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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安史之乱致命打击後!唐朝国祚延续一百五十馀年!实现这一点

所凭藉的!正是在
'

地普设藩镇的做法#传统看来!这一做法是唐廷$削弱

自身统治(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
!

%&页'"' '!但 )危机与重构"唐帝

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所要论证的!则是通过$建藩%以实现$削藩%!构

建新型的$朝藩秩序%!是$帝国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

而?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 %&页$ '#虽然这种新构建起来的藩镇体系和唐

朝前期的节度使体制一样!

�

带着某种
�

灭性基因!最终造成唐朝解体!但

就安史之乱後!这种乱後新体制的创建!

(

生动反映了中央皇权应对地方离

心势力重新建立有效支配力的种种尝试与努力#

本书调和了结构性分析和以行动者
!

导向的
4

述的两种研究路径#作者

聚焦於历史进程!

)

调国家权威(政治制度以及军事将领和地方性力量如何

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局势变化中!左右了事件的展开与走向#这些充满变化而

又彼此联动的$事件丛%共同构成安史之乱後帝国藩镇体制的演化(最终完

成重构的历史过程#这书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深度细描#

由於论述重心在於中央皇权的重振!加之对地理因素的敏感!作者择取

四个与唐廷具有密切互动关的空间关展开论述!分
0

是河南(关中(河

北和江淮#四个区域的历史彼此交织(紧密联!但分
0

来看!各自在相应

时间轴上!确实展示了不同的重构历程和特色!而其中差?!与不同的地理

环境有关!更与各区域自身既有的历史
q

络及其对於唐廷的空间价值有关#

因此就书写策略和结构来看!以空间
!

瞃索虽然付出了时间点与事件反复出

现的代价!

(

借此得以进入不同区域的深层与局部!使得论述更加细腻准

确!阐释层次也由此丰富起来#

除了考察河北的第三章论述时间向前追溯到武周时代!下延到唐朝末

年!其馀诸章的核心论述时段基本集中於安
3

山起兵至宪宗元和末年!以

$元和十五年藩镇空间版图 %&页'"% '作
!

重构历程的结点#作者通过历

时性追溯!展示了不同区域在走向这一版图所经历的不同经验#

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首先考察唐廷与叛军最先展开对

2

(也是对抗最
!

胶着的河南地区#论述围绕几个关键时间结点展开#首先

是%''年末!安
3

山起兵攻下洛阳!地方官吏张巡仅凭一腔忠诚而成
!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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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的主力!而玄宗(肃宗之间暗及受江淮地区永王瞞事件的牵制!导致

唐廷官兵在数年
'

迟迟缺席这一战场!乱军长时间?据主动#其次是%'/

年!两起事件先後发生!李光弼帅朔方军南下主持战事!安史乱军
'

部安庆

绪(史思明权力更迭导致田神功率平卢军易帜南下!几年後与侯希逸所率更

大规模的平卢军在河南地区合流#几支力量共同汇於李光弼麾下!同时进行

东西两瞃作战#再次是%*(年!代宗登基!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结束!瓦

解瞕臣重兵成
!

要务!而次年李光弼去世带来了
B

好契机#李光弼旧部被一

一调离河南!使得这一地区被北来安史旧部平卢军分而有之!形成淄青(汴

宋(淮西三
)

鼎力的局面!延续整个代宗朝#在此过程中!%*"年举州归唐

的滑州刺史令狐彰
!

这一僵局带来了变数!%%"年令狐彰去世!代宗趁势建

立永平军!派出文官李勉坐镇!在河南地区确立起新型的朝藩样板!唐廷进

一步坚定了剿灭平卢军势力的
2

心#最後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发生在大十一

年&%%* '!田神功去世後!汴宋属将李灵曜政变!?联合河北魏博军!此

事最终导致汴宋节度使解体的同时!使得淄青和淮西的进一步扩张!?
!

数

年後德宗登基之初因
)

硬削藩而激起$四镇之乱%埋下了伏笔#直到元和十

二年&0$% '和十三年先後平定淮西和淄青之前!德宗和宪宗两朝对於河南

地区再未?取激进的压制措施!转而实行随机立军的策略!於是也使得这一

区域出现镇军林立的局面#

第二章$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重新回溯了中晚唐$京西北八镇%

格局充满变数的动态生成史#不同军力的出入构成关中地区嬗变与重构的主

要瞃索!同样突出展现
!

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其一是%*(年!代宗登基之

初!吐蕃东扩!皇帝被迫撤离长安!宦官鱼朝恩趁机主导京东军事战略空间

的构建!?在乱後将这支以陇右边军与在陕兵
!

主的神策军带入禁中!培

植壮大後再由禁中向京西北发展!逐渐布控出南北三条防瞃!与此同时!

调兵防秋一举也於此际出现#次年!泽潞李抱玉率兵入据凤翔!马瞞率四镇

安西兵入据
�

宁!加
)

京西北军防力度#其二是%%%年!李抱玉去世!幽州

将领朱?率防秋兵进入凤翔!而此前马瞞已帅四镇安西兵移镇泾源!将
�

宁

让给河中而来的朔方军!直到此时整个京西北地方依然由朔方军所建立的政

治网路所主导#其三是%0$年!德宗即位!郭子仪去世!唐廷得以顺势分解

朔方军!?完成对几个重要军事职位的人选更
\

!朔方军之名号得以保留!

?由李怀光接任节度使!但京西北整体局面在唐廷看来已大
!

改观#这一举

措的顺利推进激发了德宗的信心!以
)

硬的姿态应对河北(河南诸镇的桀骜

举动!於是很快激起$四镇之乱%!在调拨北军南下平乱过程中!又先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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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泾原兵变(李怀光叛乱等一系列事变!最终淮西李希烈也走向唐廷的对立

面!直到贞元二年&%0* '李希烈去世乱局才得以告一段落#这一系列的危

机击唐廷的同时!也葬送了乱军自身!关中地区此後神策军一枝独大!成

!

当地防体系构建的主力#

第三章$河北" >化外之地 ?的?同 %!作者希望重新检讨 $河朔故

事%的形成史!最终揭示出这一$故事%之形成!是唐廷经过地缘政治考量

和经济利益计算後的理性选择&页(&01(*" '#承认河朔自立看起来是面对现

实的被动接受!但亦不妨视
!

经过长期局势嬗变(唐廷精细权衡後的主动选

择-毕竟主导河北局面发展的!始终是当地政治军事精英#但作者
)

调!河

北地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存在!几乎安
3

山起兵过程中当地就存在叛

乱(勤王(自立等多股力量-而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河北地区自唐前期开始

发展起来的多重军事构造有关#安
3

山军团延续了这一性格!使得在动乱过

程中!不同系统的兵力有不同的表现!这样的差?也继续保留在後安
3

山时

代的河北军事格局当中!演绎成一系列区域性危机与重构事件!最终形成成

德(魏博和幽州三
)

鼎力的局面!三者之间亦因
!

地理位置和军力构成不同

而各有差?#成德吸纳了大量安史集团中的军将!因此呈现以将帅主导(骑

兵见长的藩镇特色#魏博则在广德元年 &%*( '建镇之初就注重培植牙兵!

其力量逐渐增大甚至逐渐取代将帅主导了魏博一镇的政治局面#幽州则由於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早就表现出地域主义的性格!特
0

是与东北部族的互

动交织!影响了幽州地区政治局面的走向#河北三镇的性格差?源於各自的

地理和传统!而这样的差?也使得三者与唐廷之间发生不同的互动!?得以

将突控制在彼此可以消解的范围
'

!同时维持政治结构的平衡#

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时间瞃索与前两章是相呼应的#安

3

山起兵之初!官军在河南战场缺席的背景!由本章永王瞞事件的深度解读

与全景展现得到补充#%*#年宋州节度使刘展南下江淮变乱!而河北田神功

率平卢军南下平乱&页&(&1&&( '!开
*

了平卢军进入河南!填充当地军力空

缺的序幕#%*&年!李光弼去世後!其嫡系被召回京师!另有不少旧部转而

继续南下进入江淮!十多年後!在建中初年$四镇之乱%之际!柏良器建议

在浙西组建镇海军!?推荐财政高手韩出任节度使!这支浙西兵在兴元元

年&%0& '李希烈叛乱危机最
!

险要的时刻!力挽狂澜於既倒!成
!

拯救唐

廷的中流砥柱#但和此前任何一支功瞕卓著的军力一样!镇海军在贞元三年

&%0& '韩去世後!不可避免遭遇了被肢解的命运#此後浙西再无大型军

团!元和年间李瞭叫板中央的主要资本!是自己用钱雇佣的职业兵!而其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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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正规军!经过作者?沉!则是贞元十六年 &0## '徐濠泗节度使张建封

去世後!其属将张子良带入浙西的徐州兵 &页'#* '!与李瞭之间既无紧密

的联!自然也很难追随李瞭一道改变政治立场#

本书结语部份提到陈寅恪关於唐史轮廓的两个精要论断"其一!唐朝得

以建立?
)

大!得益於建国之初所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及围绕这一政策

凝结而成的$关陇集团%-其二!经过安史之乱的重创!唐朝之所以能
.

延

续!在於成功建立起 $奉长安文化
!

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的政治集

团%!後者被作者命名
!

$中央本位政策 %&页'(( '#两点之间漫长的过

渡便是本书集中考察的$危机与重构%的历史过程#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在

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相对独立的不同区域板块在这一震?过程中

逐渐走向相互依赖(密切联!但这?不意味着区域差?的磨灭!恰恰相

反!在这一新型地缘政治空间成型过程中及之後!不同区域的地理(政治(

文化
q

络差?始终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整体来看!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於重审安史之乱後以$建藩%而$削藩%

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安
3

山起兵所触发的危机?非单向度针对唐廷!恰恰

相反!从安
3

山起兵一刻起!无论是河北地区还是叛军
'

部!都已显露出千

头万绪的矛盾#在遣调不同区域兵力四处应对战事过程中!不同区域
'

部的

军事成份不断发生变化!使得消除旧矛盾的同时!不断演生出新的矛盾#而

所有的摩擦!都不然发生在中央/地方这样的二元结构当中!四镇之乱(

泾源兵乱以及本书?沉出来的$幽陇兵乱%&页$*/1$%0 '等一系列危机!背

後都涉及到军队的迁转动?!离开故地(丧失本营(

+

有稳定的价值认同和

物质基础!成
!

动乱背後睶在
(

实在的原因#於是!这些叛乱无一例外成
!

确定价值(

&

取资源的行动选项!但震慑唐廷的同时!这种同归於尽的手段

实则葬送了乱军自身!而这正是危机得以成
!

重构契机的原因#

以空间建立框架!在各个空间
'

部!作者紧密扣合历史事件展开
4

事!

其中具体行
!

者的选择往往扮演关键性角色#与其
$

安
3

山起兵对唐朝国力

造成巨大击!毋宁
$

这场动乱真正打碎的!是既有的政治机制!虽然起兵

本身正是这一政治机制病变的结果#秩序崩解所带来的!是支配权威的丧

失!制度和身份受到极大挑战!个体才能由此变得格外重要#於是在结构性

因素之外!我们看到
#

多关键转折!无一例外发生在$大人物%坐镇与去世

之际!带来了 $危机与重构 %的契机!改变了区域态势的走向#除了大人

物!一些小型军事团体及其领袖的作
!

!往往不易察觉
(

至关重要!比如本

文对永王瞞属将季广琛 &页&$/1&"* '和李瞭属将张子良 &页'#(1'$" '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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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就非常精彩且有
$

服力#

如果不把安
3

山起兵简单视
!

一场危机!而看作是唐帝国重新安排和调

整人际关!

�

酿新的思维方式和行
!

方式的起点!我们就会注意到!唐廷

在这一过程中屡屡陷入军事危机!

(

始终握有相当的主动权#这一主动权实

来自於?
+

彻底沦丧的皇权及其象徵!职官或头衔成
!

皇帝手中可无限量

造和派发的象徵性$货币%!这些$货币%不然可以收买所有人!

(

对相

当一部份人具有吸引力!特
0

是那些以$文%

!

业的官员#大七年&%%" '

滑州刺史令狐彰去世前夕!上呈代宗一封 $受恩则重!效节未终!长辞圣

朝!痛入心骨%的遗表!皇帝览此表後$嗟悼久之%!又将此表宣示百僚!

$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睵%&页*& '#这眧
+

有一兵一卒!

(

让我们
)

烈感受到了言词的力量#令狐彰去世後设立永平军!以李勉出任军帅!开
*

了文官出任节帅这一范式的先河#此後唐廷在培植军备的同时!也格外注重

以文辞重建意识形态网路#兴元元年 &%0& '在河南地区!唐廷和李希烈乱

军在漕运据点之一宁陵对峙!守城将领刘昌
!

唐廷苦守四十馀日!几近
B

望

之际意外迎来江东镇海军的支援 &页/#1/$ '!在关中地区爆发了李怀光叛

乱!成
!

神策军得到进一步扩张的契机#这一年还有一件颇值一
$

而本书未

提的事!那就是翰林学士陆贽操刀
!

德宗写下+奉天改元大赦制,!?借国

家资讯传递管道广宣各地!泽潞节帅李抱真收到这一诏书後入朝!对德宗

言! $山东宣?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成
!

一次言词化解军危於无形的典型事件#这种文臣於白刃之际! $搦管即成!

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的情形!在中晚唐$危机与重构%历程中

一再上演#因此!宪宗元和时代得以实现$中兴%!自然是基於此前历朝
!

其积累的军事财政资本!但陆扬也提醒我们! $以往对宪宗平藩的研究过分

)

调其>战?的胜利!而忽视了宪宗通过政治舆论而造成的>势?的作用%

&陆扬!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0 '!

後者正是本书时或闪现而未及深入之处!如本书提到河北成德镇在晚唐呈现出

鲜明的文质倾向!是时代风气影响整个河朔地区的缩影&页(#'1(#* '!指出

随着削藩战
&

的胜利!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

帅或幕府僚佐!这是唐廷重构藩镇权力结构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央

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还
)

调这些文官与文官节帅存在不同 &页'(& '!

在在反映出!在区域政治结构!特
0

是本文详细分析的军事结构震?重组背

後!整个国家官僚体系的重组在同步进行#这样的官僚体系重构过程在不同

社会情境下的表现!同样取
2

於空间地理(社会身份和文化联与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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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需要置於同一时段区域事件(社会关(个人作
!

和民
#

心理等交互

作用中进行审察#

李丹婕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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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0#年代!华琛QVCR3?AXNC4?7JS开始从民间宗教探讨中国社会历

史文化过程的研究#华琛提出神明的$标准化%作
!

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整

合系统!他认
!

这个系统
)

调的是神明的象徵和仪式实践&行
!

正确'而非

信仰#正是象徵与实践这一结构的模糊性!

!

中国晚期帝国文化的统一性与

差?性提供了空间#随後许多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加入了这场讨论!对华琛

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覃延佳的)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建构"广西上林

师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一书就是由此出发!通过考察广西上林地区的师

公///地方仪式专家///的能动过程!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广西上

林地区师公的神灵谱系(仪式过程和仪式文本的讨论!解释师公仪式传统与

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构#

在导论部份!作者从中国宗教与社会结构性问题(道教的仪式研究取向

和民间仪式传统的正统化与多元性这三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详实的梳

理!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取向" $从特定仪式专家的仪式及其文本来分析其仪

式传统!寻找仪式专家自我区分的
'

在逻辑!从而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来阐释

民间仪式专家之仪式传统在区域上的相对统一性与多元性# %&页$$ '在研

究方法上!作者借助社会文化史学的反思视角!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将

师公仪式传统的承继与建构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仪式情境中去理解!?发

掘其与地方文化的关#作者还介绍了撰写本书的基本思路(所运用的材料

及简单的分类!以及全书每个篇章的
'

容简介#

在第一章!作者选取了在上林地区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西燕镇四个影响

较大的师公班作
!

对象!对他们自清末以来的师承谱系进行了分析!比较了

他们之间的?同!追溯师公进入这一区域的历史!阐述不同师公班子之间的

传承与重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师公认同与区分#最後!作者还将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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