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7277

10位ISBN编号：7010077274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陶懋炳

页数：578

字数：6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

前言

　　一般读中国历史的人，一接触到所谓“五代十国”，就会感到头痛。
这期间，若以朱温篡唐（907）到赵匡义灭北汉（979）来计算，实达70余年；若按照传统史家以封建
王朝的兴亡为断代标准，到赵匡胤建立北宋（960），就只有54年。
虽然为时甚短，若从大势而言，这个时期确是晚唐“乱世”的延续。
一则因中国此时政权林立，所谓十国，还只是自宋以后汉人的看法，并未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特
别是契丹阿保机已在后梁贞明二年（916）称帝建国，在此前后，契丹对华北的政治局势影响极大，终
于形成和北宋长期对峙的局势。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都是我们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的政权。
由于分裂割据的局势如此，故战争和篡夺频仍，天下大乱。
二则因各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多不是世家大族，而是出身于黄巢义军及秦宗权等“流寇”的部将和
久已汉化的“蕃夷”，这是汉族传统史家所看不惯的。
如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就不断地哀叹“呜呼”，给后人带来了更阴暗的印象。
　　其实，这个时期正是历史辩证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表明中国古代社会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自此，彻底摆脱了六朝以来世族高门垄断政权的局面，农民由于租佃制的普遍施行而人身依附得以削
弱和商品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因而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也得以进一步的加强。
如枢密院到北宋即与政事堂对掌军事、行政大权，天下财赋也渐集中于三司。
同时，文化上如诗、词等较之唐代又有新的发展。
加以此时开始刻书，为宋代以后教育、文化的日益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看不到这些时代特点，就不易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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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发展，又是由长期僵持之局转向统一局面的过渡时期。
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来考察，五代十国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这段历史“表面上乱，
实质是变”，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开始。
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终于没有成为“五代”以后的第六代，中国历史又开始显现出走向统一的曙光
。
    本书前后三位作者，相隔二十余年。
作者探幽索隐，详加考究，分两次合力撰写而成。
全书共12章37节，另有原序、前言、五代十国年表、征引文献、索引、后记、增订后记、编辑后记等
，还有近500幅文物图片。
正文内容颇为丰赡翔实，涉及五代十国的政治兴亡、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典章制度等若干层面，其
中不乏作者的别裁心得，是迄今为止关于五代十国历史的精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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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唐朝覆灭和后梁后唐的嬗替　　第一节　藩镇割据与唐朝灭亡　　一　“安史之乱”后
藩镇割据的回顾　　经过了唐初近百年的经营，又经过了武、韦数十年的动乱，唐玄宗李隆基依靠庶
族官员的势力，发动两次宫廷政变，取得皇位，继前世之余烈，擢贤能为己用，奖励耕织，澄清吏治
，终于出现了“开元之治”，唐朝的繁盛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垦田倍增，户口繁殖，仓廪充实，
交通畅达，商业活跃，手工业技术和规模都有新发展。
杜甫的《忆昔》诗篇，如实地刻画了当时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景象。
　　然而，盛极而衰，在一片升平歌舞声中，唐帝国的基础不断遭到蛀蚀，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加
速发展，强大的帝国终于从顶峰上跌了下来。
均田制颓坏，兼并炽烈，户口流散，日益严重的高利贷资本对社会经济的侵蚀，公私用度的成倍增加
，尤其是宫廷奢侈用度和军费开支的恶性膨胀，致使唐帝国的坍坏成了必然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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