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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宋太祖選拔禁軍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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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北宋，最著名的就是「強榦弱枝」1。因為唐末五代，「方鎮（藩鎮）太重，

君弱臣強」2 ，地方失控，篡弒頻生。加上宋太祖（927-976年在位）武人出身，

歷經篡弒不斷發生，政權更替頻繁的動盪五代。他本人也是依靠手中的軍權，籍「陳

橋兵變」3 而得國。為免歷史重演，以及穩定政局、鞏固君位，便實行一系列壓抑

軍人，削弱地方勢力的措施。而本文則會著重於選拔禁軍所帶來的利弊。 

 



根據脱脱所撰的宋史，選拔禁軍的內容如下「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

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是指團結訓練，以為

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4。宋太祖挑選各州精壯的士兵到京師，編為禁

軍；老弱的留在地方，編為廂軍。 

 

宋太祖本人就是僑勇善戰之輩，他親自挑選的禁軍都必定是實力非凡的，加上

經過嚴格的選拔，禁軍的武功水平是北宋境內的頂尖。而廂軍則沒有訓練，只服雜

役。由此已可見，中央禁軍和地方廂軍在實力上，有很大的差距。這使中央在軍力

方面可以凌駕地方。司馬光曾評論說：「各地方鎮都自知兵力遠不是京師的敵手，

誰也不敢再有異心」5可見地方對中央的忌憚。而且在精神上，能成為禁軍的士兵

都有著對北宋朝廷絕對的忠心，就算不幸被淘汰回到地方，也絕不可能反叛中央。

因此，無論在中央實力上，還是禁軍的精神上，反叛中央的事情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因此唐末五代以來的地方坐大問題徹底地被解決。縱觀北宋一代，並沒有出現有如

唐代的「安史之亂」6等的地方軍人叛變，有利於國家的統一，令北宋享得近 170

年的國祚。這是利處。 

 

 

 

 

 
1 強榦弱枝：成語，出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釋義為加強樹幹，削弱枝葉。形容歷代中國朝代

及政權為削減地方政府及割據勢力，通過加強中央政府權力，達致中央集權。 

2 「方鎮（藩鎮）太重，君弱臣強」：出自《續資治通鑑》 

3 陳橋兵變：是中國歷史上一宗發生在後周顯德七年（960年）的軍事政變。後周禁軍效仿後漢乾和八年（950

年）軍士擁立郭威登基稱帝的澶州兵變，於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擁戴趙匡胤為帝。此次兵變導

致了後周的滅亡和宋朝的建立，亦標誌著五代十國中的五代時期的結束。 

4 脱脱：《宋史》 網站：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75976（瀏覽日期：2021年 6月 27日） 

5 蔡美彪：《中國通史第五冊》。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 19。 

6  安史之亂：唐朝於 755年 12月 16日至 763年 2月 17日由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朝發動，同唐朝皇室爭奪統

治權的內戰及動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並且造成了唐代藩鎮割據。由於反唐戰爭的發起者以安祿山

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而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但是，北宋這個兵制其實帶來了更多的弊處。 

 

在地方層面，選拔禁軍導致地方積弱。地方上的廂兵多為老弱殘兵，而且只服

雜役，沒有訓練，成為不能作戰的役卒，戰鬥力薄弱，既難抵御外敵，對付盜賊亦

力有不逮。例如王小波、李順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農民軍發展到數十萬人，震動了

整個北宋。其原因是因為地方軍力弱，農民比較容易順利取勝，攻佔州城。雖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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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起義的結果是失敗，但是整個北宋，全國卻不停有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可見選

拔禁軍導致了地方軍力積弱這個嚴重的問題。 

 

在中央層面，此制度引伸了冗兵、冗費問題。宋初招募了大量禁軍屯駐首都，

以維持中央軍力的優勢。而士兵終生為兵，並沒有退役制度，導致兵額與日俱增。

更別說禁軍能得到優越的俸給，人數增加，代表了中央要撥出更多經費在軍事上。

加上訓練費，中央要付出龐大的軍費。因此產生了冗兵、冗費問題。 

 

無可否認，選拔禁軍這個兵制有其利弊。雖然可以加強中央在軍事方面的實力、

削弱地方軍事勢力，改善唐末五代地方坐大、君弱臣強問題；卻帶來了地方積弱、

冗兵冗費問題。總結而言此兵制是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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