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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彭城》

内容概要

公元8、9世纪的大唐帝国，内有藩镇跋扈，外有吐蕃、南诏边患。为处理南诏边患，唐廷调动三千名
徐州军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后，约期没有兑现，军士归乡之路遥遥无期。其中八百名戍守桂林的
家眷获知消息后，请人代写家书，让前线的丈夫回家。这引起信件促成了士兵杀掉队长、逃亡返乡的
行动。他们回到徐州后与城内军眷里应外合攻陷徐州并叛乱数年，这是近因。往前追溯，徐州和唐廷
过去百余年来都有深层的不稳定关系，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财税四大问题，其中有40年成功夺取
地方自治权，另有70年不断抗争中，曾经7次驱逐和杀害朝廷节度史。最后唐帝国动用二十多万大军才
平服这次叛乱。
本书分内外两篇叙述并剖析了这个故事的始末。内篇主要讲不同的治理模式给予准北居民的优劣感受
，是激起抗争的内在动因；外篇着重讲抗争行动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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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彭城》

作者简介

卢建荣，中古史专家，现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史学研究所专职教授，目前在台湾提倡新文化史、
新社会史研究、叙述史学与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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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彭城》

精彩短评

1、研究方法上很有借鉴意义，学术上有一定价值。可惜作者用小说来结构全文，而文学叙事并非他
所长
2、还行吧
3、想走叙事史学的道路，却没有史景迁和魏斐德的叙事本领，支离破碎的情节，还不如以正常论文
手法写作。
4、一流考据，三流体例。出版社也够可以的，把裴度的名字印全了有那么困难吗？
5、地方史的概念还行，让人印象深刻。但老实说史料有限，没有挖掘出太多细节，太表面。浪费了
这么好一个题目，如果没时间看全书，读一下尾声总结也够了。
6、自治史....
7、运用历史场景复原的手法来讲述一段还算深奥的历史，值得借鉴。
8、结构有点混乱，史学功底还是可以的，资料很多，只是半考证半小说形式，让我看不太明白，中
心思想没有表述清楚，唐中后期是民不聊生，军阀混战，有兵就是爷，乱世出豪杰
9、北大社某责编负责的几本书，错别字 多的简直没法忍
10、叙事史学在中国好像不太受认同，毕竟中国自乾嘉学派以来就是以史料来证史的路子。
11、叙述史学。不好写吧
12、以叙述史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唐以后徐宿道（徐宿泗濠四州）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的斗争。从
政治、经济、税收、生活角度分析了这两种治理模式下的变化，可以感受到唐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
依据和现实考量。
13、徐泗民族一页光荣史。以后不敢再随便说庞勋是流寇叻。。。
14、内容不错，但文体雷人兼用词台湾呛太重影响阅读。
15、小说就蛋疼了一些，但是这种尝试还是很好。希望其他三本尽快引进
16、人言而如临其境。
17、文笔很让人无语⋯⋯
18、內篇仿佛小說，語言風格如作者平日說話；在台灣講“自治”頗討巧。
19、随大流买个看看，为毛序曲那句祸基于桂林我越读越不对劲，虽然黄巢之乱和庞勋之乱某种因素
上都是在桂林这个祸源地，但是宋子京的话也不能套用吧。 最后实在读不下去，快速翻完。
20、内容是很好，但是那个写法，是要写成小说吗？而且这小说的细节真的蛮囧的。
21、15/10/17
22、着眼点盯住徐州，还算不错。不过文风真心堪忧。一般史书要不就像黄仁宇一样纯小说叙事，要
不就像史书一样严肃叙事。作者居然采用第三条路，每章都有一个主线人物，从其口中讲述。讲到一
半，笔锋一转，说由于其时代局限性无法看清，需由作者亲自讲述。神一样的画外音⋯⋯
23、结构略有跳跃，新模式和故事性的驾驭有待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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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彭城》

精彩书评

1、　百余年来，彭城地方与中央的角力，取决于中央政府与河北三镇的关系，局势较为安定时，中
央政府更倾向于扑灭地方势力的挑战；否则，则会选择暂时性容忍。因此，彭城的历史呈现出地方推
举和中央委任轮番执政的状态。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央委派者可能有离心倾向，成为地方利
益的代言人，例如张建封；地方推举者一旦地位稳固，反而可能有意/形势所迫成为中央利益的代理人
，最终被驱逐，例如王智兴就是因为役使民力过度而丧失地方军官团的支持。我们选取了书中八个较
为重要的问题，希望以此来呈现历史史实背后的复杂性。 （788年）现实：相对的极权与分权徐帅张
建封虽在名义上统有泗州，但终其任内，他并未对泗洲有任何人事任免的动作张伾久任泗州至少二十
年，可说根深蒂固，麾下部众于伾病死之后原拟拥戴张伾子的，但为张伾妻、子严拒。唐廷于805年为
此重赏张伾妻和子。所以，严格说来张建封对于张伾刺泗一事，完全不去动它，可说是尊重皇权的表
示。（822年）自治：夹缝中才能生存(王智兴逼走主帅崔群，夺权成功）王智兴在徐地搞自治，比起
河北三镇所搞的大号自治，只是小巫见大巫。王智兴是利用唐廷讨伐河北三镇无功的夹缝中才有在徐
州玩自治的政治游戏的本钱。唐廷之所以含容徐府，只因一时无力大举对付徐州罢了。（826年）主帅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走钢丝（王智兴响应朝廷号召出征，使得徐师境外作战过久致使地方利益受损）
当王智兴抗唐时，其他派系的军官与他采取同一立场，这时内部凝聚力强。王智兴处此情况自然与部
众之间表现一副恩庇—扈从的关系。如今王智兴一面倒地倒向唐廷，他的部众酝酿弃他而去，正是恩
庇—扈从关系的结束。出征：求的是发财而不是送死（837年）赋税：基于历史所感受到的赋税加重（
徐州曾有50年未向中央缴纳赋税，且有巨额的商业税为地方所用）自行统治的徐府其军队的给养靠的
是商税，与徐地人民无涉，如今朝廷领有徐地，为推行朝廷集权政策，全面催促农民缴税，其中的三
分之一用以供养徐军。在徐府，自行统治时期的税收与朝廷派官治理时期的税收，一轻一重之间，徐
地人民完全感受得出。（862年）募兵：选取顽劣分子强行派遣谁该上安南战场，一直是王式的后继徐
府主人头痛的问题。募兵为的是充军边关，是无人应募的。徐府主人只能玩强行派遣的把戏。徐帅安
抚军眷的手法，大约是说，谁叫你们丈夫不学乖、喜欢闹事，今天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只要去安
南战场服役且三年不死，过去的黑资料可一笔勾销。（868年）超期：财政问题导致的超期戍守在桂林
有八百人，是上一梯次三千部众的一部分，老是向徐府表示代还。有幕僚向藩帅崔彦曾说，要是再征
下一梯次兵前赴岭南，非有一笔大开销（按：主要是兵员的粮料费和安家费）不可，而此时府衙收入
拮据，乃建议府主不调返岭南戍军为宜。在此，更可以看出新的财税划分制使得徐府收入减少，跟之
前王智兴时代依商税养徐军，既不伤农户收入，又不用上缴朝廷税物，徐府其前后情形有着天壤之分
。（868年）误读：朝廷内部安定，则有余力扑灭地方挑战（八百戍卒千里奔袭，攻下彭城活捉主官，
并谋求自行选帅）徐地人的看法是朝廷的旌节应该不出十天半个月就会到达。这完全错估形势，所犯
的错与当年银刀军赶走温璋相仿佛。咸通三年（862）和咸通九年（868）唐廷内部可说相当安定，绝
对腾得出手去对付徐府乱事。（907年） 终局：使用暴力镇压者死于暴力（唐朝耗时一年，动用十几
万军队扑灭暴乱）乱后这场叛乱分子的余孽依旧在借机生事，可见对唐廷的怨恨并不因受到镇压而屈
服，乃至化解于无形；相反地，他们在伺机反扑。若干年后，濮州王仙芝起事，869年历劫余生的叛乱
分子相继投入新的叛乱洪流中去。屡屡以惨绝人寰的骇客计划去屠灭叛乱分子的唐廷，这次可是在这
场叛乱洪流中灭顶。
2、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
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
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
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再往前追溯到一百年前，从徐州一
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此外
，他还意图从传统的史料中发现新的内涵，从而“替历史中被消音的弱势群体兼失败者发声”。本书
内篇分为三部，每一部的叙事主体——徐州节帅王智兴（822—832在任），在教坊专司讲笑话的彭城
伶人张渐（—845），以及亲眼见证唐朝灭亡的史家郑樵，实际上就是那些被掩埋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人
。在作者笔下他们一一复活，从各自的角度讲述晚唐百余年中彭城与帝国的互动及各自的命运。事实
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
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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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彭城》

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到了唐武宗会昌四年（845），在商讨对泽潞用兵的御前
会议上，宰相权德舆已经明确表示：“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这是在朝堂上
毫不遮掩地承认河北三镇的特权，且君臣都习以为常。“庞勋之乱”发生的长程的时代背景就是如此
，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
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
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
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
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
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
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
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
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完全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
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
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
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
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
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
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
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遗憾的是，文中几条
线索并没有交代得很明晰，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他这本以叙事史学结构的“历史小说”，语言过于啰嗦
。他的长处还是在历史叙事，这也使得以史学手法写就的外篇可读性，反而要强过以文学写法写就的
内篇。相较美国的史景迁、欧阳泰以及国内的茅海建、骆宝善，他明显欠缺叙事上的天赋和才能。最
后需要指出的是，把彭城和中央的矛盾简化为自治与集权的对立，可能存在简化历史的危险。若以此
为准绳，该何以解释781年李洧脱离相较独立的淄青镇，倒向朝廷的历史事实？
3、通过追诉“庞勋之乱”的事件脉络以及事件被积压的背景，我们自然来到了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对
于地方的重新规划治理上了。在此之前，先从庞勋之乱到底意味着什么来讲：徐州等地的人们或者哪
些群体支持庞勋的“造反”，书中针对底层和中层对于庞勋之乱的不同站队以及站队的变化，指出了
投机性和官逼民反的特点；类如庞勋之乱的事件自此增多，而背后的革命造反理论甚至可以归于一处
，本书称其为“跨地域性的革命宗教信仰”，那么这种观念和思想是怎样被传播开的，民众又是出于
什么原因和目的去相信的呢；后庞勋时代的起事从庞勋之乱上学到了不少经验，最明显的便是流动性
战略，十分考验帝国的机动性和协同作战能力；总之，庞勋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帝国在中晚唐的形象和
能力转变提供了一块试金石，也牵涉到了唐帝国的矛盾到底在何处的大问题。从历史上看，唐朝的灭
亡是很奇特的，不是直接在黄巢大起义打击下亡国，但黄巢起义恰又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这个层
面如何看待藩镇的作用呢？回到徐州问题的起点。徐府与中央的关系和河北三镇是相当不同的，但也
并非如同其他河南地区的宣武等节度，但是徐州的地位在帝国中确实不容忽视的，从徐州的级别变化
便能看出，帝国虽然也曾经希望在徐州不安分之时将其降级，但迫于形势依旧会保持它的节度地位，
在唐中后期，汴河上的徐州和汴州是最重要的两个藩镇，江淮地区有着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和资源供
应，汴河这条生命线是帝国无论如何也要牢固掌握的，但是徐府的地方主义倾向是相当大的，本书中
比较简单地将其指向了地方军民不堪战争和劳役之苦，可能这个解读还是不够的，况且书中也是简要
提到了中唐以来徐州地区的一些变迁，但复杂面向可能还是比较单一而不丰富。在不同节度使任内，
徐州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期间的徐州有时是协助平叛的力量，有时是不安分的力量，对于后者，唐帝
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容许的，这和河北有着根本性不同，而徐州也不会有河北那样独立的地位和力量
，它的地位的获取大多依靠在帝国忙于对付河北无力插手徐州的特定时机上的行动。参考文献的线索
：方积六:《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唐代团结兵》、《魏博镇》王赛时：《唐中后期的军乱》、《
宣歙（she）地区经济初探》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桂林戍卒之乱》毛汉光：《中国古
代社会史论略论稿》、《士族籍贯迁移看士族之中央化》、《关陇集团婚姻圈之研究》全汉升：《唐
宋帝国与运河》牟发松：《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草市略论》任育才：《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
料之研究》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李孝聪：《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李斌城：《庞勋
起义》李宗保、曾敏于：《唐末藩镇与昭宗政局》周宝珠：《汴州与宣武军》林立平：《城市税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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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人雇佣关系》、《商人地位演变》梁方仲：《统计》黄清连：《高骈纵巢渡淮》、《宋
威与王、黄之乱》、《王铎与晚唐政局》曾贤熙：《唐代汴州》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郑学檬
：《隋唐的屯田与营田》卢建荣：《唐代财政专家之分析》、《唐代前期非常支出》、《彭城刘氏》
、《藩镇幕僚职位的探讨》、《室女墓》、《地方军事化对淮北》、《飞燕惊龙记》魏承思：《唐五
代商人与藩镇势力的关系》喻松青：《转天图经》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陈明光：《唐代
财政史新编》（杨炎两税法改革，最佳入门）日夜开三郎：《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曾我部静雄：《
唐代的防秋兵与防东兵》张国刚：《唐代健兵制》大泽正昭：《唐末藩镇的军队构成》（社会成分的
扛鼎之作）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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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咆哮彭城》的笔记-第147页

        

2、《咆哮彭城》的笔记-第173页

        地图七 868年至869年庞勋起事波及范围图 所显示的进兵路线 似乎是预演了一遍一千年之后的太平
天国军的戏码。

3、《咆哮彭城》的笔记-第4页

        三十年前老健儿，刚被郎中遣作诗。
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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