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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块“阵地”。 自古及今，战争直接影响百姓安
宁，国家盛衰。而京畿地区的安全稳定，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意义。关内道是唐代都城和京
畿所在之地，是国家军防部署的中心区域。本文对关内道及其周边地区各种地理因素与战争的关系、
及其对唐朝战备和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述论。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唐朝
盛衰的历史过程，并可对一些相关问题(如民族关系、唐朝财经政策变化等)作出更科学的评价。 本文
分为上、下篇。上篇对冷兵器时代军事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下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关
内道各地形区域的地理面貌、军事交通及攻守进退的战争历程等，对唐代军防部署(以关内道为重点)
的地缘战略思想和时空过程作了述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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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骑兵理论的引入时这本书出彩的地方，军事地理的评述相对中正，但是对自然地理的引述做的不
具体，很多地方可以引资料的，被作者含糊过去了，很多地方可以继续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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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攻防关键 在 大非川 战役 。原先是 名将 苏定方 的防区， 老帅年逾古稀， 换   刘仁轨  ， 刘仁轨 受
不了  朝中  聒噪 ，撂挑子不干。换名将  薛仁贵 ，  副手（官二代）自作聪明违令，5万精锐骑兵 覆没
。 此为薛平生唯一败绩， 非薛之过失 。。 薛郁闷 。原本应该由薛仁贵继续负责此地防务，估计是几
方都不爽，薛也不爽，高宗也不爽。 僵着，从薛仁贵传记来看，晚年才出过一把力 。这股气憋了好
久。。。主角来了： 李敬玄   刘审礼（工部尚书）  18万  兵败自此 ，唐军 50年不败的神话 破灭了 、。
、。。。《新唐书 列传31》刘仁轨西讨吐蕃，有所建请，敬玄数持异，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镇守非敬
玄不可。敬玄辞以非将帅才，且仁轨逞憾，故强臣以不能。帝厌之，因曰：“仁轨若须朕，朕且行，
卿安得辞？”乃拜洮河道大总管，兼镇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统兵十八万，代仁轨。与吐蕃将论钦
陵战青海，使刘审礼为先锋，麈虏，敬玄按军自如，审礼战殁，尚首鼠不进，乃顿承风岭，又阴沟淖
，莫能前，贼屯高压其营。偏将黑齿常之率死士夜击贼，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战湟川，遂大败。数称
疾求罢归，许之。既入见，不引谢，即还府视事。帝察实不病，贬衡州刺史。久之，迁扬州长史。卒
官，赠兖州都督，谥曰文宪。撰次《礼论》及它书数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老李 损 刘仁轨 ，
刘仁轨回敬， 那就你来呗 ”非敬玄不可“  。。唐高宗也是想 恶搞下 这些 文官，很严肃的派他去了
。。。18万 败了，玩大发了， 高宗 是 怒火无处发 。   李敬玄啊 ，读书人啊。 。。。。言归正传： 薛
仁贵没想到 坑 在自己人这边 高宗用人 很厉害  ， 偶尔恶搞一下， 没想到 恶搞不成 ，搞砸了。。。此
次失败 23万兵力 耗损， 战马损失 不下 8-10万。 元气大伤，一系列连锁反应  。书中 均阐述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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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的笔记-第3页

        在冷兵器时代，自然地理因素对于战争的影响，壁纸现代战争，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古代战争
的“一举一动”，都无法超越自然地形的限制。从具体的军事行动观察，“地形要素”是战斗情况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一场战斗的胜败。而“地理要素”是古代兵家形成战争指导思想与军方
部署的“战略要素”之一。对此二者极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与研究，必须同样重视，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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