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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社会与文学--牛李党争研究的新视野》编著者李润强。

《历史社会与文学--牛李党争研究的新视野》内容提要：本书生动展现了唐代中后期以牛僧孺为首的
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历时四十多年的激烈争斗的政治、社会，文化画卷。

党争将官僚区分为牛、李两派，将文人划分为牛党、李党或近牛、近李两派，致使他们在经世致用与
党同伐异、出处进退与非此即彼的矛盾中艰难前行，最终造成了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分离。

以牛李党争为核心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合力共振，不仅直接影响了政局变化、历史进程和社会转型
，而且深刻触及士大夫的主体意识、群体活动和创作风格，这些都构成了唐代中后期历史、社会和文
学的共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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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润强，1969年生，甘肃庄浪人，1991年、1995年西北师范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浙
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2003年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现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甘肃省领军人才，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历史和干部教育培训研究。
出版《牛僧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6年）、《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导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中国传统家庭形态
及家庭教育》（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专著4部、译著1部《刺桐梦华录》（苏基朗著，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2年），撰写研究报告《甘肃家庭变迁与西部大开发》等多篇，合作编写专著、教材多部；在《
中国史研究》、《敦煌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牛李党争透视唐代中后期历史与文学关系”、教育部高校古委会项目“牛
僧孺研究”、“独孤及研究”和甘肃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和
省级科研课题多项。
曾经获得教育部高校古委会奖、浙江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甘肃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种奖励和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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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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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牛李党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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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代中后期的朋党政治
    第一节 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
    一、藩镇割据
    二、宦官专权
    三、唐蕃关系
    第二节 牛李党争的起因和党派分野
    一、牛李党争的起因  
    二、党争的党派分野
    第三节 牛李党争的过程
    一、宪敬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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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争发展阶段(公元808—8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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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争终结阶段(公元846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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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抑制藩镇而各主战和
    五、关注科举但态度各异
    六、史料庞杂且众说纷纭
    第七节 牛李党争的争斗类型
    一、结党营私，剪除异己
    二、偷权报怨，党同伐异
    三、座主门生，相与进退
    四、政见相异，素结仇怨
    五、辞色意气，为人利用
    六、交结宦官，盘根错节
    七、偶因是非，卷入党争
    第八节 牛李党争中的个人关系
    一、同党之间的个人关系
    二、异党之间的个人关系
第二章 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历史
第三章 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社会
第四章 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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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作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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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节 交通刘从谏案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占据上党十年之久的昭义军节度使刘从
谏卒，三军请以从谏侄刘稹为留后，秘不发丧。
朝廷为从谏辍朝，诏刘稹护归东都，刘稹拒不从。
群臣主张准许刘稹所请，宰相李德裕以为不可，力主讨伐，武宗从之。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九月，刘稹被杀，昭义军叛乱遂平。
宰相李德裕认为，大和年间，执政的宰相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放任纵容，导致日后刘氏势
力坐大，最终发生叛乱。
并以交通刘从谏罪，先后将牛僧孺、李宗闵贬出。
　　一、昭义军叛乱原因　　1.刘稹对抗朝廷的远因　　关于刘稹叛乱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延续，也
有当时政局的因素；既夹杂着党争，也交织着藩镇与朝廷乃至宦官的矛盾。
　　《旧唐书·刘悟传》：“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九月（刘悟）病卒⋯⋯遗表请以其子从谏继缵戎
事。
敬宗下大臣议。
仆射李绛以泽潞内地，与三镇事理不同，不可许。
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
⋯⋯（大和）九年，李训事败，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祸。
时涯兼掌邦计，虽不与李训同谋，然不自异于其间，既死非其罪。
从谏素德涯之私恩，心颇不平，四上章请涯等罪名，仇士良辈深惮之。
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
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社会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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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