陳州門。初七日，金軍在陳州門外所

構築的橋樑已經達到城濠的三分之二。

閏十一月中旬，金軍繼續攻擊城東。十九日夜晚，雙方在城南展開砲戰。二十

日，粘罕下令總攻擊，主攻指向城南。次日，金軍橋樑構築完成。二十四日，金軍

一度攻上城頭。城上三座樓子被火焚毀，形成一道空曠地帶。

二十五日凌晨，宋朝六甲兵從陳州門出擊，被金軍擊潰。金軍乘勝攻上城頭，

宋軍完全崩潰。午時，金軍攻佔陳州門東面城頭；接著，又攻佔東水門南面城頭。

次日，汴京四面城頭全部落入金軍手中。

宋金戰史、戰役、汴京、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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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3. 

10

11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29

12

13 

14

1. 

11-13

15 

16

12  （宋）脫脫等，《金史》，卷3，〈太宗本紀〉，頁56。（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景印四
庫》本），卷61，頁4。

13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5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6，〈北
記〉，頁33。

14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6，〈北記〉等，頁32-34；〈中帙〉37，頁49。
15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河東逢虜記〉等，頁51、56、59。
16  （宋）李綱，〈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梁谿集》，卷55，頁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30

17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頁56-57。（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
本紀〉，頁432。

18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河東逢虜記〉，頁57；〈中帙〉39，頁69。
19  （宋）脫脫等，《金史》，卷72，〈婁室傳〉，頁165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

40，頁80。
20  （宋）脫脫等，《金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卷72，〈婁室傳〉，頁1651。
21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9，頁51。（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145，頁14。
22  （宋）脫脫等，《金史》，卷72，〈婁室傳〉，頁1651。
23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4，〈北記〉，頁402。

17 

18 

19 

20 

21 

22

23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31

2. 

24 25 

26 

27

28

1. 

29 

11-13

24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頁64-65。
25  （宋）王柏，〈宗忠簡公傳〉，《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14，頁2。（宋）宗澤，《宗忠簡集》，
卷7，余翱〈遺事〉，頁6-8。

26  （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145，頁15。（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
頁64-65。

27  （宋）脫脫等，《金史》，卷74，〈宗望傳〉，頁170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
38，頁56；〈中帙〉39，頁63。

28  （宋）脫脫等，《金史》，卷3，〈太宗本紀〉，頁56。
29  （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宋）汪藻，《靖康要錄》，卷9，頁49。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32

30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頁58-59；〈中帙〉39，頁63。（宋）楊仲良，
《長編紀事本末》，卷145，頁15。

31  （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
39，頁63。

32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頁63-64。
33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頁50、59-60。

30 

31 

32

1) 

2) 

3) 

33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33

2. 

34

35

36 

37 

38

39 

40

1. 

34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6，〈北記〉，頁34-37；〈中帙〉74，〈北記〉，頁
404。（宋）脫脫等，《金史》，卷3，〈太宗本紀〉，頁56。

35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奉使錄〉，頁53-54。（宋）脫脫等，《金史》，
卷74，〈宗翰傳〉，頁1697。

36  （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
37    佚名，〈元帥府書〉，《大金弔伐錄》，卷3，頁741。
38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頁60-61；〈中帙〉39，頁67-68；〈中帙〉42，
〈宣和錄〉，頁102-103。

39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8，頁55-56、61-62。又，原作：「以兵五萬守潼
關」。似乎太多。

40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宣和錄〉，頁102-103。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34

41  （宋）脫脫等，《宋史》，卷212，〈宰輔表〉，頁5534-5536。
42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頁69。
43    張踐等，《新編中國宋遼金夏史》，上冊，張踐，《中國宋遼金夏宗教史》，頁111-116。（宋）脫
脫等，《宋史》，卷21，〈徽宗本紀〉，頁398；卷462，〈郭天信〉、〈林靈素〉等傳，頁13525-
13530。又，關於徽宗崇信道術的情形，筆者在「第一次宋金戰史手稿」（未出版）中的金侵北宋
的背景部分有較詳細的敘述。

44  （宋）羅願，〈丘濬傳〉，《新安志》，卷8，頁31-32。
45  （宋）脫脫等，《宋史》，卷353，〈孫傅傳〉，頁1113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

40，頁74-75；〈中帙〉44，頁121。（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9，頁48。

41

42

43

44 

45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35

46

47 

48

49 50

51 

52 

46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頁74-75；〈中帙〉44，頁121。（宋）脫脫等，
《宋史》，卷353，〈孫傅傳〉，頁11137。

47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頁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頁69；〈中帙〉
44，頁123。又（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8，說：閏十一月二日，「孫覿為支軍糧，
賞罰不平，降三官罷，以王時雍代之。」

48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9，頁54。
49    李天鳴，〈北宋後期軍隊的戰力〉，稿本。
50    關於燕山之役，可參閱，李天鳴，〈宋金聯合攻遼燕京之役－燕山之役〉，頁283-305。
51    上述各戰役，可參閱，李天鳴，〈金侵北宋初期戰役和宋廷的決策〉、〈宋金第一次汴京之役〉、
〈靖康元年夏秋的太原之役〉等文。

52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頁72；〈中帙〉41，頁96。（宋）楊仲良，《長編
紀事本末》，卷145，頁16。（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頁4。又，本文據《會編》作：「辛永
宗」。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36

53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頁69、72-73。（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
頁9。

54  （宋）汪藻，《靖康要錄》（文海出版社）—以下簡稱文海本，卷13，頁13。（宋）丁特起，
《靖康紀聞》，頁4。又，文海本《靖康要錄》作：「四壁各爭強弱，有事不相關白，人甚危之」
而《景印四庫》本《靖康要錄》，卷9，頁9，誤作：「四壁各清野，有事相關，敵人甚危之。」

55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頁74。
56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4，頁407。
57  （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

53 

54

55

2. 

(1) 

56

57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37

58

59 

60 

61 

58  （宋）樓鑰，〈王倫神道碑〉，《攻媿集》，卷95，頁903-904。
59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頁75；〈中帙〉41，頁87。（宋）脫脫等，《宋
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2。

60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汴都記〉、〈靖康小雅〉，頁78。（宋）汪藻，
《靖康要錄》，卷9，頁57；卷10，頁2。

61  （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3；卷353，〈何 傳〉，頁11136。（宋）楊
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145，頁1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38

62  （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145，頁1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
頁80-81、84-85。

63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頁81；
〈中帙〉42，頁99；〈中帙〉50，頁182。

64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7。（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7-8。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頁7。

62 

63

64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39

65

66

67 

68

69

65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9，〈宣和錄〉等，頁71-72；〈中帙〉41，頁86-87。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8-12。

66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0。（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7-
88。

67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33，頁1；〈中帙〉40，頁84。（宋）汪藻，《靖康要
錄》（文海本），卷13，頁13。

68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3-14。
69  （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

40，頁84；〈中帙〉74，頁407。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40

70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頁84；〈中帙〉71，丁特起〈孤臣泣血錄拾遺〉，
頁375；〈中帙〉73，〈避戎夜話〉，頁389。又，〈孤臣泣血錄拾遺〉，作：淹沒「八十村」。

71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下，頁178。
72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0，頁84；〈中帙〉71，〈靖康小錄〉，頁372。
73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1。（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9-11。（宋）
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8。

74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8。（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0。
75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9。（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2。
又，後書原作「朱門」。應為「宋門」。

70 71 

72 

73 

74

(2) 

75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41

76

77 78 

79 

80

81

(3) 

76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宣和錄〉，頁113-115；〈中帙〉44，〈宣和
錄〉，頁126-127。（宋）脫脫等，《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3。

77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頁99-100。
78  （宋）脫脫等，《金史》，卷66，〈撻懶傳〉，頁1567。又，此撻懶並非又名完顏昌的撻懶。
79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9；〈中帙〉42，頁99-100；〈中帙〉47，頁

157。
80  （宋）脫脫等，《金史》，卷66，〈撻懶傳〉，頁1567。（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2、

15。
81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1；〈中帙〉43，頁103。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42

82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
89、91-92。（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2。

82 

47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43

(4) 

83 84 

85 

86 

87

(5) 

88 

93

83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1-17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
頁91-92；〈中帙〉43，〈避戎夜話〉等，頁108-111。

84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7。
85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2-17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
〈避戎夜話〉，頁110。

86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宣和錄〉，頁97。
87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避
戎夜話〉等，頁109-110。

88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89、
96；〈中帙〉43，〈泣血錄〉等，頁109、113。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44

89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2-17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
頁96；〈中帙〉43，〈避戎夜話〉，頁110。

90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頁106-107。（宋）徐夢莘，《會編》（《景印四庫》
本），卷67，頁15。又，原作：「何慶源」。現據前書，〈中帙〉44，〈靖康小雅〉，頁125，作
「何慶彥」。

91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6。

89

90 91

3. 

(1)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45

92

93

(2) 

31

92  （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
89、92。

93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2-93；〈中帙〉43，頁109。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46

94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2、95-96。（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
頁15-16。

95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7。

94

(3) 

95

1) 

2) 

3)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47

96 

(4) 

97

98

99 

100 

101

96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頁104-106。（宋）徐夢莘，《會編》（《景印四庫》
本），卷67，頁10-14。

97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頁101；〈中帙〉43，頁108。
98  （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頁113。
99  （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宣和錄〉，頁113-115。
100（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145，頁12。
10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宣和錄〉、〈遺史〉，頁115-11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48

102（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下，頁17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頁
106。

10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頁103；〈中帙〉74，頁407。
10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2，沈良〈靖康遺錄〉，頁378。

102

103 

104

4. 

(1)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49

105

(2)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05（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3-17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
〈避戎夜話〉，頁110-111。

10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靖康小雅〉，頁125。
107（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4。
10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避戎夜話〉，頁112。
109（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靖
康小雅〉，頁125。

110（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頁
116-117。

11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避戎夜話〉，頁112。（宋）徐夢莘，《會編》
（《景印四庫》本），卷68，頁7-8。

11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頁11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50

113（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4。又（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頁
118，則說是范瓊「發兵千人」出戰，「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

114（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頁12。
115（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宣和錄〉，頁96-97。
116（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5。
11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3，頁109。
11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6-97。（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

16。

113

(3) 

114 

115 116 

117 

118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51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19（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7。（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6-
17。原作「雲梯」及撞倒兩座。（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5，作「大梯」。本文
承接前文（《會編》，乙集，〈中帙〉43，頁109）繼續作「對樓」。並據《避戎夜話》，及（宋）
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守城錄》，卷1，頁5，作撞倒三座。又，「對樓」也是一種攻城
塔，屬於雲梯類器械的一種，參閱：李天鳴，〈扶搖直上話雲梯〉，頁130-137；李天鳴，〈歷代
對抗雲梯類器械的方法〉，頁53-63。

120（宋）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守城錄》，卷1，頁5。
12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7。（宋）汪藻，《靖康要錄》（《景印四庫》
本），卷10，頁17、20-21。（宋）汪藻，《靖康要錄》（文海本），卷13，頁21、24。又文海本
《靖康要錄》，頁24，作：金軍「以長竹札草延燒樓櫓、糠袋以及火牛車。」而《景印四庫》本，
頁21，誤作：「以長竹札草延燒、樓櫓、糠袋皮火牛草。」

122（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5。（宋）汪藻，《靖康要錄》（文海本），卷13，頁
24。

12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7。（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6-
17。

124（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5。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52

125（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7；〈中帙〉44，〈靖康小雅〉等，頁120、
125。

126（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5。
12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1，頁97。（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16-

17。
12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靖康小雅〉，頁125。
129（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5。
130（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0；〈中帙〉74，頁408。
13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靖康小雅〉，頁125。
13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2。（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下，頁

180。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4) 

131 

132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53

133 

134

135 6.2 9.3
136 

11 13
137

138 

139 

13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靖康小雅〉等，頁122、125。
134（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下，頁180。
135（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0。
13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4，〈雜考私書〉等，頁406、408。
13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2。（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下，頁

180。
13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0、122；〈中帙〉74，頁406。
139（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6；〈中帙〉45，頁12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54

140（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59，〈宣和錄〉，頁267；〈中帙〉62，〈林泉野記〉，
頁298；〈中帙〉63，〈張叔夜家傳〉等，頁302、307。

141（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避戎夜話〉等，頁123-124。（宋）汪藻，《靖
康要錄》，卷10，頁22。

142（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2；〈中帙〉45，頁128、130。
14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5，頁128。（宋）汪藻，《靖康要錄》，卷10，頁23-

24。
14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宣和錄〉，頁126-127。（宋）汪藻，《靖康要
錄》，卷10，頁24。

140

(5) 

141 

142

143

13-15
144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55

145 

146

147

1. 

(1) 

145（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避
戎夜話〉，頁124。

14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2-123。
14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5，〈遺史〉、〈宣和錄〉，頁128-130、13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56

148（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3，〈避戎夜話〉，頁389。
149（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3，〈避戎夜話〉，頁389。
150（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0，頁61。

148

149 

150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57

(2) 

151 

2. 

151（宋）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守城錄》，卷1，頁5。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58

152（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下，頁17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2，頁
106。

153（宋）楊時，《龜山集》，卷8，〈曹輔墓誌銘〉，頁9。
154（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2，夏少曾〈朝野簽言〉，頁381。
155（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頁3-4。

152 

153

154

155

3.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59

156

157 

158

159

156（宋）石茂良，《避戎夜話》，卷上，頁176。（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避
戎夜話〉，頁124。

157（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44，頁120-124；〈中帙〉71，丁特起〈孤臣泣血錄拾
遺〉，頁375-376。（宋）徐夢莘，《會編》（《景印四庫》本），卷69，頁2-7。（宋）汪藻，《靖
康要錄》（文海本），卷13，頁13、25-26。《靖康要錄》（《景印四庫》本），卷9，頁9；卷10，頁
22-23。（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頁4。又文海本《靖康要錄》作：「四壁各爭強弱，有事
不相關白，人甚危之」而《景印四庫》本《靖康要錄》誤作：「四壁各清野，有事相關，敵人甚
危之。」

158（宋）李綱，〈乞修軍政劄子〉，《梁谿集》，卷62，頁1-3。
159（宋）汪藻，《靖康要錄》（文海本），卷13，頁6、18；卷15，頁2-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60

160（宋）汪藻，《靖康要錄》（文海本），卷13，頁6、18；卷15，頁2-6。

4. 

160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61

161

162 

1. 

161  李天鳴，〈宋金第一次汴京之役〉，稿本。
162（宋）李綱，〈李綱行狀〉，《梁谿集》，頁24-25。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62

2. 

3. 

4.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63

163 

164 

165

163（宋）徐夢莘，《會編》，乙集，〈中帙〉72，〈朝野簽言〉，頁381。
164（宋）李綱，〈乞修軍政劄子〉，《梁谿集》，卷62，頁1-2。
165（宋）鄧肅，《枅櫚集》，卷12，〈辭免除左正言第三劄子〉，頁3-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64

1126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65

166

166  關於金軍攻佔汴京城頭後滅亡北宋的詳情，可以另外專文敘述。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66

3
1975

1970

1982

1125-1126
1986

1967

329
1986

1125
1986

1979

350-352
1986

308 1966

30-39
1981

1125
1986

61-62 1965

1133
1986

485
1986

700-702
1986

1976

1978

2
1975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67

3 10 1986 1 130-137

20 5 1987 5
53-63

1996 283-305

2000

2000

2000 183-236

22 1 2004 145-
182

1994

1995

12
1998

1994

2000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4:4 (2007)68

Ching-k’ang’s Calamity: 
The Second Chin Siege of Pien-ching

Lee Tien-mi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the eleventh month (by lunar reckoning) of 1126, two separate contingents of
the Chin army advanced south to attack Pien-ching. On the twelfth day, the western
contingent reached Ho-yang and, on the thirteenth , routed over 120,000 Sung
troops. On the fourteenth, Wo-li-pu led the eastern contingent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Li-ku ford. On the fifteenth, the western contingent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at Ho-ch’ing and proceeded to capture Hsi-ching and occupy Yen-shih and its
surroundings. On the same day, the Chin army advanced to the Ssu River, while the
Sung army turned and fled. On the twenty-sixth, the Chin general Nien-han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On the twenty-fifth, Wo-li-pu reached the walls of Pien-ching. On the twenty-
seventh, the Chin army commenced its attack on the city.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intercalary month, General Nien-han also reached the city. The Chin army
attacked the city daily during the first seven days of the month, and then continued to
launch regular, fierce attacks thereafter. At the same time, General Nien-han shifted
the focus of his attack to the Ch’en-chou Gate on the city’s southern wall. On the
seventh, the Chin army succeeded in building a bridge across two-thirds of the moat
outside the Ch’en-chou Gate.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intercalary month, the Chin army repeatedly
assaulted the eastern city wall. In the late evening of the nineteenth, both sides
launched siege projectiles over the southern wall. On the twentieth, Nien-han
ordered a comprehensive attack on the city,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 The Chin army
completed their bridge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the twenty-fourth, the Chin
launched another assault on the city wall that succeeded in burning three towers to
the ground and creating a scene of utter devastation.

Just before dawn on the twenty-fifth, the Sung’s Liu-chia Army sallied forth
from the Ch’en-chou Gate, but was routed by the Chin troops. The Chin army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assault the wall, and the last remnants of the Sung army fled in
disarray. By noon, they captured the wall east of the Ch’en-chou Gate. Soon after,
they captured the wall south of the Tung-shui Gate. By the following day, the entire
city wall was in their hands.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Sung-Chin war, warfare, Pien-ching, K’ai-feng



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 69

圖
1 

   
第
二
次
汴
京
之
役
經
過
示
意
圖
（
靖
康
元
年

11
月
至
閏

11
月
）
林
加
豐
電
腦
繪
製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四期70

圖
2    北

宋
汴
京
示
意
圖
林
加
豐
電
腦
繪
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