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史之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安史之乱>>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6402

10位ISBN编号：7101056407

出版时间：2007-5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石云涛

页数：275

字数：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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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

前言

“大史记书系”出版缘起中国古代的史书有多种体裁，有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纪传体，有以时间先后为
序纪事的编年体，有以完整记录历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体；还有典志体、会要体、纲目体，等等。
这些体裁也同样适用于普及类历史读物。
比如，我们推出的以阎崇年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代表的“正说历史书系”(共计十种)，以中国历
史上主要王朝的帝王为基本线索，把主要历史事件贯穿其中，从体裁来看即可归入纪传体。
这样做的好处是线索简明，易于读者了解和认识一个王朝的概貌。
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无法作更深入细致的介绍。
有鉴于此，我们策划了这套“大史记书系”。
所谓“大史记”，就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述。
若从体裁来分，恰好可以归入纪事本末体。
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或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不仅介绍其经过，而且关注其影响，并
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舞台，让众多的历史人物在这里表演，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其命运，窥见其人性。
本书系计划首批推出五种，即《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永乐迁都》《太后垂帘》《洪宪帝制》。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继续得到读者的喜爱，也诚恳地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华书局编辑部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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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读懂唐朝，先要读懂安史之乱。
　　这场战乱，结束了盛唐的神话，百年帝国从此走上下坡路，一去不回头。
往昔的繁华，成为回忆；战争的创伤l成为唐人难以治愈的心灵之痛! 是谁埋下了祸根？
是谁点燃了硝烟？
是谁在苦撑危局？
又是谁在推波助澜？
一场长达七八年的战乱，导致了怎样的力量重组、政坛变化？
暴露了怎样的人情与人性？
本书通过展现这场战争的全景，对此一一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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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云涛，河南太康人，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北京外画语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唐史、唐诗、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的研究。
著有《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建安唐宋文学考论》、《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走出玄武门
：李世民的治国谋略》、《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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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德元载（756年），实际上在上半年唐人仍在使用天宝年号，这一年为天宝十五载。
六月，潼关失守，战局迅速逆转。
玄宗西幸，长安沦陷，叛军嚣张一时。
（一）潼关失陷，其因何在？
潼关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城北，古为桃林塞之地，“塞”就是边塞、要塞，边界险要之处。
这里西接华山，南靠秦岭，北临黄河，东面山峰连接，崖绝谷深，只有一条小道通过。
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常作为关中防御的大门。
此地当秦、晋、豫三地要冲，所以有“鸡鸣闻三省，关门扼九州”之说。
潼关最早建造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据说起初叫冲关，因为远望黄河自北直冲而来，故名。
现在我们如果站在潼关故址北望，看到的是，黄河劈开秦晋之间的群山，滔滔而来，南下直扑华岳，
至此陡折向东，转折处小于九十度，隔河与风陵渡相望。
后因此地西有潼水，改名潼关。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曾修建潼关，在函谷关西五十公里处，作为辅助函谷关的第二道防线。
函谷关在三国魏正始元年（240年）废弃，潼关便成为关中东面的主要门户。
这个由山川自然组成的军事要塞，历来被誉为“三秦锁钥”。
古人曾慨叹：“人间路止潼关险！
”人们把潼关同“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相提并论，云：“畿内之险，唯潼关与山海为首。
”（《山海关志》）作为军事要隘的潼关，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据考历史上与潼关有关的重大战事有三十多次。
战国末年，秦国从晋国夺取潼关之后，开始击灭六国的大业。
诸侯联兵仰关攻秦，秦人开关迎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
东汉末年，马超、韩遂十部皆反，屯兵潼关。
公元211年，曹操亲自率军，与马超夹关而战，曹操以沙筑墙用水浇灌，一夜冰冻成垒，马超兵败西逃
。
公元536年，东魏攻西魏，西魏拒守潼关，东魏兵不得进，西魏军潜出禁谷，出其不意，全歼东魏军。
这是唐朝之前的故事。
唐朝末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由洛阳进发潼关，唐将田令孜率兵十万镇守潼关，起义军由禁沟潜
入，夺取潼关，直捣长安。
元朝末年，朱元璋攻破潼关，从而安定陕甘。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占领山西后数月，抵风陵渡，隔黄河远望古城，垂涎潼关，长达七年，
黔驴技穷，滥施轰炸，但却望而却步。
四十年代初，日寇陷洛阳，过陕县，直抵灵宝，距潼关仅约十公里，仍望关生畏，终未敢进兵关中。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潼关一带打败国民党军，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
这是哥舒翰兵败潼关以后的事。
哥舒翰兵败三年后，诗人杜甫路经潼关，守关的将士指着潼关，向杜甫描述：“连云列战格，飞鸟不
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老先生您看，那险要的地方，山路狭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连长戟都挥舞不开，自古以来，
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哥舒翰统兵驻守潼关，并不是玄宗的本意，玄宗的目的是决战洛阳。
哥舒翰却看重的是潼关易守难攻的形势和潼关存亡对长安安危的重要意义。
哥舒翰毕竟是一员老将，经验丰富，虽然病体沉重，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却有清醒认识。
他不敢贸然轻进，因此，守住潼关却没有出关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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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叛军已有四面受围的态势，只要唐军守住潼关，阻止叛军西进，而后郭子仪统率的朔方军出井
陉口，进入河北，切断叛军归路和后勤补给，或出东陉关直捣范阳；各地勤王兵马四合，把叛军挤压
在洛阳一带，叛军便成瓮中之鳖，有不战自溃的可能。
而且以潼关的险要和哥舒翰的兵力，足以守住潼关。
但是遗憾的是潼关还是被叛军攻破了。
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有时不是被对方击败，而是自己打败自己。
唐朝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勾心斗角，使优势转化为劣势，有利转化为不利。
原来，唐兵没有守关，而是出关迎敌，从而丧失了有利的条件。
唐兵为什么冒险走出潼关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史之乱>>

编辑推荐

《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公元755-763年)》将带您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视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
安禄山出身胡族，开始只是边境集贸市场上一名小小的中介，却一步步高升为主管唐帝国东北地区三
大军区的司令长官，最后居然还龙袍加身，做了大燕皇帝。
他的这种传奇经历是扭何一步步实现的？
从755年安禄山起兵，直到763年被平定，一场簟始于大唐帝国东北的叛乱为什么能持续七八年的时间
，而这场战乱最终带给后人的教训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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