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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关于大唐帝国开拓进取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汉、唐是两座巍巍高山，这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 是很相近的：政治相对开明，汉
有文景之治、明章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对外战争均取得赫赫战功，汉代开拓西域、西南
，击破匈奴，唐代经略中亚，两灭突厥；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政权在历史上多次遭受 北方游牧民族
政权的强有力挑战，只有在汉唐时代才有过绝对的军事优势。
汉如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唐如赫日当中，烈焰灼人。
强汉与盛唐，哪个朝代更伟大呢？
这是很难比较的。
汉代前后四百余 年，其超级强国的地位，自始至终未受到动摇，王夫之曾经这样评说道：“国恒以弱
丧，而汉独以强亡。
”相比之下，唐王朝的寿命要短得多，前 后二百八十九年。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盛衰的分水岭，唐代真正强盛的 时间只有一百多年，这是比不上汉代的。
然而，唐帝国面临的对手之强，远甚于汉时，无论是北突厥、西突厥、吐蕃或阿拉伯帝国，均是超一
流的 对手，故而其武功之取得，较汉代尤显艰难。
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是李渊，然而其恢弘格局的奠基者实际上是唐太 宗李世民。
他集仁君、明君、雄君于一身，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给大国安 上一颗雄心。
从唐王朝初创的那天起，便受到北方突厥的严重威胁，甚至 一度委曲求全。
唐太宗即位时，北突厥兵临城下，震动帝都，以李世民之 雄才，尚且不得不签城下之盟。
知耻而后勇，励精图治的唐太宗仅仅用了 三年的时间便彻底击破北突厥，俘其可汗，这堪称中国历史
上最不可思议 的奇迹。
对比汉匈战争，以汉之强，仍耗费百余年才降服强敌，唐王朝之 霸气，由是可窥一斑。
灭北突厥不过是唐初扩张的起点，在之后的二十年 里，唐太宗武功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殆可称为前无
古人，后乏来者。
继消 灭北突厥后，唐帝国又扫平北方强国薛延陀，廓清漠北，北疆边患不复存 在，历史学家岑仲勉
评曰：“声威之北及，想蒙古时代尚比太宗为逊色。
”打通西域是唐太宗的第二个战略方向，这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征吐 谷浑、攻高昌、伐龟兹、战
西突厥都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
唐太宗时代，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是征高丽之战，这场战争的失利，恰恰是因为皇帝 亲征。
为顾及皇帝的安全，唐朝军队放弃了大纵深的战略，转而采取逐城 逐地的争夺，速决战最后成了持久
战，这种战略对于劳师远征的一方是相 当不利的。
凭借唐太宗奠定的坚实基业以及遗留下的政治资本，唐高宗时代仍然 延续扩张势头。
在平百济之战中，中国与日本第一次正面交锋，唐朝海军 大破日本海军，取得白江口海战的胜利。
唐太宗生前未能打败的高丽，也 在唐高宗时被征服。
在中亚战场，西突厥汗国在唐朝军队的打击下解体，大唐的势力深入中亚，直抵伊朗高原，这也是帝
国声势最盛的时代。
然而 盛极必衰也是自然规律，在唐高宗统治的后期，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在 论钦陵的执政下崛起
，大非川之败标志着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北突厥 复国则令唐政权北疆再陷危局，帝国的第一期扩
张也宣告终结。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女皇，从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她是个成 功者，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她
的统治能力似乎被远远高估了。
她的统治 并不始自称帝，而是在唐高宗后期便已主持政局，而唐帝国正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走向熊途
。
武则天时代，太宗、高宗时的对外战争成果损失大半，帝国不仅失去昔日的威风，边疆也屡屡告急：
北方突厥的入侵，契丹的叛 乱，吐蕃的进攻，等等。
不过女皇还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帝国航母，没有 令它触礁沉没，尽管外壳受损严重，整个船体却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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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
到了唐玄宗时，大唐帝国迎来第二个春天。
“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 最鼎盛的一个时期，盛世之盛，主要在于经济及文化，若论武功，仍然不 
及太宗时代。
唐太宗的战略是大纵深的围歼，不打则罢，一打势必要一战 定胜负，贵在速决，而不打持久战。
唐玄宗时的战略格局没那么大，多是 陷入旷日持久的苦战，或是一城一池的争夺，或是边界线上的拉
锯战，难 以看到初唐行云流水、势如破竹的战争场景。
玄宗时代的战争十分频繁，而且范围很广，与突厥、吐蕃、契丹、突骑施、大食、南诏均有军事冲突
，几乎与周边有实力的政权都交锋过，其中战果比较大的是平突厥之役与 中亚争夺战。
与唐太宗平突厥有所不同，唐玄宗平突厥更多倚靠回纥等游 牧部落的力量，实际上是以夷制夷的手段
。
中亚争夺战则是盛唐军事史最 精彩的篇章，唐、大食、突厥、吐蕃四大势力角逐于中亚，尽显纵横捭
阖 的智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精彩纷呈。
然而唐玄宗善始却不能善终，“安史之乱”的爆发，终于结束了大唐帝国一百多年的强盛史，盛唐成
了 记忆中的光辉时代。
历史是一面魔镜，包纳过往的所有人与事。
但倘若认为过往等同于消 逝，那未免不贴切。
事实上，历史是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它默然不语，却 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无形的力量。
这就好比个人，他当下的性格、能力，无 不与过往的经历相关联，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走一切，而是
留下精神的印 记。
一个人曾经取得越多的成就，自信心就越加强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心 理现象。
一个国家同样受到这种心理规律的支配，我们搜寻历史，便是在 寻求一种力量。
现代成功学认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他心灵力量的强弱。
哈 尼尔曾这样说过：“在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必定已经‘是’什么了。
我们只能‘做’到我们所‘是’的程度。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引申到 国家，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在于有一颗
雄 心。
有了雄心，一切困难就不成其为困难，就如古人所说：“天下事有难 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
为，则易者亦难矣。
” 大国并不总是强国，就像晚清时的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可是 不过就是被列强宰割的大肥
肉罢了。
当然，晚清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 欧美。
可是我们也发现，在历史上，并非先进文明总能战胜落后文明。
古 罗马毁于蛮族之手，南宋灭于蒙古之手，这都是例子，可见器物进步、经 济领先、文明发达并不
一定能保证国家安全，失去了雄心，就失去了斗志。
就像南宋，经济其实不错，学术也很发达，科技水平也高，当时发明的 武器也很多，可是朝廷只是苟
且偷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没有雄心，最后只有灭亡。
大国雄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统治者得有雄心。
要是政策的 制定者只是鼠目寸光，那肯定没戏；其二，国民要有发扬蹈厉的精神。
我 注意到一个细节，汉代的伟人们在唐代是备受推崇的，唐代的诗歌、散文 包括墓志铭里，都充满
歌颂汉代伟人的词句，像卫青、霍去病、张骞、班 超、马援等人，那是唐人的榜样。
可是唐代的伟人们在后世却没有得到前 辈们的地位，王玄策在天竺的惊人勋绩，在后世默默无闻；大
英雄苏定方 在小说里成了反面人物；第一次打败日本人的刘仁轨，知名度也不高，后 世也没什么人
写诗歌来颂扬他。
这主要原因在于汉以后还有唐，唐以后就 没有相媲美的朝代了。
当然，我认为一个新的中兴时代就要到来，所以我 先做点歌颂唐代伟人的活。
《大唐帝国的扩张》以扩张史为视角来写两个强盛王朝的历史，这是 一种全新的尝试，借此来表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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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文化中刚健雄强的一面。
有人会说，现在世界潮流是和平对话，不能再说扩张了。
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我 认为扩张的形式会有别于古代，不再以领土的扩张为主，取而代之的是势 
力的扩张、影响力的扩张。
有人要用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我们需不需要 去突破？
需不需要把海上力量扩张到蓝海深处？
有人要在印度洋上充当海 盗，杀人越货，我们要不要派海军去那里巡逻？
有人要抢钓鱼岛，我们要 不要有一种“犯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无畏气概呢？
要不要有凛然不可犯 的大国雄心呢？
本书从写作到定稿，历时四载，三易其稿，殊为不易，终得顺利完成 并付梓。
在这里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与理解，因为写书在很多人看来是不 务正业。
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刘春雨女士，她极其严谨认真，并指正书中 若干错误。
同时，我也感谢许多素未谋面的网友，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与 热情的鼓励，给了我莫大地帮助。
醉罢君山 记于201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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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廓清漠北、打开西域之门、东方战争、帝国狙击者、叛乱时代、帝国熊途、过渡时代、日落大草原、
西线争夺、决战中亚、盛唐终结⋯⋯大唐帝国开疆拓土，雄视天下，最强盛之时，势力波及东亚、北
亚、中亚甚至西亚与南亚。

赫日当中的大唐帝国如何崛起？
又为何由强盛转而衰落，最终消亡？
曲终收拨，血与剑交织的大唐帝国扩张终结的历史幕后，李唐皇室究竟演出了一幕幕怎样的故事？
《大唐帝国的扩张(第1部廓清漠北)》以历史大事件为轴线，通过还原历史细节，透过大唐帝国的沧桑
和辉煌，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时代。

《大唐帝国的扩张(第1部廓清漠北)》由醉罢君山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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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
序
第一章  廓清漠北(上)
第二章  廓清漠北(下)
第三章  打开西域大门
第四章  东方战争(上)
第五章  东方战争(下)
第六章  帝国狙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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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威胁：对峙的开始　　公元624年，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中国内战，终于尘埃落定。
这年三月，大唐将领李靖击垮了盘踞在江南的宋帝辅公祏，至此，大唐政权完成一 统中国的使命。
这一年是武德七年，李渊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
直到此时，他才感觉 到了皇冠沉甸甸的分量。
这些年，皇帝太多了，可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场接着一场残酷的战争，吞噬了无数的生命，也吞
噬了一顶又一顶皇冠。
只有笑到最后者，才是真正的赢家。
从此，大唐帝国在血与剑交织的背景中矗立，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当大唐帝国扫灭群雄之后，在北方辽阔的草原荒漠地带，一个庞大的 汗国正成为新帝国最大的威胁，
这便是突厥汗国。
突厥汗国，又称北突厥汗国，这是为了与西突厥汗国相区分。
突厥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
突厥原为铁勒族的一个分支，曾 经受柔然汗国的统治，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突厥出了一位英雄好汉，
名叫 土门。
在土门不懈努力下，突厥开始崛起，公元552年，土门率领突厥勇士 们大破柔然汗国，开始了突厥辉
煌的历史。
土门自立为可汗，称为“伊利 可汗”。
从公元六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短短二十余年时间，是突厥最 强盛的时期。
此时正是北周与北齐对峙期，战争不断，而突厥利用北周与 北齐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北周与北齐为了拉拢突厥以为外援，纷纷不 惜血本巴结突厥，使得突厥获利巨大。
同时，突厥不断向外扩张，其国土 东起辽河，西至西海（中亚里海），南抵大漠，北至北海（贝加尔
湖），东西距达万里，南北距达五六千里，成为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但是在583年时，突厥国内却出现了分裂，分裂为突厥汗国（北突厥汗 国）与西突厥汗国，两个汗国
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新兴大隋帝 国的支持下，北突厥汗国最终击败了西突厥汗国，同时也臣服于大隋帝国。
随着隋炀帝上台后倒行逆施，穷兵黩武，终于激发民变，国家陷入大 动乱之中，突厥汗国也乘机摆脱
隋王朝的控制。
提起突厥汗国，皇帝李渊便有一种隐隐的心痛。
这位大唐皇帝，曾一度被迫臣服于突厥。
那是在七年前的617年，隋帝国已是分崩离析。
这是一个造反者的时代，起义与叛乱此起彼伏，时为大隋帝国唐国公的李渊审时度势，在他控制 下的
太原揭竿起兵，逐鹿中原。
中原地区的一片混乱局面，使得北方的突厥汗国乘机崛起。
始毕可汗，一位杰出的突厥首领，趁隋王朝大乱之际，极力扩张实力，在大漠南北 刮起一股突厥旋风
，拓地万里，控弦百万，不仅征服周边其他游牧民族，而且开始染指中原的事务。
北方的各路军阀，或多或少都在拉拢突厥，甚 至投靠突厥。
李渊，这位后来的大唐开国皇帝，为了避免与强大的突厥汗国对抗，同时也希望获得始毕可汗的支持
，跟许多军阀一样，选择了与突厥结盟，实际上乃是臣服于突厥汗国。
以此为条件，李渊得到了突厥人在武器、马 匹、粮秣、人员等方面的援助。
一年之后，李渊在长安登基，建国号为“唐”。
即便他头戴皇冠，突 厥人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李渊也不过是其摆布的众多棋子 中的
一颗罢了，自恃有功的突厥使者每到长安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突厥决不会做赔本的生意。
付出之后，必定要连本带息收回。
公元620年，突厥开始得寸进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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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李唐军队打垮了刘武周的 政权，收复太原。
在这场战争中，刚上台不久的处罗可汗派了两千人的突 厥部队协助唐军，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尽，突厥
人便找上门来抢地盘。
六月，处罗可汗亲自抵达太原。
视察了太原的防务之后，对太原所属 的并州军事长官、检校并州总管李仲文说：“并州刚经历战乱，
守备不足，突厥军队愿意帮助唐军协防。
”李仲文听了哭笑不得，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突厥人哪里是想协助唐军，分明是监视唐军的一举一
动。
可是连皇帝李渊对突厥可汗都毕恭毕敬了，李仲文只是并州总管，有 什么办法来约束突厥可汗呢？
面对强大的突厥，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
突厥的伦特勒带了数百名骑兵留在并州，并在石岭（今山西忻州南） 以北诸险要地带屯兵把守。
安排妥当之后，处罗可汗才放心地返回突厥。
“欺人太甚！
”李渊心中窝了一把火。
一个月后，李渊找到了一次报 复的机会。
李渊正准备与盘踞在洛阳的军阀王世充开战，这时，突厥人却打算支 持王世充，以遏制李唐的势力。
处罗可汗派遣特使秘密前往洛阳，欲与王 世充会晤，同时带去大量的牛羊，作为支持王世充的军备物
资。
突厥人搅了进来，怎么办？
是睁一眼闭一眼装没看见，还是狠狠打击 一下突厥人的气焰？
李渊踱来踱去。
很显然，突厥希望看到中原诸雄维持一种均势，这样 对突厥最有利，可是李渊又怎么甘心做一个草头
王呢？
想到这里，李渊拳 头一握，嘴里挤出一个字：“打！
” 突厥特使在一支护卫队的保护下，正秘密向洛阳方向行进。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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