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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別裁》

内容概要

本書係作者根據多年研究之心得，融入前人、時人的創見以及地下發掘資料中所作成的新結論。
全書分為政治史及文化史兩部分。書中辨明剔除了前人著作中，因迴護、溢美並與事實不符的記載，
據實直書，使隋唐史原有的真相具體呈現，是研究歷史及一般讀者實用的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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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別裁》

作者简介

李樹桐，字菶陽，河北長垣人，民前三年生。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
曾任山東省立菏澤中學、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學教員，獨立出版社編審，私立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講
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現已退休。
曾獲國科會十餘年，並加聘為研究正教授。著有《唐史索隱》（本館出版）、《唐史考辨》、《唐史
新論》、《唐史研究》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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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別裁》

书籍目录

《隋唐史別裁》目錄
自序
卷上  政治史
第一編  隋的興亡
第一章  隋的建國及其內政
第一節  隋文帝的代周及統一
第二節  隋的內政
第二章  隋的對外及其亂亡
第一節  隋的對外
第二節  隋的亂亡
第二編  唐的開國及其盛世
第三章  高祖時代
第一節  高祖的開國
第二節  高祖的才略及其內政
第三節  唐的統一
第四章  太宗時代
第一節  宣武門之變（太宗的得天下）
第二節  貞觀之治（太宗的治天下）
第三節  太宗的安唐策（太宗的守天下）
第五章  高宗武后中宗時代
第一節  永徽之治及武后的得勢
第二節  武后的稱帝及其政治
第三節  韋后之禍
第六章  睿宗玄宗時代
第一節  睿宗的復辟及玄宗太平公主之爭
第二節  開元之治
第三節  天寶之衰象（安史之亂的原因）
第七章  盛唐的對外關係
第一節  北方的平定
第二節  東方的平定與交往
第三節  西方及南方的戰爭與和平
第四節  盛唐的疆域廣闊及四裔賓服的原因
第三編  唐的衰落
第一節  安史之亂的本末
第二節  肅代光復之原因及安史之亂的影響
第九章  藩鎮之禍
第一節  藩鎮之起源及代德時代的禍亂
第二節  憲宗的削平藩鎮（即藩鎮的歸附）
第三節  藩鎮之禍的再起及其蔓延
第十章  宦官的亂政績牛李黨爭
第一節  宦官的竊政
第二節  牛李黨爭
第十一章  唐代後期的外患
第一節  回紇
第二節  吐蕃
第三節  南詔
第四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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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別裁》

第十二章  黃巢之亂
第一節  黃巢之亂的本末
第二節  黃巢之亂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
第十三章  唐的滅亡
第一節  藩鎮的兼併
第二節  唐的滅亡（朱溫的篡唐）
卷下  文化史
第一編  制度
第一章  職官制度
第一節  中央官制
第二節  地方官制
第二章  田賦制度
第一節  均田制與租庸調制
第二節  兩稅法與雜稅
第三章  兵制與刑制
第一節  兵制
第二節  刑制
第四章  學校制度與科舉制度
第一節  中央官學
第二節  地方學校
第三節  科舉制度
第二編  學術與藝術
第五章  文學
第一節  詩
第二節  文學及小說
第六章  人文科學
第一節  史學與地理學
第二節  經學與性理學
第七章  自然科學
第一節  天文曆法與算學
第二節  醫學
第三節  建築
第八章  藝術
第一節  書法與繪畫
第二節  雕刻與塑像
第三編  經濟與宗教
第九章  經濟
第一節  農業與牧馬
第二節  工業
第三節   商業
第四節  都市與交通
第十章  宗教
第一節  佛教
第二節  道教
第三節  其他諸教
第四編  社會民生
第十一章  社會
第一節   階級
第二節  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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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習俗
第十二章  民生
第一節  物質生活
第二節  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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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別裁》

精彩短评

1、随便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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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別裁》

章节试读

1、《隋唐史別裁》的笔记-第1页

        p-25“（裴矩）闻处罗思想他的母亲向氏”，“思想”应为“思念”；
p-25“都伏俟城（今青海西十五里）”？伏俟城遗址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
p-26“部落未降者十余万口”，“未降”应为“来降”；
p-27“逐渐大⋯⋯毋邱俭”当为“逐渐（壮）大⋯⋯毌丘俭”；
p-29、30“来获儿”当为“来护儿”；
p-29“炀帝遣造布襄百余万口⋯⋯”，“布襄”当为“布囊”；
p-31“（炀帝）复作行军元师⋯⋯”，“元师”当为“元帅”；
p-36“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大斗，拔谷”当为“大斗拔谷”，在今张掖市民
乐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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