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讲  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三、短促的五代十国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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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西北， 

两大军事集团： 

“骁将銳士、善

马精金，空于京

师，萃于二统”

（《通典》） 

（吉木萨尔）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1、渔阳鼙鼓动地来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
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
轧荦山神，应而生焉。 
    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
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 
    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 
 

“东北二虏， 

借其镇遏。”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1、渔阳鼙鼓动地来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 

        安禄山出身粟特，自称为“光明之

神”的化身，利用宗教力量团聚粟特胡

众、号召民众。 

轧荦山、禄山,roxšan, 光明，战斗神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
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無顔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
嬌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髩花顔金步揺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
朝承歡侍宴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宫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
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宫高
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乗萬騎西南行翠華揺揺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黄埃散漫
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劒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
情行宫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膓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
見玉顔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栁芙蓉如
面栁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宫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
不掃棃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别經年魂魄不曽來入夢臨卭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敎方士殷勤覔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
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虚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
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扣玉扄轉敎小玉報雙成聞
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
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欄杆棃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
君王一别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歇蓬萊宫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黄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
人間㑹相見臨别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
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 

 ——白居易《长恨歌》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2、渔阳鼙鼓动地来 



•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
山、史思明范阳起兵。 

• 次年正月，安禄山于洛阳称帝，
国号“大燕”。 

• 六月，叛军攻破潼关，占领长
安；唐玄宗西逃至马嵬驿，兵 

   士哗变。 

• 七月，玄宗入蜀，抵成都。十 

   二日，唐肃宗于灵武即位，尊
玄宗为上皇天帝，年号至德。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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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 

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 

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 

颜真卿·杲卿、张巡、许远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1、渔阳鼙鼓动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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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形势图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1、渔阳鼙鼓动地来 

唐代的箭簇与铁甲片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为子安    
  庆绪所杀。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 
  月，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退守邺城。 
 
▲乾元元年（758）九月， 郭子仪、李 
  光弼等九节度60万军围攻邺城，唐军 
  不设主帅，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 
  使予以节制。半年不克。 
 
▲次年三月，史思明援救安庆绪，一战 
  击溃九节度。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 
  “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 
  朝义所杀。 
 
▲代宗广德元年（763），史朝义兵败自 
  杀，安史之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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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五○《兵志》： 

    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

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

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

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

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

谓之“姑息之政”。。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2、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地方割据势力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反叛。 

藩镇林立形势的出现：平叛将领、安史降部 

         



藩镇割据形势图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2、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列传序》：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 
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 
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 
卒不为王土。 
 
●《新唐书》卷二一二《李怀仙传》： 
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2、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成德、魏博、卢龙诸节度）收安史餘黨，各擁勁

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 

……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

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

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 《宋史·尹源传》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3、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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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区:“河朔三镇” 
与中央对立，长期割据：“虽名藩臣，
羁縻而已。” 

东南地区 中央直接控制，为唐后期立国之根本。 

中原、西南、西北地区 
中间状态。依附和游离双重色彩。与中
央存在摩擦，尚未达到割据程度。 



一、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3、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藩镇割据 

的 

社会基础 

    藩镇军队主要来自破产农民或无业流民，一旦挂

名军籍即全家随军，依赖粮饷赏赐维持生计，父终子

继，世袭从军，形成新型的职业雇佣兵集团。  

节镇牙兵 

（衙兵） 

    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
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
禁，……变易主帅，事同儿戏。 

                     —— 《旧唐书·罗弘信传》 

节度使赖牙兵之力强制一方，而终亦为之所制。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一）藩镇割据与元和中兴 

 

（二）南衙北司之争 

 

（三）牛李党争 



德宗削藩的尝试： 
 

●建中二年至次年十一月，“四镇之乱”。 
  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 
 
●建中三年十一月至贞元二年四月， 
“二帝四王之乱”。 
  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  
  李希烈、朱泚 
  泾卒之乱，李怀光之乱 
 
●兴元元年正月，《奉天改元大赦制》           
  五月，神策军将领李晟克复长安。 
 
▲削藩战争平息，削藩意图受挫，德宗对河北 
  藩镇仍采取姑息政策。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1、藩镇割据与元和中兴 

建中 

780－783 

兴元 

784 

贞元 

785－805 



德宗削藩的尝试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1、藩镇割据与元和中兴 

加强中央禁军 

  众分节度（内地强藩） 
  加强中央禁军建设： 
     贞元十二年（796）设立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由 

     宦官担任。神策军达15万人左右，待遇优厚，战     

     斗力较强。从神策军中成长出一批军事人才。 

整顿财政经济 

  积极扩大税源： 
  实行“两税法” 
    “两税三分”：上供、送使、留州； 
  加强对江淮财赋的督运； 
  榷盐、酒、茶。工商杂税的数额和比例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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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806～820年） 

▲元和元年（806），平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 
▲元和二年，平浙西镇海军节度使李锜叛乱。 
▲元和十年（815）至十二年，平淮西。 
▲元和十四（819）年，平淄青。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1、藩镇割据与元和中兴 

李吉甫、裴度： 

        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
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
不可中止！ 

李愬雪夜下蔡州 
《资治通鉴》卷二四○ 



    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

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1、藩镇割据与元和中兴 

唐代赤金龙 

——“中兴”虽然短暂，但唐朝中央的实际     

        控制区域有所扩大。 

 

▲元和末年，河北强藩纷纷表示归附朝廷、放弃割据， 

    申报管内户籍，请朝廷置官吏，并纳租税。  

▲穆宗长庆元年（821），“河朔再叛”。 



      向七十年，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閤门
守御，黄衣廪食而已。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
于德宗，极于昭宗 。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玄宗，高力士“每四方进呈，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 

肃宗， 李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  

代宗“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 “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

老    

             奴处置。” 

   代宗，程元振、鱼朝恩：“天下事有不由我乎！” 

德宗，霍仙鸣、窦文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后汉书·朱穆传》 

《旧唐书·杨复恭传》： 

        專典禁兵。既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政
事多訪於宰臣。……復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内訴
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
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 

宦官专权 



    哀帝    → 昭宗 

↓ 

武宗   ← 宣宗   ← 懿宗   ← 僖宗 

↓ 

文宗   → 敬宗   → 穆宗   → 宪宗 

      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者所立者七君。 
                             ——《新唐书》卷九《本纪九》 

 唐代宦官专权的特点：宦官直接威胁皇权，掌握皇帝废立。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内：掌禁军、掌枢密 

外：监军 

    臣光曰：……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

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置婴儿，东

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之世者也。所以

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

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

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

密。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唐代宦官之祸”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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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1、宦官专兵 

    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设立

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以宦官窦文

场、霍仙鸣分任，统率神策军。自

此，宦官掌禁军成为定制。 

2、宦官参掌机要 

    代宗永泰二年（766），设枢密

使，由宦官担任。职掌本为在皇帝

和宰相之间传递文书，因为接近皇

帝，逐渐参预政事。 

唐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基础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四贵”： 

左右枢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 



●唐顺宗，贞元廿一年（805） 

   “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事件】 

   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 

   罢宫市，以武将统神策军。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  

  “甘露之变” 

  【宋申锡；李训、郑注vs.仇士良、鱼弘志】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     

  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   

  草芥。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南衙北司之争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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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827） 
                         白居易 

               ……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再逰玄都观 

             余贞元二十一年（805）为屯田员外
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
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
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
前篇以志之，并引一时事。旋又出牧，
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
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
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
和二年（828）三月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浄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元和十一年（816）自朗州承召
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酬乐天扬州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772～842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2、南衙北司之争 



二、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3、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 

          唐穆宗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以朋党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官僚士大夫们因为出身、政见的差别以及个人

恩怨的关系，围绕着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各

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历穆、敬、文、

武、宣五朝。         

       朋党之争是唐后期政治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 

去
河
北
贼
易
，
去
朝
廷
朋
党
难
。 



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学界意见分歧： 

    ●出身背景？（山东士族门阀，庶族进士新贵） 

        ●政见？（强化皇权，姑息维持） 

        ●文化传统？（礼法门风，辞章文采） 

三、唐朝后期的政治困扰                                    3、朋党之争 

 

        唐之朋党，始于牛僧孺、李宗闵对策，而成于钱徽之贬，皆
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穆宗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

士无公论，爵赏僭滥，刑罚放纷。士之附会者不入于牛则入于李，
不忧国家之不治，而唯恐其党之不进也。……汉之党尚风节，故

政乱于上而俗清于下，及其亡也，人犹畏义而有不为。唐之党趋
势利，势穷利尽而止，故其衰季，士无操行，不足称也。 
                                                                    ——范祖禹《唐鉴》卷十 

“牛李党争”  
牛僧孺、李宗闵vs.李德裕 



三、短促的五代十国 

（一）唐朝的覆亡(略） 

（二）五代更迭 

（三）十国分立 

（四）走向统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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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简表 

政权 

 
创建者 年代 

 

都城 

 
后梁 

 

朱温 

 

907-923 

 

开封 

 
后唐 
 

李存勗 

 

923-937 

 

洛阳 

 
后晋 

 

石敬瑭 

 

936-947 

 

开封 

 
后汉 

 

刘知远 

 

947-951 
 

开封 
 

后周 
 

郭威 
 

951-960 
 

开封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
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 

                      ——欧阳修《新五代史·义儿传》 

    

沙
陀 

三、五代十国                                              2、五代更迭 



统一北方 

三、五代十国                                              2、五代更迭 



 幽蓟（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华北地区从此失去长城、

燕山屏障，无险可守，同时为北方民族南下开了方便之门。 

  （契丹）耶律德光

册石敬瑭为“大晋皇
帝”，双方约为父子
之国。 

    晋割幽州管内及
新、武、云、应、朔
州之地以赂之，仍每
岁许输帛三十万。 

 

     《旧五代史·外国传》 

后晋 

三、五代十国                                              2、五代更迭 



欧阳修《新五代史·一行传》：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而搢紳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無復亷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
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

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

“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之

耳！”府廨有幡竿髙數十尺，嘗

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

上龍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

以是益自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當是時，天下大亂，外患交侵，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

“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

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

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

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

以謂與孔子同夀。 

              

                  《新五代史》卷五四 

三、五代十国                                              2、五代更迭 

“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 



十国简表 

       政权 

 

  创建者 

 

   年代 

 

  都城 

 

前蜀 

 

王建 

 

891-925 

 

成都 

 

后蜀 

 

孟知祥 

 

926-965 

 

成都 

 

吴 

 

杨行密 

 

892-937 

 

扬州 

 

南唐 

 

李昪 

 

937-976 

 

金陵 

 

吴越 

 

钱鏐 

 

893-978 

 

杭州 

 

闽 

 

王潮、王审知 

 
893-945 

 

福州、建州 

 

楚 

 

马殷 

 

896-951 

 

长沙 

 

南汉 

 

刘隐、刘岩 

 

905-971 

 

番禺 

 

南平 

 

高季兴 

 

907-963 

 

江陵 

 

北汉 

 

刘崇 

 

951-979 

 

太原 

 王建墓文官像 

三、五代十国                                             3、十国分立 



休养生息 

    吴奠基者杨行密在取得淮南后，“乃招合遗

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 

    闽帝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

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

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第一》  

 

    楚帝马殷“退修兵农” 。 

           ——《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 

 

 《太平寰宇记》载五代十国时全国新置59县，

其中绝大部分在南方。 

 北宋统一南北，于后周、北汉地区得户百万，

而在南方得230余万。  

三、五代十国                                             3、十国分立 

前蜀王建坐像 



南
唐 

吴
越 

——李煜《虞美人》 

 

一、五代十国                                            3、十国分立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禁军与藩镇： 

尝考五代之际，政治上之大患有二： 
曰腹心之患，即禁兵； 
曰肢体之患，即藩镇。  

                    ——聂崇岐 
整顿禁军： 

      整肃军纪 

      调整设置：马步军侍卫司、殿前司 

控制藩镇的措施： 

移易镇帅 

分割藩镇地盘 

降节度州为防御州、刺史州  

 

“五代为国，兴亡以兵” ：兵制的整顿  

三、五代十国                                              4、走向统一 

聂崇岐《宋史丛考》 



（959－960） （954－959） （951－954） 

恭帝柴宗训 －－ 世宗柴荣 －－ 太祖郭威 

后周的改革与统一趋势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减少游食，鼓励农耕  
 
    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
致功力。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三》 
 
    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
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旧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书·世宗纪二》 

三武一宗 

“法难” 

●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 

●唐武宗 

●周世宗 

三、五代十国                                               4、走向统一 



澄清吏治 
    严惩贪暴不法官吏。  

    禁止地方军将干政。 

  后周的改革 

三、五代十国                                              4、走向统一 

广顺三年（953）诏： 

        其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

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专切提撕，

如所职疏遗，各行按责，其州府不得差监征军将下县。  

                                                ——《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四》 

周世宗柴荣 



    穀为人厚重刚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谈论，
议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诣理，辞气明畅，人
主为之耸听。……与韩熙载善。熙载将南渡，
密告穀曰：“若江东相我，我当长驱以定中
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
中物耳。”穀后果如其言。 
        ——《宋史》卷二六二《李穀传》 

韩
熙
载
夜
宴
图 

三、五代十国                                               4、走向统一 



北汉 

三、五代十国                                               4、走向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