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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禅位，自立为帝，建立梁朝，史称后梁。
其后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一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颠覆后周王朝，建立宋朝为止，其问经历的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风雨岁月，史称“五代”。
中原地区五代相继，南方地区九个割据政权建立，相互之间争夺疆土，战火迭起，加上北方的北汉政
权，史称“十国”，与五代合称“五代十国”时期。
当其时，在边远的五岭以南之地，刘隐、刘龚兄弟于乱世中崭露头角，建立刘氏藩镇，并于后梁贞明
三年（917年），在番禺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为宋攻灭，后主刘张在惆怅中被俘北上，离开了战火方息的广州，南汉从
此退出历史舞台。
南汉虽为t‘十国，，之一，但由于僻处岭南，且立国时间不长，距今又逾千年，遗留至今的有关史料
甚少，因此，关心和研究南汉历史的人亦甚少。
本书选择立国岭南的南汉政权，加以综合研究，试图描绘其全貌，弥补一点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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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汉国史》选择立国岭南的南汉政权，加以综合研究，试图描绘其全貌，弥补一点缺憾。
当其时，在边远的五岭以南之地，刘隐、刘龚兄弟于乱世中崭露头角，建立刘氏藩镇，并于后梁贞明
三年（917年），在番禺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为宋攻灭，后主刘张在惆怅中被俘北上，离开了战火方息的广州，南汉从
此退出历史舞台。
南汉虽为“十国”之一，但由于僻处岭南，且立国时间不长，距今又逾千年，遗留至今的有关史料甚
少，因此，关心和研究南汉历史的人亦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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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隋唐时期，朝廷对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前代重视。
尤其是中唐以后，政策的保障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岭南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首先，中央对岭南地区有一定政策上的倾斜。
隋统一岭南之后，便免除陈朝时期的租赋和部分徭役，“重加存恤之理，别申爱养之义”。
①隋文帝时鼓励对外交流，促进通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诉江河，任其载远，有司
不得搜检”。
②唐初，沿袭隋朝旧制，岭南地区的赋税实行“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
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
③武德七年，始定律令。
“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
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
④同属于岭南地区，汉族与蛮族的纳税方式也不相同，岭南诸州之内的蛮户只需缴纳汉户一半的赋税
。
而那些由少数民族首领统治的羁縻州县，则仅仅向朝廷“纳质贡赋”即可。
唐朝对岭南诸州的这种以户为计取代中原地区的以丁为计的“特区”政策，不仅使岭南百姓的赋税压
力相对减轻，而且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
其次，改善岭南的交通条件。
在中唐以前，由于五岭的阻隔，岭南地区与中原相去甚远，交通不便。
“初岭东路废，人①李德林《隋文帝安边诏》，载（唐）许敬宗撰《文馆词林》卷664，第490页。
②李德林《隋文帝安边诏》，载（唐）许敬宗撰《文馆词林》卷664，第490页。
③《隋书》卷24《食货志》，第674页。
④《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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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书治学，是一种特殊的旅途，与人生共始终。
这个旅途，有起点，不能预知终点，只能循序渐进，静心开拓，不能着急躐等，一步到位。
摆放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便是我一时的旅行心得，虽幼稚，却代表旅途之始的辛酸与甜蜜，
是对这段旅程的一种纪念。
人生有幸，读书治学中，总能遇到良师畏友，受益众多，只字片语未必能恰当表达心意，只能心存感
激。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其凡教授。
自从2006年夏天人师门之后，恩师便循循善诱，引我入读书治学的光明正道。
我的博士论文，不论是选定题目，还是构建结构框架，斟酌标题，甚至最后润色文字，恩师都不厌其
烦地反复讨论、细心指导。
这本小书，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其中也有恩师的诸多心血。
当然，小书中还是有不少缺陷，这与导师无关，却多是缘于自己的愚笨。
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范立舟教授不断对我督导点拨，使我略知学问的门径。
在这本小书的撰写过程中，范老师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意见。
感谢暨南大学历史系的马明达、勾利军、刘正刚诸位教授，在我博士论文开题时，或是商量思路、或
是提供资料线索，让我受益良多。
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的陈长琦教授，中山大学的曹家齐教授，暨南大学的张廷茂教授，广东工业大学的
刘淼教授，诸位先生不辞劳苦，细心审阅了我的博士论文，且对拙文的修正订补，提供了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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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汉国史》：岭南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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