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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起来。
权力与欲望，梦想与勇气，一个动荡与转折的大世界里，如火如荼。帝王、权臣、英雄、宦官、后宫
⋯⋯悉数登场。
八年间，唐帝国胜极转衰。偶然与必然，造就着这段历史，却无不显示出历史的残酷和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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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蔚，女，曾经是IT人，现专职写作。从小涉猎广博，虽是理工科出身，但才思敏捷，文史工底深厚
，喜爱并擅长舞文弄墨。已经发表文学类的小说和散文数十万字；已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有《历史的智
慧——新三十六计》、《水之道》等；还参与了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工作。现正创作“汉唐宋朝大历史
”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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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编 两极之间第一章 踏血而来的唐玄宗一 天宝惊变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三 血腥笼罩大明宫四 时
势造就唐玄宗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一 贞观之治二 开元盛世三 贤相应时而生四 哥舒夜带刀第三章 风流多
情李三郎一 糟糠之妻忘得快二 要当皇后的武惠妃三 孤傲梅妃江采萍四 杨家有女名玉环第四章 隐蔽的
危机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二 庸相的价值三 安禄山的发迹四 蠢蠢欲动的暗流第二编 安史之乱第五章 忘战
必危一 大将未死敌手二 潼关内讧三 仓皇出逃的大唐天子四 梦断马嵬驿第六章 山河犹在一 长安沦陷二
太子终于当上了皇帝三 收复两京四 长恨歌第七章 乱世英雄一 白面书生奋义旗二 扼一城而捍天下的张
巡三 郭子仪功盖一世四 白衣山人李泌第八章 大诗人们的命运一 万事不关心的王维二 红尘中的谪仙人
三 杜甫愁何在后记附1 本书大事年表附2 唐朝皇帝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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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
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
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
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
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
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
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
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朝
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
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皇帝确实
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
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
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
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
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五口计算，
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
话。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
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
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
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
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
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
有隙”。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
，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
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
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
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
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
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十九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
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
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
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
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安禄山一见到玄宗
，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
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
，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
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
，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
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五百余人，为中郎将的有三千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
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
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珀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
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
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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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衰易势，治乱更迭。大唐极盛向衰的转折，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之交，偶然与必然间，历
史显示出其残酷和不可抗拒。　　盛衰易势，治乱更迭。风流盛世，演绎悲情。为君者，盛极而骄，
德消政易，纵声色；为臣者，宠高则傲，包藏祸心，造乱世。　　祖孙贞观开元为盛世，则天玉环集
宠命不同，贤相权臣当政世迥异，开元节度天宝乱中华，乱世英雄功高不盖主，诗仙诗圣相轻更相重
⋯⋯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
，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
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
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
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
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
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
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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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乱
2、以大量的史实为后盾，真正让人感觉到盛衰之交的悲喜。
3、一块土地上的帝国一次叛乱就由盛转衰，影响后世一千年，不得不承认看似稳固鼎盛的大唐，暗
中早已埋下衰败的种子
4、这两天没事消遣看了这本书
5、尚可，逻辑主线不够明晰。
6、冲着安史之乱去读的，作为一个俗人想短期了解这段历史，这种风格勉强看得进去⋯⋯
7、没有一点专业常识！历史岂能还和过去小时候的评书一样呢？？？真是垃圾。。。
8、安史之乱，读来饶有趣味
9、以大量的史实为后盾，体验盛衰的悲喜交加。推荐连续剧《贵妃秘史》
10、表示浮躁，难以看下去...
11、对话过分意淫
12、看一看目录，唐玄宗的女人们一章里面居然有江采萍，当时我就震惊了⋯⋯翻到这一节看了一下
，全用宋人小说《梅妃传》内容。可是这是小说哎，历史上并无梅妃其人哎，连两唐书后妃传都不肯
认真翻一下就开笔写历史读物这样好么好么好么好么
13、闲读，书中内容并不准确，作者思路会比写1449大明惊变是清晰些
14、写史书，应该有种严谨的著书态度，不然就是误人子弟。兴趣广泛涉猎颇多应该是作者的一大特
点，但不求甚解也是其中一条，这样只能写写快餐式的无营养作品，挑几段历史上让人有兴致的段子
讲一讲，一是各类书籍多，二是音像制品也多，读者也随之很多，只能做茶余饭后随便翻一下的作品
，不可细究
15、朋友吴蔚写的，很不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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