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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

前言

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只不过有些时候表现突出，有些时候比较隐
晦罢了。从法理的角度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政权结构和政权之下的区域结构的核心问题。通
俗地说，中央与地方是构成国家、王朝的基本内容，没有中央，王朝就群龙无首，形成不了一体性的
政权；缺少地方，王朝就没有地域，形成不了气候。这二者是国家和王朝组成的有机部分，其道理之
明确，无须作出更多的解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古典时代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这倒不是说不存在
其他的关系，比如经济的、法律的、思想和文化的等等，但就其实质而言，政治关系可能占据中心位
置，这种关系似乎起着支配其他关系的作用。这里是不是过分强调了这种政治关系呢?这就迫使我们再
回头审视一下中国过去时代的核心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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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

内容概要

《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主要内容：随着全国局面的确立，东部的发展，特别是南方
的崛起，原有的控制格局逐渐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形势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的发展方
向，即由西向东转移。安史之乱将这个转移明确起来，以河北为中心的藩镇势力割据该地，正是这种
转移的某种表现，只不过它是以地方割据的形式反映出来而已。到唐末，王朝控制能力的丧失，使包
括河北在内的各个地区不再受到限制，纷纷割据独立，又一次形成分裂局面。在这里，河北的发展，
在契丹人建立辽朝的冲击下，河北与东北开始形成新兴势力崛起与发展的核心地区，以后的王朝由此
而兴，正如早期王朝从西北兴起的那样，后期王朝都将河北视为控制全国的重心而予以特别的关照。
唐朝中期以后中央与河北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中国历史东西转移的关键之处。如何从这种角度认识河
北，将有助于理解唐朝中央与河北地方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也仅仅是涉及到这样的问题，许多
具体的情节有待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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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

章节摘录

县更名为曲阳县①，说明不会再有第二个曲阳县出现了。从以上所列举的郡县调整的事例来看，北齐
调整郡县的确有打击大族势力的考虑，但从现有史料看，以调整政区来遏制大族并不是高齐政权并省
郡县的唯一目的，如高、封等大族猬集的渤海郡、李氏聚居的赵郡并没有大规模的区划变化。可见，
一个政权制定计划，进行改革，往往不是在一个因素促使下进行的，而是要在兼取多种有益的结果的
前提下，才会付诸实施。正如严耕望先生认为的那样，解决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的局面②，也是北齐并
省州县的目的之一。但同时应注意，“国家部门如何应社会变动，如何在符合地方社会现实条件(自然
的或人文的)的前提下，调整行政组织及其在空间中的分布形态”③，是巩固政权的主要步骤。所以北
齐政权在河北并省地方行政机构，是出于多种考虑的。统治者的初衷和客观结果，都是北齐政权在该
地区“建立比较合理的政区空间架构”④，其合理性的真正含义是巩固王权，而这要在突出并强化河
北政治地位的前提下方能实现。那么，合理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北齐的政区调整与其
政体——“两都制”有密切联系。东魏北齐设有两个都城，即邺城与晋阳。这两个都城在职能上有分
工，邺城是政治中心，晋阳为军事中心。北齐国都邺城即属于河北南部的冀州区范围，而河北北部的
幽州区与“两都制”的关系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幽州区当从属于下都晋阳，是北齐保卫边疆、拱卫邺都
的重要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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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我向学校申报了中央民族大学“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的一个课题，即“唐朝对河北边地的经
营与蕃族的互动”，重点讨论的是中央王朝对河北地区如何治理、经营，河北在唐朝处于什么位置、
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变化，中央与河北的关系在唐朝前期和后期的表现如此之不同，为什么会这样?特别
是在晚唐，河北地区的南北呈分离状态，北部被纳入契丹人的势力范围，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而这些问题也是我近年比较关注的，于是选择了这样的题目。到2004年，我又申报了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项目，蒙允不弃，被列入计划之内。我申报的内容包括两项，一是唐代后期
的河北社会与河朔藩镇等问题，二是唐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问题。前一个题目与学校“十五”项目
是连续的，因为时间比较短，学校的课题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打算把这两个不同的项目
做一点结合，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主要是二者的目标一致。这样，通过数年的积累和努力，希望课
题能做得更好一点。可以说，本书是我参与的两个项目共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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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

精彩短评

1、有几篇是李老师学生写的，有点拖低全书的水准，但是总体讲很不错，是研究唐代河朔藩镇的好
书。
2、对河北藩镇割据社会文化基础的论述值得一看
3、资料内容都不错。。。
4、不好意思，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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