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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对唐代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内容概要

《安史之乱对唐代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一书，是一部关于我国军事经济史的研究专著。该书以安史之
乱这一中国古代重要战争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场战争对唐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丰富了我国军事
经济学术领域的内容。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唐王朝的政治走向，使
其由强盛走向衰落，而且改变了唐王朝的经济结构，自此以后经济重心由北方逐渐移至南方。因此，
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看安史之乱，它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而且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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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唐代相关问题概述　　安史之乱波及许多地区，为便于叙述，先将唐代政区作一概述。秦朝
在地方创立郡县制度，为历代奉为范本。李渊建立唐朝后，改郡为州，置刺史，实行州县制，设置都
督府（又名总管府）进行统辖。唐太宗即位后，为加强国家管理，裁并全国州县，并按照“山川形便
”的原则，分天下为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即所
谓的“贞观十道”。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和高昌后，国家疆域“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
接薛延陀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以下公元年份只注年份，不加“公元”二字），全国有州府
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增设二十四都督府，统领各地州县，因权
重不便被撤销。又分山南道为山南东西两道，在陇右分出河西道，十道演变为十二道。玄宗开元二十
一年（733年），在贞观十道基础上，以两都（长安、洛阳）为中心，在关内和河南分出京畿和都畿道
，山南分为山南东、西两道，江南分为江南东、西和黔中三道，将十道分成十五道，即所谓的“开元
十五道”。在各道设置采访使，监察地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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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博士论文，资料梳理，没啥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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