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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史之乱就像是个多米诺骨牌的开端，它的爆发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爆发，皇位继承问题、官员
腐败问题、藩镇割据问题、太监篡权问题⋯⋯一项又一项地走上历史舞台，让看上去鼎盛完美的唐王
朝，瞬间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病秧子。
这种政治弊病，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的结束而结束。
这个乱世延续了很长时间，在唐朝中后期，形成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大乱世，为最终走向五代十国埋下
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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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墨香满楼：本名倪亮，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
其嬉笑怒骂的写史风格，被网友誉为“史上最牛说书人”。
他的风趣 真诚
“一根筋”的说史态度，使其迅速成为继当年明月后，又一写史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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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帝王的面子很重要将领们在战场杀敌报国，虽说没张巡那么牛，但死得跟他差不多惨的大有人在。
属下的日子如此悲惨，作为他们的大老板，李亨的日子也同样艰难异常。
李亨被一群人晃晃悠悠地领到了朔方军的大本营灵武。
在此之前不止一个人跟他说，这里的治安有多好，人民多么崇尚和平，将士们何等威武。
这样的话听多了，灵武在李亨心中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大唐的最后一方净土。
原以为到达了安全地带，就可以坐镇灵武指挥全局了，不承想坐镇灵武安全归安全，就是有点憋屈。
当时，有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唐朝叛臣，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朔方进攻。
有朔方军队守卫，阿史那从礼对李亨虽然构不成什么威胁，可是身为一国之君，天天总这么被人骚扰
，也挺郁闷的。
寝食难安的李亨终于不耐烦，开始考虑离开灵武。
就目前情况来看，皇帝的两个老窝——长安和洛阳都已沦陷。
现在身为天子的李亨在哪儿，哪儿就是整个大唐的政治中心。
李亨要去的地方，就是全军所向的战略要地。
东、西二京陷落，李亨所在的地方就是朝廷中枢，李亨所去的地方就是战略要地，那么作为全民风向
标的李亨，他的下一站会是哪里呢？
李亨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时全国暴动的唐朝，还真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兵火祸乱，这个地方就是富饶的江南。
如果李亨选择了江南，靠着长江天堑，至少可以保证日子过得相当安稳。
这和老爹李隆基逃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的做法异曲同工。
但老李家的子孙大多都非常有雄心壮志，李亨当初既然没有跟随李隆基一起逃亡，就说明他已经放弃
了偏安的打算。
好好的一个王朝，东都西都之内，祖祖辈辈的家业统统落在叛徒手里，李亨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
经过多少代人才建立起来的大唐盛世的辉煌与骄傲，又怎么能这样轻易放弃？
既然李亨选择了留守，就不能再有一丝一毫逃避战乱的想法。
偏安这种事，李亨是万难做到的。
既然坐上了王位，就要有王的作为，于是李亨就把自己下一步要去的地方定在了长安和洛阳。
收复两京，是李亨目前最想干的事，也是最想先干的事从一个帝王的角度来分析，李亨的心情是可以
理解的，但从全局的战略角度来看，李亨的想法显然有点脱离实际。
从李亨所定的下一步目标可以看出李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清敌我形势。
现在老李家和老安家的情况就是，安禄山明显掌握了整个事件发展的主动权，原因有三——一是先发
制人，二是兵强马壮，三是气势正盛。
不过安禄山的优势明显，缺点也同样明显。
安禄山从范阳发兵，攻下洛阳，又一路来到长安城，这种横跨式单线行军路线确实拉得有点太长了。
战线一长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后勤补给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容易被对方拦腰截断，相信腰斩对
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
而大唐当时的情况也非常不乐观，总结起来也有三点：一是准备不足，二是久疏战场、战力锐减，三
是官员贪生怕死、不战而降。
可以说当时叛军靠武力拿下的城池，并不比大唐投降官员拱手相让的多多少。
而官员之所以会这么胆战心惊，主要原因还是安禄山的军队来势凶猛。
针对双方的现实状况，大唐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打几场漂亮仗，稳定军心，而后图收复两京。
长安、洛阳虽大，但跟全国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郭子仪和李光弼当时就提出集中大唐少量的有生力量，去截断安禄山范阳—洛阳—长安一线的行军之
路，甚至提出要直接攻打安禄山的老家范阳。
就当时两个人的军事部署来看，拿下范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旦这招“围范救京”的办法奏效的话
，那么安禄山到时候别说洛阳没法待了，他就连想回老家痛改前非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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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事儿想归想，就算这两个主力将军全力支持这条方针也不好使，因为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
人就是李亨。
首先，长安是生他养他的故乡，长期漂泊在外，必然归家心切；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亨是个
皇帝，当皇帝的把都城都给丢了，这事儿传出去面子上挂不住。
所以说，对于现在的李亨来说，老爹可以丢，大片江山易主也可以接受，但是这两个有关面子问题的
都城必须拿回来。
李亨的心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现在，李亨执意收复两京，难度却比直接攻打安禄山的大本营范阳还要大。
先不说洛阳，单说离李亨比较近的长安，就有潼关这道屏障。
不久之前就是因为这座潼关，安禄山的军队才死死地被绊在了原地。
要不是杨国忠从中作梗，安禄山又怎能那么轻易地拿下潼关？
老李家也不会白白损失二十万人的有生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潼关确实是一块战略要地，而且对于目前的大唐来说，这里并不是什么福地，别忘了
在这里还有那二十万冤魂正可怜巴巴地盼着有谁来陪陪自己呢。
想要攻打潼关，不搞个超大排场是拿不下来的。
要想有大排场，势必就要集中大批兵力。
别指望李亨会下血本把朔方的兵力都调过去，就算他肯，朔方的指挥官们也不愿意。
士兵是死一个少一个，现在保驾护航的重任都在他们身上，人都没了还拿什么保？
既然朔方的士兵得有所保留，那么想集结大军就得从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抽调。
而这一抽，可就要了当地将领们的血命了。
要知道，张巡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抽”死的。
那时候不过是抽了他一点粮，这回朝廷连人带粮都得要（行军得吃饭吧）。
当时战局吃紧，各个地方的兵力本来就不多，如果再被抽走一部分，局势只会更加不利。
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军事头脑的李亨显然没有考虑到。
前面我们也说了，只要能回家（长安），其他地方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李亨一路迁移，从彭原到凤翔，脑子里只有收复首都这个目标。
不过我们也不能责备李亨的误算。
李家人虽然也有军事血统，李渊、李世民都是戎马出身，战略头脑不错，但大唐建国后，名将辈出，
哪里还需要皇帝去打仗。
就算是舞刀弄枪的李隆基，也不过在宫廷范围内打打杀杀，现在全国各地战事纷起，李亨没傻眼就已
经不错了。
所以，虽然李亨的想法有些想当然，至少李亨作出的决定坚守了国家的根本。
作为一个帝王，他合格了。
在李亨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李家人代代相传的事业心，只要这份事业心还在，大唐就有一线生机
。
这是李亨从祖辈、父辈身上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一个帝王的基本素质。
经过长期颠簸，李亨的身体越来越差。
面对战局，他始终不肯退缩，一是因为他本人一贯的坚持，二是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他有可以信任
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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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朝到底是怎么回事5》：唐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是一帮很猛的心灵历程。
我不是想说唐朝背后的虚弱，更不是想给某个被埋没或被篡改的大人物正名，我想搞清楚的是，唐人
到底是怎样一种人？
唐史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我说的，也只是我所知道的，不保证对，不保证真，但一定保证会有用。
历史不仅应该好看、有趣，更应该有用，把历史能说进人心里去，它就一定会产生作用。
我敢说将近三百年历史的唐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二十四个王朝中最难说明白的一个朝代，因为他很
纠结、很复杂、很难说，这些并不是因为他很强很繁华，不是因为他在国际上很有名很有影响，而是
这段历史很有意思，一不小心，你便会掉入唐史中那些人为编织的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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