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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关于大唐帝国开拓进取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汉、唐是两座巍巍高山，这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 是很相近的：政治相对开明，汉
有文景之治、明章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对外战争均取得赫赫战功，汉代开拓西域、西南
，击破匈奴，唐代经略中亚，两灭突厥；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政权在历史上多次遭受 北方游牧民族
政权的强有力挑战，只有在汉唐时代才有过绝对的军事优势。
汉如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唐如赫日当中，烈焰灼人。
强汉与盛唐，哪个朝代更伟大呢？
这是很难比较的。
汉代前后四百余 年，其超级强国的地位，自始至终未受到动摇，王夫之曾经这样评说道：“国恒以弱
丧，而汉独以强亡。
”相比之下，唐王朝的寿命要短得多，前 后二百八十九年。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盛衰的分水岭，唐代真正强盛的 时间只有一百多年，这是比不上汉代的。
然而，唐帝国面临的对手之强，远甚于汉时，无论是北突厥、西突厥、吐蕃或阿拉伯帝国，均是超一
流的 对手，故而其武功之取得，较汉代尤显艰难。
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是李渊，然而其恢弘格局的奠基者实际上是唐太 宗李世民。
他集仁君、明君、雄君于一身，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给大国安 上一颗雄心。
从唐王朝初创的那天起，便受到北方突厥的严重威胁，甚至 一度委曲求全。
唐太宗即位时，北突厥兵临城下，震动帝都，以李世民之 雄才，尚且不得不签城下之盟。
知耻而后勇，励精图治的唐太宗仅仅用了 三年的时间便彻底击破北突厥，俘其可汗，这堪称中国历史
上最不可思议 的奇迹。
对比汉匈战争，以汉之强，仍耗费百余年才降服强敌，唐王朝之 霸气，由是可窥一斑。
灭北突厥不过是唐初扩张的起点，在之后的二十年 里，唐太宗武功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殆可称为前无
古人，后乏来者。
继消 灭北突厥后，唐帝国又扫平北方强国薛延陀，廓清漠北，北疆边患不复存 在，历史学家岑仲勉
评曰：“声威之北及，想蒙古时代尚比太宗为逊色。
”打通西域是唐太宗的第二个战略方向，这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征吐 谷浑、攻高昌、伐龟兹、战
西突厥都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
唐太宗时代，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是征高丽之战，这场战争的失利，恰恰是因为皇帝 亲征。
为顾及皇帝的安全，唐朝军队放弃了大纵深的战略，转而采取逐城 逐地的争夺，速决战最后成了持久
战，这种战略对于劳师远征的一方是相 当不利的。
凭借唐太宗奠定的坚实基业以及遗留下的政治资本，唐高宗时代仍然 延续扩张势头。
在平百济之战中，中国与日本第一次正面交锋，唐朝海军 大破日本海军，取得白江口海战的胜利。
唐太宗生前未能打败的高丽，也 在唐高宗时被征服。
在中亚战场，西突厥汗国在唐朝军队的打击下解体，大唐的势力深入中亚，直抵伊朗高原，这也是帝
国声势最盛的时代。
然而 盛极必衰也是自然规律，在唐高宗统治的后期，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在 论钦陵的执政下崛起
，大非川之败标志着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北突厥 复国则令唐政权北疆再陷危局，帝国的第一期扩
张也宣告终结。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女皇，从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她是个成 功者，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她
的统治能力似乎被远远高估了。
她的统治 并不始自称帝，而是在唐高宗后期便已主持政局，而唐帝国正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走向熊途
。
武则天时代，太宗、高宗时的对外战争成果损失大半，帝国不仅失去昔日的威风，边疆也屡屡告急：
北方突厥的入侵，契丹的叛 乱，吐蕃的进攻，等等。
不过女皇还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帝国航母，没有 令它触礁沉没，尽管外壳受损严重，整个船体却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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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
到了唐玄宗时，大唐帝国迎来第二个春天。
“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 最鼎盛的一个时期，盛世之盛，主要在于经济及文化，若论武功，仍然不 
及太宗时代。
唐太宗的战略是大纵深的围歼，不打则罢，一打势必要一战 定胜负，贵在速决，而不打持久战。
唐玄宗时的战略格局没那么大，多是 陷入旷日持久的苦战，或是一城一池的争夺，或是边界线上的拉
锯战，难 以看到初唐行云流水、势如破竹的战争场景。
玄宗时代的战争十分频繁，而且范围很广，与突厥、吐蕃、契丹、突骑施、大食、南诏均有军事冲突
，几乎与周边有实力的政权都交锋过，其中战果比较大的是平突厥之役与 中亚争夺战。
与唐太宗平突厥有所不同，唐玄宗平突厥更多倚靠回纥等游 牧部落的力量，实际上是以夷制夷的手段
。
中亚争夺战则是盛唐军事史最 精彩的篇章，唐、大食、突厥、吐蕃四大势力角逐于中亚，尽显纵横捭
阖 的智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精彩纷呈。
然而唐玄宗善始却不能善终，“安史之乱”的爆发，终于结束了大唐帝国一百多年的强盛史，盛唐成
了 记忆中的光辉时代。
历史是一面魔镜，包纳过往的所有人与事。
但倘若认为过往等同于消 逝，那未免不贴切。
事实上，历史是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它默然不语，却 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无形的力量。
这就好比个人，他当下的性格、能力，无 不与过往的经历相关联，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走一切，而是
留下精神的印 记。
一个人曾经取得越多的成就，自信心就越加强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心 理现象。
一个国家同样受到这种心理规律的支配，我们搜寻历史，便是在 寻求一种力量。
现代成功学认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他心灵力量的强弱。
哈 尼尔曾这样说过：“在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必定已经‘是’什么了。
我们只能‘做’到我们所‘是’的程度。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引申到 国家，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在于有一颗
雄 心。
有了雄心，一切困难就不成其为困难，就如古人所说：“天下事有难 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
为，则易者亦难矣。
” 大国并不总是强国，就像晚清时的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可是 不过就是被列强宰割的大肥
肉罢了。
当然，晚清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 欧美。
可是我们也发现，在历史上，并非先进文明总能战胜落后文明。
古 罗马毁于蛮族之手，南宋灭于蒙古之手，这都是例子，可见器物进步、经 济领先、文明发达并不
一定能保证国家安全，失去了雄心，就失去了斗志。
就像南宋，经济其实不错，学术也很发达，科技水平也高，当时发明的 武器也很多，可是朝廷只是苟
且偷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没有雄心，最后只有灭亡。
大国雄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统治者得有雄心。
要是政策的 制定者只是鼠目寸光，那肯定没戏；其二，国民要有发扬蹈厉的精神。
我 注意到一个细节，汉代的伟人们在唐代是备受推崇的，唐代的诗歌、散文 包括墓志铭里，都充满
歌颂汉代伟人的词句，像卫青、霍去病、张骞、班 超、马援等人，那是唐人的榜样。
可是唐代的伟人们在后世却没有得到前 辈们的地位，王玄策在天竺的惊人勋绩，在后世默默无闻；大
英雄苏定方 在小说里成了反面人物；第一次打败日本人的刘仁轨，知名度也不高，后 世也没什么人
写诗歌来颂扬他。
这主要原因在于汉以后还有唐，唐以后就 没有相媲美的朝代了。
当然，我认为一个新的中兴时代就要到来，所以我 先做点歌颂唐代伟人的活。
《大唐帝国的扩张》以扩张史为视角来写两个强盛王朝的历史，这是 一种全新的尝试，借此来表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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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文化中刚健雄强的一面。
有人会说，现在世界潮流是和平对话，不能再说扩张了。
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我 认为扩张的形式会有别于古代，不再以领土的扩张为主，取而代之的是势 
力的扩张、影响力的扩张。
有人要用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我们需不需要 去突破？
需不需要把海上力量扩张到蓝海深处？
有人要在印度洋上充当海 盗，杀人越货，我们要不要派海军去那里巡逻？
有人要抢钓鱼岛，我们要 不要有一种“犯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无畏气概呢？
要不要有凛然不可犯 的大国雄心呢？
本书从写作到定稿，历时四载，三易其稿，殊为不易，终得顺利完成 并付梓。
在这里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与理解，因为写书在很多人看来是不 务正业。
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刘春雨女士，她极其严谨认真，并指正书中 若干错误。
同时，我也感谢许多素未谋面的网友，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与 热情的鼓励，给了我莫大地帮助。
醉罢君山 记于201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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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醉罢君山所著的《大唐帝国的扩张(第2部帝国雄途)》是一部讲述唐代开拓进取的历史。
唐是中国历史上国力空前强盛、疆域空前辽阔的王朝。

大唐帝国战功赫赫，自开国始便积极进取，以钢铁般的意志，打垮一个又一个对手：在北方，廓清漠
北，使中国声威远达北西伯利亚；在东方，征服朝鲜，并在白江口海战中大败日本海军；在西北，降
服西突厥，使得西域在汉之后又一次回归中国；在中亚与南亚，大破中天竺、远征小勃律、大勃律，
战胜阿拉伯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唐帝国的扩张（第2部）>>

书籍目录

第2部
序
第一章  叛乱时代
第二章  帝国熊途
第三章  过渡时代
第四章  日落大草原
第五章  西线争夺
第六章  决战中亚
第七章  盛唐终结
大事年纪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唐帝国的扩张（第2部）>>

章节摘录

　　一、三箭定天山：铁勒九姓之变　　七世纪五十年代，大唐帝国频频对西北用兵，先后三次西征
，终于生 擒阿 史那贺鲁，降服西突厥，到六十年代初，大唐势力直达波斯，威震中亚。
先秦名学家惠施曾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 当日在中天时，其下沉之因素也悄悄地积累。
过速的扩张，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西域铁勒族思结部落率先叛变。
思结部落的大 首 领都曼，秘密联络西域的疏勒、朱俱波、谒般陀等国，一同起兵，攻打于 阗国。
唐朝廷对此相当重视，派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全权负责。
苏 定方统率大军抵达业叶水，离思结部落大本营马头川有三百里的距离。
苏定方依然采用破西突厥时的战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击，攻 其无 备。
他精挑三千名骑兵为先锋，以超强度的行军速度，一昼夜行进三百里，于 次日凌晨抵达思结大军驻地
。
在三千骑兵出发的同时，一万名步兵作为后 续部 队也即刻开拔启程。
叛军首领都曼对苏定方快速反应部队的神速进军大为吃惊，想趁其远 道劳 顿而先发制人，便开城门
迎战，两军在城外大战一番，行进一昼夜的大唐 骑兵 仍然击败了都曼的骑兵。
都曼退回城内，据城自守。
唐军后援部队陆续赶到，将敌城团团围困。
苏定方派人进城与都曼谈 判，表示只要放下武器投降，可以确保其性命无虞。
都曼考虑了半天，苏定方 用兵 如神，令他大开眼界，想要反败为胜也是不太可能，便同意向苏定方
投降。
这场叛乱，由于苏定方处理有方，很快便得以平息。
但是受到西域思 结部 落叛变的影响，北方的多个铁勒部落也相继爆发反叛，包括北方思结部落（卢 
山都督府）、拔野古部落（幽陵都督府）、仆骨部落（金微都督府）、同罗部落 （龟林都护府）等共
同起兵反唐。
660年，唐帝国任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军讨伐这四个反叛的部落。
这 次战争的经过，史书记载非常简略，只说到郑仁泰与铁勒四部落会战三次，三 战三捷，杀其酋长
，追击一百余里，然后班师回朝。
很显然，这次大唐对铁勒四部落的打击是很不彻底的。
虽然四部落受 到重 创，但是叛变仍在继续。
第二年（661年），铁勒族中最强大的回纥部落（瀚海都督府）大首领婆闰 去世。
婆闰是苏定方西征阿史那贺鲁时的副帅，无疑他与大唐的关系相当 友好。
婆闰去世后，其侄儿比粟毒当上回纥大首领，他与婆闰所持的立场完全不 同，回纥走上与大唐帝国对
抗的道路。
比粟毒暗中串通同罗部落以及仆骨部落，共同发兵，南下侵犯大唐本 土。
唐高宗此时才翻然省悟，这十二年来，他东征西讨，使帝国声威远扬，然 而危机却发生在北方。
这是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正是帝国的东征西 讨，给北方铁勒诸部落有机可乘。
在去年远征铁勒四部落中三战三捷的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仍然被指定 为远 征军统帅，出任铁勒道行
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 为副 帅；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
将军孙仁师为其副手。
唐帝国北征的消息一传出，铁勒诸部落大为惊骇。
包括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多滥葛在内的九大部落，即铁勒九 姓，
全部反叛，齐心协力，对抗大唐远征军，共纠集了十余万的兵力，这绝对 不是 一个小数目。
龙朔二年（662年）三月，远征军进抵天山（此天山非西北之天山，乃是 现蒙古杭爱山），铁勒九部
十万大军严阵以待，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
北方在三月和风中洋溢着晚春的气息，此时天山脚下已是绿草茵茵，天上 白云飘飘，对于游牧民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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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个好季节，可是对于铁勒九姓的骑兵 们来 说，这是个灾难的季节。
看来铁勒人还是采取比较传统的作战方式，他们派出几十名勇士，前 来叫 阵，向唐军挑战。
这种挑战的方法，在春秋战国时代也经常使用，挑战胜 利的 一方，在士气、心理上将会有压倒性的
优势。
敌人前来叫阵，倘若不应战，岂不是灭了自己的威风，长了他人的士 气？
远征军副统帅薛仁贵浑身是胆、智勇双全，他一拍大腿道：“来得好，老 子正 好去会会他们。
”说罢拉来自己的战马，将箭袋往马背上一搭，翻身上马，奔 出营外。
铁勒勇士这次将看到真正的高手。
这里先插一个小故事。
在大军出发之前，唐高宗在内殿盛情宴请了薛仁贵等将领一行人，酒 过三 巡，唐高宗兴致很高，对
薛仁贵说：“爱卿你箭法高超，我听说古代善射 者曾经 射穿七层坚甲，你就试试吧，看能不能射穿
五层。
” 唐高宗所说的古代善射者，是春秋时期楚国最出色的两位射手，潘党 与养 由基。
在晋楚鄢陵之战前，潘党与养由基进行了一场巅峰对决，潘党先出 手，射穿七层坚甲，养由基沉着冷
静，也同样一箭洞穿七层坚甲。
虽然两人在 这次 比赛中平分秋色，但是养由基的知名度要比潘党大得多，他的名字几乎成 了神 射手
的代名词，可称之为箭神。
中国人有迷信古人的传统，所以唐高宗知 道薛 仁贵骁勇，却总以为赶不上古代名将养由基，故而说
出来的话，未免伤着 了薛 仁贵的自尊心。
薛仁贵二话没说，他操起一把强弓，唐高宗命人挂起七层铠甲作为箭 靶子。
薛仁贵搭箭上弓，“嗖——”的一箭，箭从第一层铠甲入，从第七层铠甲 出。
“好箭法，好神力！
”在座各位一片喝彩。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怎见 得今天 不如古人呢？
薛仁贵向唐高宗证明，养由基也是人，不是神，他薛仁贵也 是可 以超越前人的。
回过头来说薛仁贵面对铁勒数十名勇士的挑战，他翻身上马，驰出军 营外，与铁勒勇士交手。
薛仁贵所使用的强弓，射程远，加上他天生神力，具有 一箭 射穿七层铠甲的实力，于是他拉箭瞄准
其中一名铁勒勇士，“嗖——”的 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其胸，铁勒勇士当即落马身亡。
铁勒勇士们目瞪口呆，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第二支箭又飞袭过来，第二 名勇士应声倒下；紧接着，
又是一支箭，速度太快，力道太强，铁勒勇士 刚想 躲避时，无奈箭速太快了，又是一箭贯穿胸背。
连续三箭，射杀三名铁勒勇士！
太令人不可思议了，铁勒勇士们惊呆 了。
在拜服强者的时代，铁勒其余勇士不得不翻身下拜，向薛仁贵请降。
但是薛仁贵所作所为，实在有失一名武士之风范，在数十名铁勒勇士 投降 后，薛仁贵竟然下令全体
坑杀。
铁勒各部派出的勇士挑战团被薛仁贵射死三人，其余坑杀，这对铁勒 人来 说，真是当头一棒，士气
为之一馁。
铁勒各部，有的退入天山，凭借天险 据守，有的则向北撤退，逃往漠北。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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