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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
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
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
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
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
函索求。
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
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
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
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
、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
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
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
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
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
陆1983年版。
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
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
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
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为第8册，涵盖了唐初李渊开国至武则天篡唐擅政一段时期的史事及战争。
战役包括：唐开国之进取长安之战、平定北方群雄之战、平定南方群雄之战，以及唐初对外进行之诸
战役。
武则天篡唐后之对内对外诸战役也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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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
军军官学校。
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
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
史。
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
完毕，历时16年。
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
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
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
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
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
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
务凡40年。
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
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
权威。
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
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
《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
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
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
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
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
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城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
誉人文学博士。
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
。
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
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
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
《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
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
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
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
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
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
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
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
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
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
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
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
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
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
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
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
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
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
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
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
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
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
湾各大学教授等职。
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
197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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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图 第二章唐开国之战一——进取长安之战95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李渊起兵导因95 第二节李渊世
系及其开国诸重要人物96 第三节战场地理形势107 第四节太原起兵及其方略109 第五节作战经过115 第
六节战后之政局124 第七节申论126 附图7—273隋末群雄割据概况图（见第7册） 附图8—283李渊进兵
长安经过图（一） 附图8—284李渊进兵长安经过图（二） 附图8—285李渊攻长安作战经过图 第三章唐
开国之战二——平定北方群雄之战130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131 第二节唐底定北方之方略132 第三节各
战场之地理形势133 第四节平定西秦薛仁杲136 第五节平定凉州李轨142 第六节平定并州刘武周144 第七
节平定夏王窦建德、郑王王世充151 第八节平定刘黑闼171 第九节战后之政局及申论180 附图7—273隋
末群雄割据概况图（见第7册） 附图8—286唐平定西秦作战经过图 附图8—287唐平定刘武周作战经过
图 附图8—288唐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作战经过图（一） 附图8—289唐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作战经过图
（二） 附图8—290唐第一次讨刘黑闼饶阳会战经过图 附图8—291唐第二次讨刘黑闼洺水会战经过图 附
图8—292唐第三次讨刘黑闼昌乐会战经过图 第四章唐开国之战三——平定南方群雄之战189 第一节战
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189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及作战方略191 第三节平定萧铣之战193 第四节平定林
士弘、辅公祏之战197 第五节申论202 附图7—273隋末群雄割据概况图（见第7册） 附图8—293唐平萧
铣之战经过图 附图8—294唐平辅公祏作战经过图 第五章唐初对外战争之一——征东突厥、薛延陀、回
纥诸战役205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突厥八次入寇及玄武门之变205 第二节唐外征准备及战略214 第
三节战略地理形势215 第四节征东突厥之战——二次征伐217 第五节征薛延陀回纥之战——二次征
伐229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及申论239 附图8—295唐征东突厥前一般形势图 附图8—296唐灭东突厥作战经
过图 附图8—297唐征薛延陀作战经过图 第六章唐初对外战争之二——征吐谷浑、高昌、龟兹及西突厥
诸战役245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246 第二节战略地理形势及作战方略251 第三节征吐谷浑之战254 第四节
征高昌之战258 第五节征龟兹之战261 第六节征西突厥之战——四次征伐263 第七节战后之政局272 第八
节申论274 附图8—295唐征东突厥前一般形势图 附图8—298唐征吐谷浑作战经过图 附图8—299唐征高
昌、龟兹作战经过图 附图8—300唐征西突厥一般形势图 第七章唐初对外战争之三——征高丽、百济诸
战役277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278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与作战方略282 第三节第一次东征284 第四节第二
次东征295 第五节第三次东征297 第六节第四次东征298 第七节第五次东征304 第八节平定高丽新罗之余
乱307 第九节申论309 附图8—301唐太宗亲征高丽经过图 附图8—302唐太宗、高宗历次征高丽经过图 第
八章武后擅政及其对内对外诸战役316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317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与作战方略320 第
三节武后擅政导致之内战322 第四节契丹背叛入寇河北之战331 第五节东突厥复兴、入寇与中宗复
位336 第六节唐周与吐蕃之和战351 第七节战后之政局及申论358 附图8—303徐敬业及唐宗室起兵概况
图 附图8—304契丹入寇概况图 附图8—305武后时代突厥入侵概况图 附图8—306唐高宗、武后时代吐蕃
入寇概况图 索引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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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唐开国之战一——进取长安之战 一、太原起兵：大业十三年（611年）七月李渊起兵
太原，八月克霍邑、临汾、绛郡。
 二、渡河作战：同年八月末渊军分别自梁山、河东渡河，九月克永丰仓，然后东取潼关，西略渭北。
 三、围攻长安：同年十月初渊围长安，至十一月初克之。
 四、平定河东：同年十二月破屈突通于潼关再攻河东，至武德三年（620年）初克之。
 五、李渊代隋：同年十一月渊立代王侑为恭帝、炀帝为太上皇。
翌年三月炀帝被弑，五月渊受禅代。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李渊起兵导因（参看附图7-273） 李渊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1年）起兵太
原，在其起兵前之一般大势，已详见本史第十一卷第五、六两章之“战后之政局”及“战前一般形势
”节中，兹仅述李渊在隋末时之活动概况于下。
 李渊在隋文受禅时为千牛备身，而文帝独孤皇后乃渊之从母，故在隋特见亲爱，累迁谯、陇、岐三州
刺史。
大业初，历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
九年迁卫尉少卿。
辽东之役，督运于怀远镇，及杨玄感反，受诏驰驿往执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县）留守元弘嗣，弘嗣
，乃斛斯政之亲也（斛斯政与杨玄感叛，已见前）。
渊遂代为该郡留守。
由于渊历任中外之职，素树恩德，而是时天下已乱，遂结纳豪杰，众多款附，炀帝因而忌之，下诏征
还行在所。
渊知为帝所忌，乃纵酒纳贿以自晦。
至大业十一年四月，炀帝欲北巡雁门，而河东群盗纷扰，复命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讨
捕群盗，以平盗之功，迁右骁卫将军。
炀帝已遭雁门之困（大业十一年八月），突厥之患益深；而涿郡贼甄翟儿又进犯太原，炀帝遂命渊为
太原留守（大业十二年十二月），以挽救太原之危。
但是时天下大乱已不可收拾，窦建德、格谦等扰乱于河北诸郡，卢明月扰乱于河南，徐圆朗起兵于鲁
郡（今山东滋阳县），刘武周起兵于马邑（今山西朔县），梁师都起兵于朔方（今陕西横山县西），
郭子和起兵于榆林（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南流处），薛举起兵于陇西（今甘肃陇西县西南）
，李轨起兵于河西（今甘肃武威县），李密、翟让取洛口仓，逼东都（皆为大业十二年十二月至翌年
七月之事）。
李渊在此种大乱形势之下，遂乘势起兵焉。
 第二节　李渊世系及其开国诸重要人物 一、李渊世系 李渊陇西成纪人（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县北），
其七世祖暠当晋末时据秦凉以自王。
暠生歆，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其事已见本史第九卷。
歆生重耳为魏弘农太守。
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戍于武川（绥远今县），因留家焉。
熙生天赐（《旧唐书》为锡），为幢主。
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北）周代（西）魏有功，皆为柱国。
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追封唐国公。
虎生昞，袭封唐公，为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
昞生渊于长安，七岁袭封唐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
隋受周禅，补千牛备身。
文帝独孤皇后，即渊之从母，由是特见亲爱。
累迁谯、陇、岐州刺史。
有善相者谓其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因而颇以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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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业年间，累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杨玄感叛，驰驿弘化郡为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
大业十一年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击龙门贼毋端儿破之，又击绛州贼柴保昌，降其众数万，十二年迁
右骁卫将军。
十三年为太原留守（《资治通鉴》载十二年十二月），郡水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副。
时涿郡贼甄翟儿窜犯太原，渊自河东赴任所，为翟儿截击于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西南），渊率先头
部队数千，翟儿围之数匝，其次子李世民将精兵继至救之，拔渊于万众之中，会后继步兵续至，遂合
击大破之。
至太原，突厥犯塞，世民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而隋兵少不敌，渊遂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
水草如突厥，又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
突厥见者，疑不敢战，乘而击之，突厥败走。
太原局势，由是稳定。
（见《新唐书》卷一《高祖纪》） 二、开国诸重要人物 李建成：建成，高祖渊之长子，英武而仁恕
。
大业末，渊捕讨盗贼于汾晋，建成护家属寄寓于河东（今永济县）。
渊于太原起兵时，遣密使召之，建成与第四弟元吉间道赴太原。
建成至，拜左领军大都督，引兵略河西郡，从克长安。
隋恭帝侑义宁元年拜唐国世子，开府置僚属。
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攻洛阳；及还，授尚书令。
武德元年立为皇太子。
二年将兵击司竹贼祝山海平之。
时凉州来降，建成将兵赴原州接应之。
嗣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
为宫官，与参谋议。
武德四年讨稽胡于鄜州破之。
刘黑闼再反，建成往讨擒之。
玄武门事变，为其次弟世民所杀。
（《新唐书》隐太子传） 李世民：世民，高祖渊之第二子，善骑射，武勇绝伦。
开皇十八年生于武功之别馆。
世民幼聪睿，临机果断，不拘小节。
大业末，炀帝为突厥所围于雁门，世民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营。
及父渊留守太原时，年已十八。
有高阳贼帅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父渊击之，深入贼阵。
世民率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渊于万众之中。
既至太原而天下大乱，世民潜图起兵，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及父渊起兵，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拜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皆隶焉，封敦煌郡公。
义师至霍邑为隋将宋老生所拒，会天雨粮尽，父渊欲且还师，世民建策亟入关号令天下，遂克霍邑。
大军继进，世民为前锋渡河，先定渭北，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归附焉。
然后会师长安，克之。
父渊辅政，授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
义宁二年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
军还，徙封赵国公。
父渊受禅，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击降薛仁杲，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
寻加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
二年将兵渡龙门御宋金刚，三年大破金刚，刘武周奔突厥。
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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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攻王世充于东都。
四年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山东悉平。
以是役之功，加授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
于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
（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
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与之讨论经义。
五年平刘黑闼、徐圆朗，河济江淮诸郡皆平。
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八年加中书令。
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杀长兄太子建成及弟齐王元吉，遂为皇太子，总决庶政。
八月，父渊传位，是为太宗。
（《新唐书·太祖纪》） 李元吉：元吉，高祖渊之第四子，善马槊武勇异常。
渊起兵后，以为太原留守，进齐国公，总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大将军，许以便宜从事。
武德元年，进爵为王，授并州总管。
二年刘武周南侵，元吉弃太原奔还长安。
寻加授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
四年太宗征窦建德，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
世充出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及甲士千余人。
世充平，拜司空，余官如故。
六年加授隰州总管。
九年转左卫大将军，寻进位司徒兼侍中。
至玄武门事变，为尉迟敬德所杀。
（见《新唐书》卷七十九巢王李元吉传） 刘文静：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世居京兆之武功。
祖懿为周石州刺史。
父韶仕隋战死。
赠上仪同三司。
文静以死难之子，袭仪同三司。
文静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
大业末为晋阳令，与晋阳宫监裴寂善。
寂夜见逻堞传烽，叹曰：“天下方乱，吾将安舍？
”文静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资也。
”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文静察其有四方之志，乃深自结托。
又窃观渊次子世民（观下文，二人实已情好甚密），谓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
豁达神武汉高魏武之徒欤，其年虽少，乃天纵之矣！
”寂未以为然。
俄而文静坐与李密连婚之罪，炀帝令系于狱。
时李世民已有起兵之志，以文静可与谋议，乃私入禁所探视之。
文静喜挑之曰：“丧乱方剧，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世民曰：“安知无其人！
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
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为我言之！
”遂相与谋起兵之事。
唐既克长安，累迁文静大丞相府司马、光禄大夫，封鲁国公。
又为唐修《开皇律》而损益之。
文静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军功尤非寂所能及，而位在寂下，心常不平，寻以与裴寂争权位，竟致
被诛。
（见《新唐书》卷八十八刘文静传） 裴寂：寂字玄真，蒲州乡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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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绛州刺史。
寂少孤，诸兄鞠养之，年十四补州主簿，及长，疏眉目，伟姿容。
隋开皇中为左亲卫，家贫无以自业，每徒步诣京师。
后为齐州司户参军。
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至晋阳宫副监。
李渊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寂因以晋阳
宫女侍渊以相结纳。
世民将举兵，而不敢发言，因使刘文静说寂，并以其私以宫人侍渊，将同受诛戮为要胁。
寂惧而从之，遂劝渊起兵焉（渊早已有四方之志，此处史言，乃将起兵之功，归于世民也）。
渊已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赐爵闻喜县公。
及克长安，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转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
寻又劝渊受隋恭帝侑禅位。
渊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拜为尚书右仆射，赐之服玩，不可胜数，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
渊视朝必引与同坐，入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刘武周将黄子英、宋金刚等，频寇太原，寂自请讨之，而兵败于介休，退守河东。
寂性怯无捍御之才，民颇受其扰累，故宋金刚逼绛州时，河东民多应之。
寂以御寇失败，被征还朝，然顾待弥重。
六年迁尚书左仆射。
贞观三年以沙门法雅妖言事，连株免官。
寻又以汾阴妖言，及其监奴告寂反，徙交州，改流静州（今四川松潘县境），太宗思其有佐命之功，
征还而卒。
（见《新唐书》卷八十八裴寂传） 唐俭：俭字茂约，晋阳人。
北齐尚书左仆射邕之孙，父鉴隋戎州刺史。
俭落拓不拘规检，然事亲颇以孝闻。
鉴与李渊有旧，同领禁卫。
及渊留守太原，俭与其子世民周密。
俭从容说世民，以隋室昏乱，天下可图。
世民白于渊，乃召入密访时事，俭曰：“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
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
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
”渊曰：“汤武之事，非所庶几。
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
”及开大将军府，授俭记室参军。
世民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以俭为司马。
取长安加光禄大夫，相国府记室，封晋昌郡公。
武德元年除内史舍人，寻迁中书侍郎，特加授散骑常侍。
及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叛于蒲州，俭揭露奏之，免李渊于难，因功拜礼部尚书，授天策府长史，兼检
校黄门侍郎，封莒国公。
贞观初使于突厥说诱之，突厥将降，李靖率轻骑掩袭，遂破之，俭脱身走还。
永徽初（650年）致仕，至显庆元年（656年）卒。
（见《新唐书》卷八十九唐俭传） 任瑰：瑰字玮，合肥人，陈镇东大将军蛮奴弟之子。
父七宝仕陈为定远太守。
瑰早孤，蛮奴爱之逾于己子。
年十九试守灵溪令，寻为衡州司马。
隋灭陈时，瑰劝衡州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岭外降隋，瑰乃弃官而去。
仁寿中，为韩城尉，俄又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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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李渊讨捕于汾晋，瑰谒渊于辕门，遂为河东县户曹。
及渊赴晋阳，留长子建民于河东，以瑰佐之。
义师至龙门，谒见渊，渊谓之曰：“隋氏失驭，天下沸腾。
吾忝以外戚，属当重寄，不可坐观时变。
晋阳是用武之地，士马精强，今率骁雄以匡国难。
卿将家子，深有智谋，观吾此举将为济否？
”瑰曰：“后主残酷无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闻拯乱。
公天纵神武，亲举义师，所下城邑，秋毫无犯。
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关中所在蜂起，惟待义兵。
仗大顺，从众欲，何忧不济？
瑰在冯翊积年，人情谙练，愿为一介之使，衔命入关，同州（今大荔县）已东，必当款伏。
”因献下关中之策，渊即授以银青光禄大夫，并依其策而进取长安，以功拜左光禄大夫。
渊即位，使为谷州刺史守新安，拒王世充，屡破之，以功封管国公。
李世民攻洛阳，瑰在邙山检校水运，以供饷馈。
关东初定，持节为河南道安抚大使，世充弟辩自徐州率所部来降。
智拒徐圆朗于虞，遂竟平圆朗之功。
后因弟瑰连株隐太子（建成）事，坐左迁通州都督，贞观三年卒。
（《新唐书》任瑰传） 窦威：威字文蔚，扶风平陆人，高祖（渊）太穆皇后从父兄也。
父炽为隋太傅，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
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
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年，学业益广。
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
诸兄更谓威曰：“昔孔丘积学成圣，犹狼狈当时，栖迟若此。
汝效此道，复欲何求？
名位不达，固其宜矣！
”威笑而不答。
大业四年累迁内史舍人，后坐事免归长安。
李渊入关召补大丞相府司录参军。
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
禅代文翰，多参预之。
渊常谓裴寂曰：“叔孙通不能加也！
”武德元年拜内史令。
卒时，家无余财。
 李靖：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
祖崇义，后魏殷州刺史永唐公。
父诠，隋赵州郡守。
靖性沉厚，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其舅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
术者，惟斯人矣！
”初仕隋为长安县功曹，后历驾部员外郎。
右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皆善之。
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
”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
会李渊击突厥于塞外，靖知渊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
渊克长安，执靖将杀之，靖大呼曰：“今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
”渊壮其言，世民又固请赦之，遂免于死。
寻世民召入其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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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年从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
萧铣据荆州，遣靖安辑之。
至硖州为萧铣所阻，久不得进，高祖渊怒其迟留，阴敕硖州都督许绍斩之。
绍惜其才为之请命，由是获免。
寻与李孝恭破冉肇则于虁州。
武德四年，靖陈十策以图萧铣，渊遂授靖为行军总管，兼摄李孝恭行军长史，讨铣之事，一以委之。
靖因不良之季候进袭之，两月之间，遂克江陵。
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承制拜授，招抚岭南。
武德六年，又佐李孝恭率七总管之兵平辅公祏于丹阳，破之，江南悉平。
唐因置东南道行台，拜靖行台兵部尚书。
及行台废，改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高祖渊赞之曰：“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武德八年突厥寇太原，唐以靖为行军总管御之。
翌年，突厥入泾阳趋渭水。
唐以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击之，靖率兵倍道趋豳州，以绝突厥归路，既而与突厥和亲而罢。
太宗世民即位，拜刑部尚书，并录其前后功，赏赐甚厚。
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
三年转兵部尚书。
时突厥诸部叛，唐遂以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将精锐三千征讨之。
翌年大破突厥，擒颉利可汗。
于是唐之疆域自阴山展拓至于大漠矣。
还朝，诏加特进，并参预政事。
贞观九年，太宗又遣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之兵击吐谷浑，破降之。
十一年封卫国公。
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然自破突厥后，以不赏之功，遂屡遭谮毁，幸靖善自韬晦，而太宗又善于保
全功臣，乃得终寿于家。
卒时年七十九。
 房乔：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
曾祖翼为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
祖熊为褐州主簿。
父彦谦，好学通涉五经，为隋泾阳令。
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
从父至京师，时天下宁晏，论者咸以隋之国祚方永，玄龄独不以为然。
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后补隰城尉。
吏部侍郎高孝基及裴矩等，皆知其必成伟器。
及李渊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
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淮北道行军记室参军。
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
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及建成与世民构隙，首建夺嫡之谋（其事见后），因与府属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心戮力。
后迁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
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藁草。
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
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寻太子建成以玄龄、杜如晦为世民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
玄武门事变将发，世民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如晦潜入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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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成，世民为太子，擢拜太子右庶子。
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
论功行赏，以玄龄、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
三年拜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
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
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
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度法令，意在宽平。
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
论者称为良相焉。
卒时年七十。
（以上三人见《新唐书》各本传） 杜如晦：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
曾祖皎，周赠开府仪同大将军遂州刺史。
祖徽，周河内太守。
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为工部尚书，义兴公。
父吒，隋昌州长史。
如晦少聪悟，好读文史。
隋大业中，以常调预选吏部侍郎。
高孝基深所器重顾谓之曰：“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
”遂补海阳尉，寻弃官而归。
及唐克长安，世民引为秦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
时府中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
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
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遂以为府属。
后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常参谋帷幄。
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累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
寻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天策府建，以为从事中郎。
旋为太子建成所忌，与房玄龄同被斥逐。
玄武门事变将发，潜入划策，及事成，擢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
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
三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与玄龄共掌朝政。
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与玄龄皆称贤相焉。
贞观四年卒，时年仅四十六也。
（《新唐书》杜如晦传） 徐世：曹州离狐人，隋末移居滑州之卫南。
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大业末，翟让聚众起兵，世往从之，并献策于让，劝南掠宋郑间御河之商旅以取给军资。
寻与翟让、王伯当拥李密为主，以攻东都，其事已详上卷第六章。
及李密为王世充所败，西走入关，降于唐后，世犹守黎阳仓，于是密之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
至汝州，北至魏郡，世并据之，未有所属。
世因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
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
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
”乃遣使携启入关。
使人至长安，高祖渊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
使者以世意奏，渊大喜曰：“徐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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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
寻加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
永徽中以犯太宗讳乃取单名为。
令总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及李密反叛伏诛，高祖渊以旧曾事密，遣使报其反状，请收葬密，许之。
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朝野义之。
前窦建德攻宇文化及于魏县，并进攻黎阳，世力屈降之。
建德收其父从军为质，令世复守黎阳。
至武德三年，世欲俟建德至河南袭杀之，将其土地归唐，而建德久不至，遂与郭孝恪率数十骑奔长安
归唐。
四年从太宗世民攻王世充于东都，屡战大捷，东取虎牢。
又从平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
七年，与李孝恭讨辅公祏于丹阳，破斩之。
八年为行军总管御击突厥于太谷。
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
贞观三年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大破突厥于白道，俄又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袭突厥大破之。
世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
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知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
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耶！
”十五年，又大破薛延陀于青山。
十七年高宗为太子，转世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属以幼孤。
十八年，从太宗征高丽，以功封一子为郡公。
二十年，又大破薛延陀于乌德鞑山，碛北悉定。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世无恩，我今将责出之。
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死力！
”乃出为叠州都督。
高宗即位，再迁拜为尚书左仆射。
总章元年（668年）命世乘高丽内乱东征，破平壤灭之，裂其诸城皆为州县。
以是役之功，加太子太师，增食户。
翌年病卒，年七十六。
（见《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 尉迟敬德：敬德朔州善阳人，为人刚直，武勇绝伦。
大业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
刘武周起兵，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攻晋、浍二州，皆陷之，乘势深入，擒唐将独孤怀恩等。
武德三年，太宗破宋金刚，敬德与寻相以介休城降，太宗引为右府统军，从击王世充于东都。
既而武周降将皆叛，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
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等，咸以敬德勇健非常，囚之已久，猜疑怨望必生，留之生患，劝即
杀之。
太宗曰：“寡人所见，有异于此。
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
”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以金宝，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
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
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谓表一时共事之情也。
”是日因从猎榆窠，为王世充所袭，敬德救太宗出围。
太宗谓敬德曰：“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
”特赐金银一筐，此后恩遇日隆。
敬德善解避矟，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
故其每战，出入重围，往返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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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元吉亦善马矟，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矟刃，以竿相刺。
敬德曰：“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
敬德矟谨当去刃。
”元吉竟不能中。
太宗问曰：“夺矟避矟，何者难易？
”对曰：“夺矟难。
”乃命敬德夺元吉矟。
元吉执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矟。
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
此已伏下玄武门之变时，敬德制元吉之张本。
又从破刘黑闼、徐圆朗等，累有战功，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
及玄武门事变将发，太子建成密致书召之曰：“愿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
”仍赠以金银器物一半。
敬德婉辞之。
及玄武门事变，与长孙无忌，功居第一。
嗣以自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
寻又于侍宴时，因争班次之高下，拳击任城王道宗，目几至渺。
太宗不悦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
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
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饰，无贻后悔也！
”贞观十一年封建功臣为代袭刺史，拜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
十七年上表乞归家居。
后从征高丽，军还仍旧致仕。
显庆三年卒，年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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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
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
⋯⋯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
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
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
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
⋯⋯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
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
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
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
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
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
约着下一层战略。
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
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
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
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
，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
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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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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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
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
⋯⋯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
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
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
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
⋯⋯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
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
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
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
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
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
约着下一层战略。
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
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
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
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
的最大保障。
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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