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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朝的国势，在唐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兴盛的顶点。
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她的统治。
战乱费了八年的时间虽然平定了，但安史余党仍然盘踞在河朔一带，成为和唐中央对抗的藩镇，而唐
朝在中原内地以至江南、岭南地区也设置了许多藩镇。
藩镇割据和藩镇林立的局面是唐中后期政治形势的突出点。
由于藩镇的割据，统一的帝国元气大伤，唐王朝再也恢复不了当年丰腴的英姿。
但她并不是奄奄一息，仍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
这一历史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沉思。
　　长期以来，人们把藩镇问题作为唐代中后期的重要的课题加以注意和研究，是很自然的。
然而，就个人所知，人们多半把“藩镇割据”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凝固的词汇来看待，似乎所有的藩
镇都是割据势力，同时，人们还把藩镇内部的动乱也一概视为和唐中央对抗的割据行为。
从这一前提出发，遂把藩镇和唐王朝看作势不两立的敌国，似乎两者只有斗争而无妥协，只有互相对
抗而无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对于藩镇割据产生的社会背景，则认为是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物，把藩帅作为庄园主利益的代表者，甚
至把和藩镇有过联系的士子文人视为拥护分裂割据的大地主势力。
这些看法纵非绝对错误，但起码是简单化和绝对化，没有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和细致的分
析。
　　张国刚同志的《唐代藩镇研究》，对上面列举的观点给予新的评价，发表了独立的新颖的见解。
看了以后，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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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唐代藩镇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
作者从藩镇的类型分析入手，以坚实的史料依据和文献分析，用“藩镇格局”来代替“藩镇割据”，
描述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政局，对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进行了逐
一分析，从而比较客观地把握了唐代后期一个半世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动态。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于唐代藩镇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军事体制、军将职级、财政体制以及监军制度、
辟署制度、进奏院制度都有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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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可知，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
转移。
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乱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唐廷与
叛乱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心地区也相对地让位于在唐王朝肘腋之地——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势力的武装
抗争。
在这种情况下，唐廷迫切要求早日了结河北战事，处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
因此代宗即位之初即明确规定：“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予封赏。
”东都收复的捷报传来才四天，又下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
问。
”于是，张忠志（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在史朝义授首之前纷纷投降，正是唐廷所期望
的。
特别是张忠志（李宝臣）开土门（井陉口）纳王师之功，一直受到唐廷的重视。
援往日处置安史降将如能元皓、令狐彰之例，各授以节度使，自是情理中事。
诚如王昶跋《李宝臣碑》所说，“不如此不足以慰来投之心”。
并且，唐廷通过“分而帅之”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各镇的势力地盘，较之当年安禄山独擅三镇和史思
明乾元中投降时授以整个河北节度使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战后上述新的政治矛盾与军事斗争既然愈演愈烈，恰好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势力造成了可乘
之机。
故史称：“属怀恩反，边羌挈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
，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
，资粮百五十余万缗。
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
及朝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问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
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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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国刚这一系列的关于唐代藩镇研究的成果，涉及藩镇问题的各方面，基本上勾画出唐代藩镇的
真实面貌，对过去学术界忽略的或认识模糊的问题做了补充和澄清。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唐代藩镇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杨志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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