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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唐盛世今何在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山顶千门次第开，长安回望绣成堆。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古人诗词中的回望与惆怅，历史是千年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历史是侯门深宫里的政局风云、万
千变幻⋯⋯这样的历史，让人向往而陶醉。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深深的误解，认为历史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问，研读历史就是与一
堆毫无感情的年代符号和深奥难懂的古文字打交道。
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历史事实的罗列与陈述，而没有注意到历史背后那些生动的故
事。
其实，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有趣得多。
为了让读者能够真正地走进历史，体会到阅读历史的乐趣，我们特地策划出版了这个系列的丛书。
这套图书以新颖的视角、独特的形式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几个盛世王朝的兴衰荣辱。
本书则为大家讲述了大唐帝国的风雨历程，它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将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故事一幕
幕展现在读者面前。
隋朝末年，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天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各路英雄开始走上历史
的舞台。
一时间，“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家盗贼”现于中华大地。
隋朝灭亡之后，大家相互征伐，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他就是李渊。
李渊本是隋朝贵族，他趁着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起兵并很快进军长安，在关中立稳了脚跟。
之后，他的次子李世民与堂侄李孝恭分别平定了山西、河北、洛阳、江南、岭南等地的割据势力，使
天下重归一统。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并在不久后登上皇位。
他在位期间，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措施。
与此同时，他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疆土，并在少数民族中赢得很高的声誉，被尊称为“天可汗”。
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大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逝世后，他的儿子李治继承了皇位。
但李治性格软弱，于是武则天乘势而起，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治斗争，武则天逐渐掌握了唐王朝的最
高权力。
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自称“圣神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后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但政局却十分黑暗，特别是武则天晚年的时候。
最终，唐王室的大臣们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一代女皇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几经波折之后，皇位终于又回到了李家的手里。
公元712年，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继位，他就是唐玄宗。
唐玄宗登基之后，任用贤相，励精图治，纠正了武则天时期的一些错误，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
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开创了大唐王朝的巅峰——“开元盛世”。
然而盛世之下也潜藏着危机，唐玄宗晚年宠幸杨贵妃，荒废朝政，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这场动乱一直持续了8年才结束，严重破坏了北方的经济，同时也导致边防空虚，一些少数民族政权
纷纷自立，侵占唐王朝的疆土。
大唐的盛世景象早已一去不返。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陷入宦官乱政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之中。
尽管后期一些皇帝希望能够挽救唐王朝衰落的命运，也尝试着进行改革，但积重难返的唐王朝问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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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百姓们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黄巢起义后，唐王朝名存实亡，最终灭于朱温之手。
唐王朝的兴衰荣辱已经成为过去，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阅读历史最重要的还是“以古鉴今”。
历史的功能在于立足往事以预知未来，这是一种大智慧，也是读史的最高境界。
西方史学家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与交流。
”我们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过去历史进程中的兴盛
、衰败、复兴的奥秘，都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示。
读史能开阔我们的眼界和胸怀，增加我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信心，为我们前进的道路打开一盏明灯。
本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精心收录了四篇历史名家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让读者能更加详尽地了解大唐帝国的兴衰起伏。
前三篇文章节选自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
其中，《唐朝的初盛》重点讲述了唐太宗登基以后的对外关系，包括唐朝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征伐过程
以及唐朝与日本、朝鲜、南洋诸国的往来。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则重点介绍了唐朝的官制、教育、兵制、刑制、税制、学术、
门阀等七个方面，还特地追溯了各项制度或风气的历史渊源。
《唐朝的分裂和灭亡》则从藩镇和宦官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唐朝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原因。
最后一篇文章《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的作者是日本学者加藤繁，他在文
中详细阐述了唐宋时代庄园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这些文章，有的从细节处分析，有的进行宏观总结，皆细致入微、见解独到，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至
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吕思勉先生主要生活在民国时期，因此他在文中多采用民国纪元法，为方便读者
查阅，编者已在每个年代后面标注出相应的西元纪年。
恐读者不明，特此提出。
2书中设计了一系列彩色鉴赏插页，共分为九大主题，可看成是对文章的延伸阅读。
其中有对帝都风貌的精彩描绘，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解读，也有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内
容。
每一个专题都经过精心设计，图文结合，内容丰富而有趣，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感受。
3本书创造了一个与文字紧密配合的图表体系，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体会到审美的愉悦。
书中收入二百余幅精美的图片，包括人物画像、文物照片、传世名画、行军地图等等；另有四十余个
细致的表格，比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重要事件的发展过程等。
这些图片和表格能给读者带来更直观、更生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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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最强盛王朝的盛衰，重现“天可汗”的盛世荣耀。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大唐风云》讲述了从618年李渊开国建唐，到907年朱温篡唐建梁近300年的历史。
其中包括了唐统一之战，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武则天称帝、韦武之乱、“开元盛世”、“安
史之乱”、宦官乱政与藩镇割据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读者把握唐朝的历史脉络。
第二部分《名家论史》精选了8篇历史名家的学术论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再一次
全方位解读大唐王朝。
全书纵横交错，内容丰富，带领读者走进一个生动而立体的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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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楠
　　1963年生，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先后在多所高校历史系任教。
出版有学术专著2部，参与合著各类学术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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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李承乾从小就很聪明，深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
武德三年（620年），祖父李渊封仅有1岁的他为恒山王。
武德九年（626元）父亲即位之后，册立他为太子，这时，他只有8岁。
贞观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渊去世，唐太宗李世民守孝，下旨太子监国，初次把朝政交给年仅17岁
的李承乾。
唐太宗守了一个半月的孝，李承乾就处理了一个半月的朝政。
在这一个半月中，太子表现得很好，他遇事果断，能够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赢得朝中大臣的称赞，也令唐太宗感到满意。
从此以后，唐太宗就对太子李承乾放下心来，每次离开长安，都让太子监国。
 一直以来，唐太宗对太子很信任，太子的地位也很稳固，但不幸的是，太子患上了足疾。
关于太子的足疾是怎样患上的，我们并不清楚，史书上也只是简略地说“足疾”，查阅不到更详尽的
资料。
总之，由于患足疾，太子的行走就不是很方便，除非不得不外出，比如上朝议政，太子大多数时间都
待在东宫，很少四处走动。
从这以后，唐太宗开始日益表现出对四子李泰的偏爱。
 按照唐朝的规定，每个皇子成年，都要到地方上做官进行历练。
可是，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把别的成年皇子都派到外地任职，唯独舍不得魏王，把他留在了长
安。
由于魏王喜好文学，同年，唐太宗还下令在魏王府中设置文学馆，任由魏王招揽学士。
 贞观十二年（638年），李泰上书请求编撰一本地理书——《括地志》，得到唐太宗的批准，并在四
年后完成。
 贞观十三年（639年），朝廷中有一些大臣表现得对魏王无礼 ，唐太宗说：“人生之事难以预料，假
如有一天太子不行了，别的皇子难道不能成为新的储君吗？
你们怎么能随便轻视呢？
”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巡幸魏王府第，赦免了魏王辖地雍州的死囚，还对其左右侍臣进行
了赏赐。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有意让魏王李泰迁入离他较近的武德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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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
　　——柏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中枢。
⋯⋯一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
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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