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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唐史》，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
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唐朝为什么会在“安史之乱”后就走向了衰亡？
唐朝是如何在雄浑宏阔的历史运动中拔地而起的？
在将近3个世纪的时光里，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波峰低谷，直至腐朽败亡？
《唐史》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而又神奇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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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如雷，历史学家。
山西定襄人。
曾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研究室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分支编写组隋唐哇、五代史副主任。
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唐宋农民战争》、《李世民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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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唐朝的建立和前期的统治唐朝的建立和平定全国政治制度刑律和法规兵制学校和科举前期政局的发展
唐朝的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地主经济和租佃关系均田制课役制度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
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课役、财政改革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政治
制度的改变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唐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安史之乱刘晏的财政改革两税法的实行藩镇
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宦官专权反宦官的斗争牛李党争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方手
工业的发展后期的商业周边各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东突厥回纥吐谷浑西突厥与西域各族吐
蕃南诏契丹靺鞨唐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科学与技术宗教和哲学史学和文学艺术唐朝的中外关系及经济
、文化交流唐朝在亚洲各国交往中的地位朝鲜和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非、北非唐末农民
起义和唐朝的灭亡阶级矛盾的激化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唐朝走向灭亡唐
朝的历史地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政治制度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布国家大政的一个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
都在这一年正式颁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到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发展。
唐因隋旧，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
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
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
省的奏钞。
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
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
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
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
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
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
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和侍郎，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八座”。
每部分设四司，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合称“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
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
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
九寺五监也是中央的重要机构。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
是“天子耳目”。
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
台院置侍御史，掌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
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
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
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
前身。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
州设刺史；有时称郡，则设郡守。
县设县令。
刺史(郡守)、县令掌本级地方政府的政令。
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百户为里，设里正；五里为乡，设耆老(贞观九年，每乡置乡长，后废)。
城市的居民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
乡、里、坊是最基层的政权，对城乡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催督课役，镇压反抗。
在沿边及内地紧要之处，州(郡)之上还设有都督府，长官是都督，原来只管军事，因都督例兼所在州
刺史，故亦兼管该州民政。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道)，称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
、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从
关内道析出京畿道，从河南道析出都畿道，增置黔中道，共成十五道。
唐朝不断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官员分巡诸道，监察剌史以下各级地
方官的善恶，以整顿吏治，并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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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713～741)年间各道渐设有治所，这种监察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行政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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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唐史》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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