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讲、唐朝的建立及唐前期的
统   治

 教学目的：了解唐代建立及统一的意
义。

 教学重点：唐朝的建立与统一战争，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与开元盛
世。

 教学难点：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
宗与开元盛世。

 教学时数：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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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引起了封建社会内部政治、军事、
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募兵制的发展，两税法的产生，以及对
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所引起的深刻影响，都说明从唐中叶开始中国封建
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代后期
的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和藩镇割据削弱着它的统治。唐末农民大起义极
大地动摇了唐后期的腐朽统治。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标志着新的分裂
割据时代的出现。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隋唐时
期的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



  

 一、李唐的先世与晋阳起兵

 二、唐朝建立

 三、唐朝的统一战争

 四、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五、从永徽到开元



  

一、李唐的先世与晋阳起兵

       隋末农民战争
爆发后，一些贵族、地
主和隋朝的地方军官，
也纷纷打起反隋的旗号
，举行武装起义，建立
割据政权。 617 年（大
业十三年），炀帝任命
李渊为太原留守。 5 月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
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
副监裴寂等人的支持下
，以“通突厥”的罪名
杀掉王威、高君雅，于
晋阳城（山西太原市）
起兵反隋，史称晋阳起
兵。

晋阳古城遗址



  

二、唐朝建立

        617 年 6 月，
李渊与其子建成、
世民率兵三万起于
晋阳， 10 月，李
渊到达长安附近，
隋将阴世师、滑仪
等挟代王侑顽抗，
拒不投降。 11 月
，李渊攻占长安。
立隋代王侑为傀儡
皇帝，自为大丞相
，进封唐王，掌握
实权。 618 年 3 月
，隋炀帝死。李渊
废侑自立，国号唐
，仍都长安。



  

李世民

 李渊



  

三、唐朝的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后，其他义军的力量仍然很强大，摆在唐统治者面前的
是一个有待统一的局面。李渊把矛头对准各地的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
619 年（武德二年）， 620 年 7 月，李世民率军出关东进，攻打东都的
王世充。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建德答应王世充的请求，于 621 年 2 月
，亲率夏军主力十余万向李世民猛扑。李世民采用围洛打援的战略， 5
月，待夏军疲倦松懈之机，突然发动进攻，在虎牢关（河南荥阳汜水西
关）附近打败夏军。窦建德被俘，河北起义军瓦解。接着，李世民又指
挥军队围攻洛阳。王世充被迫向李世民投降。唐军占领东都。秦王李世
民等在镇压各地起义军的同时，还先后消灭了薛仁杲、李轨、刘武周、
宋金刚、萧铣等割据势力。其中对薛仁杲和宋金刚的战斗尤其激
烈。 618 年 8 月，李世民统率唐军同西秦霸王薛仁杲作战，相持六十多
天，最终击败西秦 ,平定陇西。 619 年，盘踞山西北部的刘武周与宋金
刚联合，南攻晋阳等地。李世民亲率大军于 11 月自龙门乘坚冰过河，
与宋金刚对峙。 620 年 4 月，待宋军粮尽计穷、向北撤退之时，李世民
挥军猛追，在介休（今属山西）决战，大获全胜。 628 年（贞观二年）
，又消灭割据陕北的梁师都，统一了全国。



  

 “昭陵六骏”是原置於昭陵
唐太宗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
六幅浮雕石刻。六骏，指唐
太宗在统一中国战争中骑乘
作战的六匹骏马第一骏名
叫“特勒（勤）骠”，为李
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第
二骏名叫“青骓”，为李世
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第三
骏名叫“什伐赤”．是李世
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
、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第
四骏名叫“飒露紫”，为李
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
所乘。第五骏名叫“拳毛騧
”，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
所乘。 第六骏名叫“白蹄
乌”，为李世民平定薛仁杲
时所乘．  

王世充

http://baike.baidu.com/view/62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909.htm


  

四、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 1 ）玄武门之变

           随着统一目标的实现，统治阶级内部
的矛盾激化，导致“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武
德九年（ 627 ）六月四日，秦王集团中的尉迟
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遵照
秦王李世民的安排，率兵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
是日清晨，建成、元吉骑马至临湖殿，被李世
民率伏兵杀死。史称“玄武门之变”。玄武门
之变后，李世民做了皇太子。同年 8 月，李渊
被迫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次
年改元贞观。从此，唐朝兴旺起来。

http://heritage.news.tom.com/Archive/2000/10/11-135.html


  

唐大明宫玄武门复原图 

       “太宗亲执弓以射
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
弟，斯时也，穷凶极惨
，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
也。”
             ——王夫
之



  

四、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 2 ）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
，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
施：

 首先，高度重视农业，关心百姓疾苦。
唐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
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
不失时为本。”因此特别注意发展农
业生产。

 其次，改革田赋制度，促进生产发展。
曾亲自检查均田制的推行情况。根据
受自然灾害的不同程度减免租调力役
，在各州县设置义仓，以防水旱之灾
。

 第三，去奢、省费、减刑，缓和阶级
矛盾。唐太宗克制穷奢极侈的欲望，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减轻对农民的
剥削，以缓和阶级矛盾。为了节省开
支，减少行政费用，唐太宗还采取精
简机构、裁汰冗官。



  

             这些措施，不仅使他本人成
为一代明君，而且使社会秩序清平安定
，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繁荣昌
盛，国防力量日益强大，民族关系融洽
和睦，从而促成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为唐王朝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
矣。”

第四，开放关禁，促进经济发展。唐太宗潼
关以东沿河诸关，使关东、关西的物产得以
畅通无阻。
第五，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采
取了“降则抚之，判则讨之”。即用文治和
武功、招抚和征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国家
统一、版图完整的目的，从而促成“胡越一
家，自古未有”的和睦局面。
第六，举贤任能，兼听纳谏。唐太宗深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通鉴》卷一九
二），因而鼓励朝臣进谏。在他的倡导下，
大臣们都敢讲真话。除魏征、马周等人以敢
谏著称外，王珪、张玄素、岑文本、褚遂良
等先后向唐太宗进谏不下三十余人。



  

五、从永徽到开元              
                 （ 1）永徽
朝政与武则天的崛起• 贞观二十三年（ 649），

年仅五十周岁的唐太宗病逝
，李治继位，改元永徽，是
为唐高宗。唐高宗正式登基
之前，即以唐太宗遗诏形式
宣布停止征伐高丽的辽东之
役和一切土木工程，总体上
看，永徽之治是贞观之治的
继续。高宗多病，朝政把持
在皇后武则天的手中。武则
天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
这在制定政策、任免官吏和
处理阶级矛盾等方面都有充
分的表现。经济有了明显的
发展。文化得到振兴。



  

武则天墓



  

（ 2）中宗复政和韦后干政

• 武则天死后，大臣拥中宗复位，复国号
为唐，也恢复了唐高宗末年永淳以后的
制度，史控制了朝政。景龙元年六月，
中宗被韦后，安乐公主所杀。



    

（（ 33）玄宗继位与开元之治）玄宗继位与开元之治

• 玄宗继位：玄宗继位： 710710年（李隆基便与姑母太平年（李隆基便与姑母太平
公主联合，策动羽林军攻入玄武门，杀死公主联合，策动羽林军攻入玄武门，杀死
韦后、安乐公主、上官昭容及其党羽，复韦后、安乐公主、上官昭容及其党羽，复
立睿宗李旦为皇帝。睿宗即位后，李隆基立睿宗李旦为皇帝。睿宗即位后，李隆基
为皇太子。为皇太子。 712712年（延和元年）年（延和元年） 77月，睿月，睿
宗退位，李隆基即皇帝位，史称唐玄宗。宗退位，李隆基即皇帝位，史称唐玄宗。



    

• 开元之治开元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 712—712—
756756），其统治可分开元（），其统治可分开元（ 713—741713—741）和天宝（ ）和天宝（ 
742—756742—756）前后两个时期。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前后两个时期。唐玄宗在开元年间，
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开元年间，他先后在宰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开元年间，他先后在宰
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协助下，针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协助下，针
对中宗、睿宗时的弊政，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裁对中宗、睿宗时的弊政，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裁
汰冗官、擢拔贤才、打击豪强、抵制食封、兴修汰冗官、擢拔贤才、打击豪强、抵制食封、兴修
水利、发展农业、压抑佛教、禁造佛寺。到开元水利、发展农业、压抑佛教、禁造佛寺。到开元
年间，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唐朝年间，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唐朝
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成为唐代最繁盛时期。史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成为唐代最繁盛时期。史
家誉之为“开元盛世”。家誉之为“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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