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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
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
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
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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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碧妍，女，上海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从事
唐代政治史、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论文曾先后发表于《学术月刊》、《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
》等学术刊物。

Page 3



《危机与重构》

书籍目录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第一节  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第二节 元帅的时代
第三节 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
第四节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
小结
第二章  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
第一节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
第二节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
第三节  东大门的空间塑造
第四节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
小结
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第一节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
第二节  后安禄山时代的叛军
第三节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
第四节  帝国的东北地区
小结
第四章 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
第一节  永王东行的图景
第二节  刘展之乱的真相
第三节 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
第四节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
小结
代结语  藩镇时代的意义
附 录
后记

Page 4



《危机与重构》

精彩短评

1、开篇第一节引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忠义中”传赞：“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
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15页把引文中“咨巡等雄挺”的“咨”误释为“咨询”，不知这里“咨”是“嗟叹”之意。33-34页
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路线未经应天府为由，断定“这段引起我们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
虚乌有”。这里作者弄错了事件。引文中“东巡”指的不是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而是大中祥符七
年东巡亳州，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真宗这次东巡途中路过应天府时亲临张许庙，后来还
作了“双庙赞”，见汪藻《浮溪集》卷二“湖州奏乞修鲁公祠并赐额状”、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二
、卷一百。引文所谓“著金石刻赞明厥忠”即指此御制双庙赞而言。
2、明显比陆扬那本好
3、首尾略不相及。
4、严密周详
5、可惜河朔三镇没有出现像亳滑节度使令狐彰这样的“异类”
6、读过五代史和纲鉴的唐史部分后再读此书，梳理了安史之乱及其后的历史发展，了解了五代初各
势力间的关系，构建了清晰的空间意识。
7、中国史
8、相当详尽
9、原来导师是周振鹤
10、一本博士论文改编成的书籍。相当详实的史料和分析有助于帮助了解中唐以后的历史变化。
11、有述有論，如序所言：絕對不只是在同領域著作數量上增加。
12、复旦史地所的人好牛×，唐代藩镇其实很不好写，不少名家有过相关的论著。作者有其师之风啊
13、山川形便，犬牙相人。
14、读书72〔2016年第7〕:藩鎮研究的新視角，兼有学术研究和文化作品之美，“推理小说”的笔法亦
因服从服务于全書主旨而给人以既新奇又不觉突兀的阅读体验。可惜格局始终不能突破唐宋之變。
15、“虽然‘藩镇’一名本有‘诸侯’的含义，但就藩镇时代的唐廷与‘诸侯’观之，君主与贵族共
治的意味，正在向君主专制与地方平民社会崛起的方向发展。”当为此论浮一大白！
16、佩服这个博士，这本书有气象！坦坦的五星
17、严密厚实，利用地理重新对藩镇进行再审视，这点难见。而对江淮，河南，河北，关中地区藩镇
既有历史性回顾，又有个别藩镇的分析，以关键事件作切口，对藩镇兴衰作人物性格，历史，政治势
力与阶层状况的分析。主次分明，史料与中日学者成果之引用筛选实在厉害。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面对
藩镇割据状况主动进行布局重新建立中央权威的过程。伟哉陈寅恪。
18、对于“藩镇性格”的分析相当有启发意义
19、慕名而来读了这本博士论文，读得我一脸蒙圈，欲仙欲死又不明觉厉，好在代结语的总结梳理对
理解回顾还是颇有助益。文中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朝藩博弈中如何化
解危机，重塑政治军事结构的过程做了细致的阐述。鉴于我只读了个一知半解，也就不敢妄加评分。
20、
看了作者对于这本书写作历程的感想，很有感慨，也很感动，能够把一项研究从本科一直做到博士，
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幸福。支持一下！
21、抽丝剥茧
22、“我一个每天宅在书房挤论文、尚未踏足社会的小姑娘，却要洞悉一个唐朝最一流政治家的想法
，常常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三章之李德裕，四章之韩滉。如论史实诡谲、叙事繁复、驳辩往复
，三四章都应该更能吸引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可能因为一二章内容实是作者爬梳甚勤、创见甚多的
心血而前置吧。唯一遗憾，一本波澜壮阔的政治史著中，帝王、枢臣、雄藩和骄兵竟都面目漫漶，只
有最后一章里集文青、悍将与权相于一身的韩滉，让人无法直视其神妙书画了。
23、不敢妄评，十分佩服作者的功底
24、不是专业方向内的，不好妄议水平。不过，对行政地理的解读，我看过之后还是挺有感觉的。
25、视点
26、对史料的梳理相当细致，对相关史实的考证相当准确，研究路径也很值得借鉴，达到了很高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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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27、没怎么看注释，什么时候重读一遍。作者用一个新框架对既有研究做了一个汇整。
28、真给力，思路清楚，表述清晰。作者一开始就胸有沟壑的。
29、在宏观和微观角度都有详细的分析，对中唐从玄宗到宪宗阶段各个藩镇势力与朝廷的政治角力都
有详细的分析，因为文中有附图，所以推荐购买实体书，值得二到三刷的书
30、女神!
31、架构还是挺好的吧~虽然有的地方显得过于冗长⋯⋯嘛，很多篇幅都是坐地铁或者在睡前读的，
不得不说阅读体验还是很好的~
32、相当不错的隋唐史专著，既有严谨的史料考辨，又不觉枯燥，甚至还有点推理小说般环环相扣引
人入胜的意思。写河朔三镇和关中方镇的两章尤其好。特别是关于幽州文化认同与中原差异的阐述颇
有意思。读此书手头最好常备历史地图、帝位年号表和职官表，以免不知所云。
33、满篇都是新意，文笔也没有呆板的学术气，引人入胜！
34、本书是研究唐朝藩镇文化的很成熟的一部著作，按照河南、关中、河北和江淮三个区域详细分析
了藩镇权力结构以及朝藩关系的动态演变，从中看出唐朝对于危机的应对以及和对地域权力结构的重
构，非常佩服作者的史学功底，读完本书对于了解唐朝的地域政治更是收益匪浅。
35、粗粗翻阅。很专业的学术书，伤神。
36、长期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必有其合理之处。
37、唐朝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的体制机制改革，对帝国的伤害虽然很深，但是一直影响了二百年后石敬
瑭割让十六州，到宋朝，近五百年的历史走向。
38、偏通俗的专业研究论著。深入分析了中央和藩镇之间博弈的逻辑，背后是亘古不变的难题：统治
联盟应该如何维系？换言之就是，谁来监督监督者？从魏晋，到隋唐，到晚唐、五代，到宋明，问题
一直存在。
39、解决了我关于魏博的几个困惑
40、此書必成該領域的經典
41、有看《东晋门阀政治》的感觉，比那本差点。李栖筠问公年，对曰二十有四，战阵几何，曰六十
有二。李公叹曰：“相识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谢曰：“遭时丧乱，父死家破，誓弃性命
，以除寇仇，私志未立，岂敢望为明公之所知哉！”  《柏良器神道碑》
42、尤其喜欢河北一章
43、对中晚唐地方军政结构和后安史之乱时代唐帝国的重塑有非常好的梳理和解读。唯一的遗憾是全
书基本没有涉及河东、四川地区（对于藩镇分类和讨论依然沿用张国刚四种类型的框架）。
44、诚如周先生所说，这本史论读起来有一种推理小说的感觉。比如说，针对“张巡守睢阳”这个著
名历史事件，作者别具慧眼地把它放在更大的视角里去看待，抽丝剥茧，从河南节度使这条线追查下
去，发现河南局势与朝廷内斗相关，进一步引申到玄宗与肃宗的斗争，与朔方军的合作与分化等等。
45、小标题我不太习惯，有点太博士论文了
46、太过瘾了！最后是熬夜看完的。
47、这本书阅读体验满分，就像周振鹤在序言里面说的，本书就像一本侦探小说，作者通过对繁复史
料的抽丝剥茧，一步步理清当时唐王朝与藩镇的政治关系与地缘格局，分析框架和思路都异常清晰，
将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地复杂而又混乱的政治格局娓娓道来。另外，最让我感觉舒服的一点，
是作者与前人研究的对话十分深入，可见作者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与自己研究贡献的清晰认识。
48、对于藩镇割据的科学解释
49、论证严密，条理清晰，看完后对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藩镇与唐廷，藩镇之间的纠葛有了些印象。
50、中晚唐政治史需要这样系统的从空间与时间双管其下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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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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