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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唐的背影》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755年底，唐朝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大动乱，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公开叛乱，率20万雄兵大举南下，打得唐
朝权威扫地。
这场历时8年的战乱将烽火烧遍了中国北方，整个华北大地从高度繁华一下子倒退数百年，花团锦簇
的繁华世界转眼之间成为悠远的追忆。

国家繁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才辈出、佳作迭传的大唐，遭遇突如其来的大动乱，是历史的偶然也是
必然。
最高统治集团对日趋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的麻木不仁，放任制度的缺陷乃至弊端听之任之，盛世光
辉下暗藏的危机四伏终于引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矛盾。
以史为鉴，才能知兴替，以安史之乱为鉴，才能知道盛世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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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
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明治大学文学部、关西大学等大学外籍教授、研
究员。
多次获得国内外人文社科研究奖。
出版了《隋文帝传》《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苍茫隋唐路》《海东集》《
家训一百句》等著作十余部。
翻译《九品官人法研究》《隋唐佛教文化》等十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和历史散文一百多篇。
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东亚历史与国际关系、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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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说到玄宗一口气杀了两员大将，而且是唐朝唯一具有同安禄山叛军作战经验的名将，这下子玄宗
手头上没有能够和安禄山抗衡的将军了，只能壮起胆来，准备御驾亲征，那真叫作乱啊！
但是，安禄山的部队在潼关面前突然停止了进攻，原来十分明确的直捣长安的作战部署突然变更，叛
军也乱了。
我乱，敌乱，上面乱，下面也乱，到底怎么一个乱法呢？
我们先说唐朝方面的乱。
第一是朝廷的高层乱成一锅粥。
先说宰相杨国忠，最初听到安禄山造反的消息，就他一个人兴高采烈，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净说些
大话，什么安禄山叛军会不攻自破等等，反正没人相信，就他自个儿信。
杨国忠的预言很快破灭了，安禄山势如破竹，攻陷洛阳，直叩潼关大门。
玄宗意识到局势严重，召集大臣商议御驾亲征，说道：“朕在位五十年，去年秋天就准备把皇位传给
太子了，因为相继发生水旱灾害，朕不想把厄运留给子孙，所以想等到收成稍好的时候再传位，一直
拖到现在。
没想到发生了叛乱，朕当亲征，让太子监国，平叛之后，朕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玄宗这番话谁知道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因为他确认安禄山叛乱之后，本应该任命太子为官军统帅，可起用的却是六皇子荣王琬。
荣王琬有什么军事才能还真看不出来，如果治军如治家，那么他最大的特长就是生了五十八个儿女，
正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据此看来，玄宗似乎并不愿意太子真正掌握实权。
现在形势不同了，叛军已经打到都城门口，玄宗想通过亲征来提振士气。
我们先不说这个决定的对错，玄宗亲自上前线，在朝廷主持大政的只能是太子，这就是玄宗讲这番话
的原因。
可是，此言一出，立刻有人大惊失色。
这人是谁呢？
那就是杨国忠。
玄宗主政的时候，大臣们都看得出来玄宗对太子有戒心，所以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这帮玄宗宠臣
都用得罪太子的手段来取悦玄宗，现在如果出现权力移交，李林甫早就死了，安禄山正在作乱，就剩
下朝中的杨国忠怎么办啊？
杨国忠考虑的不是国家安危，而是个人的利益得失。
所以，他马上跑到杨贵妃的三个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那里去，说道：“太子一直都讨
厌我们杨家专横，如果他掌权，我们就玩完了。
”四个人哭成一团，商议之后，三位夫人一起进宫，搬杨贵妃做救兵。
杨贵妃也觉得是那么回事，向玄宗哭诉，请皇上为国家着想保重身体。
你想想，玄宗他老人家都年逾古稀了，再如此操劳下去，万一这团照亮世界的火焰灭了，大唐岂不一
下子回到漫漫长夜之中。
玄宗亲征本来就是摆摆样子的，被粉团温润的杨贵妃在怀里扭几下，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变成冲天的炮
仗，徒有几声空响。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这朝廷的乱，说穿了就是政治的乱。
用利益喂饱的官员，危难时刻，手忙脚乱地照料自家庞大的私产，根本不会为国家着想。
那叫做权贵私利的慌乱。
玄宗不能亲政，但是仗总得有人去打呀。
和安禄山有关系的人不能用。
例如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和安禄山有亲缘关系，幸好他抢先一步告发安禄山谋反，没被牵连进去，但是
玄宗对他并不放心，所以将他调任文职的户部尚书，让郭子仪接替他担任朔方节度使。
玄宗还任命十六皇子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十三皇子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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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皇子只能摆摆样子，担不了重任。
最后，玄宗和杨国忠总算挑出一个合适的统帅来，那就是哥舒翰。
哥舒翰是突骑施首领的子弟，是镇守西域的名将，似乎是不错的人选。
然而，哥舒翰喜欢喝酒，纵情声色，生活豪奢放纵，把身子骨都给掏空了，终于有一天在浴室里中风
倒下，算他命大，逃得一死，却偏瘫在床，不得不远离职守，在京城家中养病。
这时候的哥舒翰已经不是当年那头雄狮，早就气息奄奄。
而唐朝竟然百里挑一，就挑出这号人物来。
《孙子》早就说过，打仗之前，对比双方的五个方面，就可以大致预测胜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
是统帅。
用瘫痪在床上的哥舒翰，去对付生猛的安禄山，这种人事安排怎一个乱字了得！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唐朝已经衰落到满朝都是武大郎了吗？
那倒也不是，问题还在于利益政治在作怪，选择哥舒翰的最大理由是他素来与安禄山不和，一直是杨
国忠拉拢的对象。
说到底，还是高层政治关系在主导一切。
人事上的乱，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私利的乱。
哥舒翰也知道自己这副老骨头挡不住安禄山的金戈铁马，以患病为理由，上表推辞。
但是玄宗不准。
哥舒翰经不起皇帝表扬几句，以及杨国忠给他戴的高帽，仿佛打了兴奋剂一般，雄心勃发，应承了下
来，让士兵们用担架将他抬起，真的出征去了。
自古听说有统帅抬着棺材上阵，以示必死的决心，倒没听说有抬着一个要人把屎把尿的残疾人去打仗
的，看来哥舒翰的心智也已经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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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外地闲散地漫步在历史古道之上，手机响起，央视《百家讲坛》的编导张长虹
建议我去讲历史，给电视观众讲历史。
    我在国外大学任教的时候，曾经做过市民的历史演讲。
当时的盛况，让我感触很深。
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章太炎曾经说过，整理史料和考订史料都不是历史。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
历史只是一个封闭圈子里自鸣高深的考据吗？
看到市民对于历史问题的执着追问，我更加感到历史是我们和既往时代的心灵沟通，不是价值的审判
，而是对人文和世界的感悟，同时也是和当代人的心灵对话。
不懂历史，就不会有未来，也不会有因文化的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群体。
这一点，国外的大学做得比较好，把公益性的市民讲演作为自身的使命。
因此，《百家讲坛》的理念，我是赞同的。
    问题在于我能不能在聚光灯下把历史讲好，这和我当时的状态很不符合。
这些年来，我享受着边缘化的阳光，既没有课题，也没有待遇，听不到系里激动人心的消息，看不到
物去人非的变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践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理念，静静地行走在历史
故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现场遥想当年，每一次
考察都获得一次心灵的洗礼，每一回同当地百姓的交谈，都感受到传统的不绝如缕却也伤痕累累。
岁月的沧桑，洞彻心肺而生成的苍凉的感动以及无言的对话，如何变成面向广大观众的宣说。
我踌躇了。
    张长虹编导多次在电话里鼓励我，甚至给我命题作文，讲一讲“安史之乱”是怎么回事。
    就这么巧合。
我始终认为“安史之乱”的意义远远不是一次叛乱，它不但让唐朝盛世戛然而止，甚至成为中国历史
发展的分水岭。
今天的教科书对于这次事件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百家讲坛》给了我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引起大家对这次事件的重视，从中可以吸取
非常深刻而有益的经验教训。
    就这样，我第一次站到了《百家讲坛》的台上，从不适应到逐渐习惯，结结巴巴，磕磕碰碰地走完
了大半年的路程。
和张长虹编导没少争论，甚至吵架。
“不打不相识”，跋涉过后，喘息稍定，真的很感谢张长虹编导，也很喜欢《百家讲坛》让我敞开来
演讲的宽松氛围，感谢听众的鼓励。
中场休息的时候，听众会涌人休息室来讨论，让你感到历史无处不在的巨大魅力，让我真想把自己的
一点点心得都拿出来一起分享。
    不过，话说回来，上《百家讲坛》是高强度的劳动。
讲完《盛唐的背影》以后，如逢大赦，我马上跑回自己的访古道上，试图重回闲定的探寻中去，尽情
地放开自我。
可是，张长虹编导的电话再次把我拉了回来，不能光讲背影而不见其面吧。
理由充分，没个交代确实有点儿不负责任。
于是，我只能回来，下回将和大家一起徜徉在唐朝如何走向盛世的治国之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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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唐的背影》编辑推荐：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以来，中国政治出现了只有自上而下
贯彻的一边倒局面，强调的是政治的忠诚和服从。
这种体制存在重大的缺失，就是民情上达的渠道几乎是封闭，不同政治主张和要求被视为异端而遭到
严厉的镇压。
《百家讲坛》直面盛唐隐患，一场耳熟能详的“安史之乱”从体制讲起，一针见血，令人耳目一新。
从偷羊贼到封疆大吏，安禄山只用了九年的时间，从盛世辉煌到大厦将倾，烽火八年改写了大唐的历
史⋯⋯读唐史，读这八年，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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