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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
!

###泛东亚视域的角度

张达志

摘
!

要!安史之乱以后&肃'代'德三朝为应对吐蕃犯边&遂有河西'陇右'关内'山南'剑南

管内大批州县因陷入敌境而荒废&后又因朝廷陆续收复而部分复置&亦有如凤翔'陇州因

吐蕃寇扰过重而罢废县邑者(边境进退与州县废置互为因果&吐蕃大规模进犯结束之后&

边境州县在宪宗'穆宗'文宗'宣宗'懿宗各朝又得以陆续置废&展现出吐蕃进犯跨越时空

的深远影响(由此反观东亚世界秩序的内在联系以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制衡因素&

处于东亚世界中心的唐朝得以全力应对并解决来自西北'西南边境的强大压力&是以同时

期东亚世界东端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与稳定为基本前提的(

关键词!安史乱后+唐蕃边境+州县废置+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又作为东方文化与历史演进的研究

阵地&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如日本学者西
#

定生"

'堀敏一#

&中国学者高明士$

'韩癉%

等&均在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值得深思的是&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东

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朝鲜和日本(而西
#

定生先生界定的完整的'独立的'自律的,东

亚世界-&则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

地区&

(因此&将东亚世界的东西两端紧密联系进行整体考量&意义愈显重大(

东亚世界以唐朝为中心&而将,东端-高丽与,西端-吐蕃纳入同一研究视野&当首推陈

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有关,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研究&高屋建瓴&

影响深远(特别论及&,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

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然则吐蕃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虽

然岑仲勉先生认为,吐蕃炽盛-并非唐朝退守的主要原因&而是东北时局的复杂使然(

&但

陈寅恪先生标示的吐蕃与高丽之,连环性-&仍然启人深思(唐代前期东征高丽之史事&史

载甚详(而东北退守及至唐代后期之时势&则略欠明晰&其与东亚世界西端的关联&更少

有论及(既如此&则,连环性-在唐代后期能否成立&更加值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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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另文提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时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

"

&,前期结束

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既深且远&内忧之余&更

有外患(朝廷为平叛而撤回边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

弱&胡虏稍蚕食之(-

%汪先生认为&代宗朝承认河北藩镇后&与吐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薛宗正先

生指出&,吐蕃武功盛世的形成与唐朝的急剧转衰&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当其盛世的吐蕃赞普为

乞黎苏笼猎赞&天宝十四载$

D11

%至贞元十三年$

DCD

%在位&正值唐朝的肃'代'德三朝(在此期间&吐蕃

乘唐朝安史之乱边防空虚&多次对唐进行武力侵犯(

唐蕃边界绵延千里&自西向东依次为安西'河西'陇右'剑南(,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

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宝应元年$

D&0

%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

D&M

%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

$

D%D

%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虽然,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渐复故地&置官守(五年$

%1!

%&

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

已-

(

(吐蕃极盛时期&领土扩张至陇右'河西与安西&并攻占关内'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边境地带的诸多

州县)

&造成唐朝疆域急剧缩减&边境州县,大量罢废&并随唐蕃战和形势而发生复杂的建制变化&有必

要结合相关史事进行深入探讨(唐朝得以与吐蕃在边境胶着拉锯&与当时的东亚局势密切相关&亦有必

要在东亚视域中进行通盘考察(

一'吐蕃攻唐之进展

$一%吐蕃犯唐土与河西'陇右州县沦陷

肃宗朝吐蕃对唐的军事行动主要针对河西地区的要塞'城镇-./以及陇右地区的部分州县-.0

&其中陇

右道治所鄯州距蕃最近&吐蕃以此为突破口&洞开陇右之门户(宝应元年$

D&0

%&代宗即位&吐蕃遣使入

朝请和&但次年$

D&M

%七月&又毁盟誓大举攻唐&并曾一度攻占长安&以致陇州大震关以西诸州皆没(陇

右失陷后&唐朝疆土东西断裂&河西成为飞地(吐蕃为免受牵制&又持续侵犯&至德宗朝河西'安西'北

庭-.1全部陷落(

在此背景下&河西'陇右在地志材料记述中的排序亦发生变化&.唐会要0州县改置/将陇右道置于

山南道之后&淮南道之前+.新唐书0地理志/同+.旧唐书0地理志/将其置于江南道之后'剑南道'岭南

道之前+.太平寰宇记/将其置于山南道之后&岭南道之前+而.元和郡县图志/则将其置于岭南道之后&为

全书之末(.元和郡县图志/成书最早&而陇右道却排在最后&李吉甫元和年间成书之时&陇右道已经沦

陷&不在唐朝版图之内&而其后部分州县的陆续收复&又为李吉甫所未能得见(此种排序的变化&正可表

明宪宗元和年间以前的肃'代'德三朝&吐蕃进犯对河西'陇右乃至整个唐朝带来的巨大影响(

吐蕃相继陷河西'陇右后&至德宗贞元五年$

D%C

%&又,陷北庭都护府&安西道绝-

-.2

&其州县存废之详

情&更不可知(而河西'陇右地区则可通过史籍记载略加梳理(岑仲勉先生已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

书0地理志/'.新唐书0吐蕃传/列表考察了河西'陇右州县沦陷的年代&其中&宝应元年$

D&0

%以前&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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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定唐代北疆边界&以,正州直接领辖为限-$载.唐代北疆直接领辖之境界/&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唐

代研究学者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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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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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

武'叠'宕四州沦陷+宝应元年$

D&0

%&秦'渭'成'洮四州沦陷+广德元年$

D&M

%&河'兰'岷'廓'临'原六州沦

陷+广德二年$

D&$

%&凉州沦陷+永泰二年$大历元年&

D&&

%&甘'肃二州沦陷+大历十一年$

DD&

%瓜州沦陷+

建中二年$

D%!

%&沙州沦陷"

(河州为蕃占河陇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设有吐蕃东道节度使衙府#

&由此

至鄯'沙'瓜'甘'肃'凉等州均有驿路相通$

&吐蕃沿用唐朝驿路与本土驿路相连&确保政令的有效传达(

上列州县陷于吐蕃之后&其建制在吐蕃地方统治体系下是否存续&史无明文&因此不能确知陷蕃州

县是否被罢废(但陷落之后&在边境地区的唐朝一侧&却出现为数不少的行州'行县(行州'行县的设置

是否说明陷入吐蕃一侧的故州'故县依然存在&亦无确证(通过宪宗以后各朝陆续收复部分州县的情况

来看&朝廷因河西'陇右州县陷蕃不在版籍而将其罢废&也存在其合理性(但是&因陷于外族而被迫罢

废&并非出于朝廷主观意愿&此点是边境地区与其它地区的最大区别&应当特别指出(在河西'陇右陷蕃

诸州中&明确记载被罢废的仅有叠州之密恭'丹岭二县(,上元元年$

D&!

%&吐蕃入寇&密恭'丹岭二县杀

掠并尽&于是废二县(-

%吐蕃犯边以杀掠为主&即使攻占州城&亦非全面占领并有效治理&因此&陷蕃地

区吐蕃兵力所聚常呈点状分布(吐蕃攻占叠州之后&又四出杀掠管内属县&密恭'丹岭即在其中&其后吐

蕃即当撤出二县&故而朝廷因其荒残而罢废之(

$二%吐蕃占长安与关内州县废置

吐蕃对唐最大规模的进犯发生在代宗朝(宝应元年$

D&0

%四月&代宗即位(同年八月&浙东袁晁起

义&朝廷在重兵防御西北的同时&又要抽调兵力前往东南(截至宝应二年$

D&M

%&吐蕃已接连攻占河西'

陇右之大部&且兵锋并未止息&而是直指关中(广德元年$

D&M

%九月&吐蕃陷泾州&破州&直入奉天&代

宗幸陕&

&直至十五日后吐蕃退去&朝廷方才得以返京(此间详情&史籍载之甚详&此不赘述(其中&

坊节度使管内之坊州升平县&曾,以吐蕃侵破移县在横棒州-

'

&至宝应元年$

D&0

%罢废&后又复置(

&即与

吐蕃进退息息相关(

吐蕃退出长安后&并未沿进犯道路向京西北折返&而是直接西取凤翔&由于受到凤翔节度使孙志直

的拒守以及镇西节度使马瞞的力战而向凤翔西北退却&,屯原'会'成'渭间-

)

(此后&此四州之地便长

期成为吐蕃与唐朝盟誓的边界地带&吐蕃亦据此反复入寇关中&为害颇深(正是因为吐蕃占据原'渭一

带&威胁关中&所以朝廷于大历三年$

D&%

%十二月,以蕃寇岁犯西疆&增修镇守&乃移马瞞镇泾州&仍为泾

原节度使(-

,泾州直面原州&此后的唐蕃边境线便长期处在泾'原二州之间(据地志材料&泾州保定县

于广德元年$

D&M

%没吐蕃&大历三年$

D&%

%复置-./

&正与吐蕃进犯及唐蕃进退拉锯战的形势相契合(广德

元年吐蕃攻陷泾州&保定县随之陷落+大历三年马瞞镇泾州&关中之地多有收复&保定县亦在其中(

吐蕃不断发动进攻的目的在于,与唐争夺土地与百姓&以战养战-

-.0

&所以虽然代宗朝有唐蕃,兴唐

寺会盟-&但前线依然交战不断&且多针对紧邻京畿的泾'等州(大历九年$

DD$

%四月&朝廷调遣大军预

为边备&,$郭%子仪屯州&李抱玉屯高壁&马瞞屯原州&李忠臣屯泾州&李忠诚屯凤翔&臧希让屯渭

北-

-.1

&形成环围长安西北的战略防线(此后&吐蕃又攻临泾'陇州&次普润&焚掠人畜&并大举进犯剑南

西川(在代宗亲征的强大压力下&吐蕃再次退至原'会等州&并在德宗建中四年$

D%M

%正月的,清水会盟-

中明确双方的边界&唐土西至泾州弹筝峡'陇州清水县'凤州同谷县&吐蕃东至兰'渭'原'会一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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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吐蕃于,泾师之变-中助德宗破朱?之众于武功&但并未得到唐朝允诺的地盘&以致,清水会盟-维

持不足四年&贞元二年$

D%&

%八月&吐蕃又兵分四路大举进犯&即泾原'盐夏'山剑与安西&沿长城向东深

入唐境&对唐构成根本威胁"

(其中一路,寇泾'陇''宁数道&掠人畜&取田稼&西境骚然(诸道节度及

军镇咸闭壁自守而已(京师戒严-

#

(此前&德宗朝廷历经,泾原兵变-并刚刚于此年四月平定淮西李希

烈&西北边境又遭寇扰&力难应对&以致,虏安行'泾间&诸屯西门皆闭&虏治故原州保之-+贞元四年

$

D%%

%五月&,虏三万骑略泾''宁'庆'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阎&系执数万-

$

(在此背景下&故有地志

材料所载泾州良原县贞元二年$

D%&

%没吐蕃&贞元四年$

D%%

%复置%

(

当是时&吐蕃治故原州以控制所占诸州&泾州良原县虽失而复置&但因地近蕃境&时遭掳掠&生产实

难恢复(恰有作于贞元九年$

DCM

%的,李元谅墓志-&载有复置良原县时之实情&,$贞元%四年春&诏加陇

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良原古城&陇东要塞&虏骑入寇&于焉中休(诏公移镇以遏侵轶&

迁尚书左仆射(诸侯戍兵&爰俾总统(规李牧守边之议&择充国屯田之谋&驱狐狸&剪榛棘&补残堞&浚旧

隍&筑新台&彀连弩(扑
%

陶
&

&垦发耕耘&岁收甫田数十万斛(寻又进据便地&更营新城&辟土开疆&日

引月长(贼来寇抄&师辄击却(由是豳泾陇&人获按堵矣(-

&除去溢美之词的因素&仍能展现朝廷复

置良原之用意&一方面在于守边,以遏侵轶-&另一方面在于屯田,垦发耕耘-(墓志所称,进据便地-&表

明良原旧城实已残破&,更营新城-&表明良原复置之后又有徙治&更可见边境州县受战争破坏之深重与

重置恢复之艰难(

贞元二年$

D%&

%十一月&吐蕃第二路,攻盐'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晖不能守&悉其众南奔&虏遂有其

地-

'

+贞元三年$

D%D

%六月,吐蕃驱盐'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

(

(故.新唐书0地理志/有,$盐州%

贞元三年没吐蕃&九年复城之-

)的记载(,自虏得盐州&塞防无以障遏&而灵武单露&坊侵逼&寇日以

骄&数入为边患-

,

&贞元九年$

DCM

%二月&朝廷下诏复筑盐州城&二旬而毕-./

(与此同时&朝廷还令,泾原'

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分其力-

-.0

(吐蕃入寇的第三路直指山南与剑南&即遭到严震与韦皋的奋力

抵抗(诚如李鸿宾先生所指出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吐蕃与唐朝腹心地区已无间隔-

-.1

&朝廷为防

备京畿地区再遭寇扰&在放弃安西'北庭的同时&调遣盐夏'泾原'山南'剑南兵马同时与吐蕃开战(.旧

唐书0德宗纪/所称筑盐州城后,边患息焉-

-.2

&实非盐州一城之功&而是各地共讨迫使吐蕃战线后撤的

结果(

贞元十三年$

DCD

%赞普卒后&唐蕃大规模战争的浪潮随之告一段落(筑盐州城之后&吐蕃对关中地

区的攻扰也已渐近尾声&因此&凤翔'泾州等地部分县邑开始逐渐得以恢复(据地志材料&贞元十年

$

DC$

%于凤翔府置普润县-.3

&并置普润军以镇守-.4

(贞元十一年$

DC1

%正月&朝廷有对京西北防务作出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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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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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

整&以新置普润县隶陇右经略使+又准泾原节度使刘昌所奏于泾州保定城置临泾县"

+同年二月&又于泾

州彰信堡置潘原县#

(其中&潘原县在广德元年$

D&M

%陷蕃后&省入良原县$

&后曾于贞元十年$

DC$

%置行

县于彰信堡%

&至此&行县转为正县&足以说明吐蕃攻势减弱后朝廷对此地控制力的不断加强(

$三%吐蕃联南诏与山南'剑南州县废置

安史之乱以前&唐蕃边境之北段在于安西'河西与陇右&南段在于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剑南西川(

西川之南&则为南诏(有唐一代&南诏介于唐朝与吐蕃两大政权之间&二者控制南诏之争由来已久&

&南

诏对二者均曾臣服&而二者亦多联合南诏以互为防御(天宝十载$

D1!

%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以唐朝战败'

南诏归蕃而告终(其后&吐蕃在攻取河'陇的同时&,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

势-

'

(因此&唐蕃边境的山南'剑南部分战事不断&朝廷派驻大量兵马进行防御(

(其中&西川成都最为

吐蕃所觊觎&吐蕃多从其北面的山南西道南侵&同时派遣南诏从西川南面合力攻讨)

(此外&,剑南西山

又与吐蕃'氐'羌邻接&武德以来&开置州县&立军防&即汉之笮路&乾元之后&亦陷于吐蕃(-

,

宝应元年$

D&0

%&陇右之成州与鄯'兰'河'临等州均陷吐蕃-./

&因,百姓流散&诸县并废为镇-

-.0

&管内

上禄'同谷'长道'汉源四县皆在没蕃后被废-.1

(德宗贞元五年$

D%C

%&节度使严震奏割成州属山南西道&

于同谷县西界泥公山权置行成州-.2

&以招附流亡(吐蕃侵扰造成山南西道缘边州县深受其弊&或移或

废&皆因战乱(举例言之&文州因,频年蕃寇屡入&不堪固守&遂移就州东麻关谷口&于邓艾'姜维故城

置-

-.3

(其管内之长松县&,宝应元年$

D&0

%以县接陇右&频遭羌浑烧劫&百姓流亡&空存县额(贞元六年

$

DC"

%九月废入曲水县-

-.4

(此外&扶州,大历五年$

DD"

%以吐蕃叛扰&移入山险以理之&寻陷入蕃-

-.5

&当与

行成州置于泥公山目的相同&皆为战时避乱的权宜之计(

严耕望先生指出&,安史乱后&陇山以西尽为蕃有&两军拒守之边界去长安不过五百里&致蕃军常入

郊甸&而唐都长安仍能屹立百数十年不动摇者&固赖西北朔方军及其分滋诸军之坚强拱卫&亦恃剑南节

度在西南之犄角也(吐蕃一旦来逼&则剑南'朔方南北呼应&故蕃军虽强&亦殊难得志-

-.6

(剑南对吐蕃

的牵制必然引起后者的觊觎&成为其进犯的重要目标(

至德元载$

D1&

%&南诏在吐蕃支持下乘安史叛乱攻取越'会同+二载$

D1D

%&进攻台登'邛部&据清溪

关-.7

(故地志材料有至德二载$

D1D

%州没吐蕃之记载&后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十三年$

DCD

%收复-.8

&已过

$"

年之久(广德元年$

D&M

%九月&吐蕃兵分两路再度进犯&北路入侵关中&南路直取剑南(至同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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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即,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

"

(同年#

$

D&M

%十二月&松州$

'维州'恭州没吐蕃%

&维州定廉县地

$保州%亦陷&

(,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

入于吐蕃矣(-

'此后&吐蕃大相经常率河陇各节度使所辖军队进攻松州'维州等地(

&从廓州'鄯州'凉州

等地经驿路均可直达西川边境)

(

吐蕃与南诏的联合进攻遭到唐朝军队的奋力抵抗&尤其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在蜀十年&地险兵

强-

,

&大历三年$

D&%

%十二月&破吐蕃万余众(大历五年$

DD"

%五月&,徙置当'悉'拓$柘%'静'恭五州于

山陵要害之地&以备吐蕃(-

-./大历十年$

DD1

%五月&崔宁又奏复置昌州&以御蕃戎-.0

(大历十四年$

DDC

%崔

宁被调回京&恰逢南诏王阁罗凤卒&其孙异牟寻继位(吐蕃借机联合南诏再次对西川大举进攻&声称,吾

要蜀川为东府-

-.1

&分三路进犯!,一趋茂州&逾文州&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趋黎'雅&叩邛

荊关(-

-.2吐蕃与南诏针对扶'文二州与黎'雅二州的同时进犯&再次对成都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当是时&

德宗初即位&西川军中无帅&形势危急&遂遣李晟,发禁兵四千'范阳兵五千&赴援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

坝&与山南兵合击&蛮兵败走(范阳军击破于七盘&遂拔新城&戎'蛮大败(凡斩首六千&生擒六百&伤者

殆半&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

-.3此战成为吐蕃与南诏关系的分水岭&吐蕃将惨败归罪于南诏&将兄弟

之邦降级为臣属关系&并加重对南诏的苛索(与此同时&唐廷授意西川节度使韦皋一方面继续攻讨吐

蕃&破坏其与南诏的合势+另一方面向南诏传达修好之意&以图招抚(贞元十年$

DC$

%&南诏最终弃蕃归

唐-.4

&正收李泌所言,断吐蕃之右臂-

-.5之效(南诏与唐朝一道抵御吐蕃&故吐蕃在德宗朝难以再寇剑南(

与之相应&州县变动也进入相对平和的阶段&直至宣宗朝以后部分州县渐次收复(

二'唐御吐蕃之余绪

$一%宪宗朝凤翔'陇州废县

据地志材料&元和三年$

%"%

%三月&朝廷废凤翔府岐阳县入岐山'扶风二县-.6

&同月&又废陇州华亭县

入源县-.7

&并陇州南由县入吴山县-.8

(史念海先生指出&凤翔'陇州和宝鸡构成关中平原西面防卫战的

三角地带&而凤翔因控陇关道与陈仓道并间接控制回中道&地位尤其重要-9/

(在此要害之区连废三县&

必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值得关注的是&凤翔府与陇州均曾于德宗时期罹吐蕃兵火&但元和三年此地却

并无战事发生&则三县罢废与吐蕃进犯是否有所关联&尚须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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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云!上元元年后吐蕃赞普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

之&号无忧城(李肇.国史补/云!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选妇人为维州守卒之妻(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

维州复陷(合各书所载&维州没吐蕃年代互异&当是贞元时复之&元和中再没&此云乾元元年没西戎&盖仅据其始言()-另&史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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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

吐蕃对关中地区的大规模侵掠主要有两次!一在代宗朝&一在德宗朝(代宗广德元年$

D&M

%十月&吐

蕃攻入长安&大肆掳掠十五日后&退至凤翔(在马瞞等率军奋击之下&又退至原'会'成'渭四州之地&并

以此为基地对周边地带屡加寇扰(

德宗贞元三年$

D%D

%八月&,吐蕃率羌'浑之众犯塞&分屯于潘口$潘原%及青石岭(先是&吐蕃之众自

潘口东分为三道!其一趋陇州&其一趋阳之东&其一趋钓竿原(是日&相次屯于所趋之地&连营数十里(

其阳贼营&距凤翔四十里&京师震恐&士庶奔骇(贼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伪称邢君牙之众&奄至吴

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

弃之而去(-

"同年九月&,吐蕃大掠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

浑等(-其后&,吐蕃之众复至&分屯于丰义及华亭(-围华亭时&,先绝其汲水道(其守将王仙鹤及镇兵百

姓凡三千人&皆在围中-(后仙鹤降&吐蕃,并焚庐舍&毁城壁&虏士众十三四&收丁壮弃老而去(北攻连

云堡&又陷-&致使,泾州不敢启西门&西门外皆为贼境-(,吐蕃驱掠连云堡之众及'泾编户逃窜山谷

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自是泾'陇'等贼之所至&俘掠殆尽(是秋&数州人无积聚者&边

将唯遣使表贺贼退而已(-

#

,吴山及宝鸡北界-正是陇州南由县之所在$

(吐蕃占据陇州期间&,日千骑四掠&陇兵不敢出-

%

&对

境内诸县的破坏异常深重(战乱造成的伤亡'逃散与吐蕃大肆掳掠人畜&直接导致诸县编户空虚&并在

战争平息之后更加集中地显露出来(唐蕃战争在德宗贞元十三年$

DC!

%吐蕃赞普乞黎苏笼猎赞去世后

便日渐稀少&其后&德宗朝后期经顺宗朝直至宪宗元和十三年$

%!%

%&唐蕃方才再起战端(此外&由于中

亚大食的崛起&

&,贞元中&与吐蕃为?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

(宪宗为集

中力量平定藩镇&抓住这一时机&主动与吐蕃修好(

(近
M"

年的边境安宁为宪宗全力应对王朝内部的

藩镇问题提供了极佳的外部环境(若以此论之&则所谓德宗朝,姑息-藩镇实在难以成立&朝廷在吐蕃与

叛藩的双重压力之下&必然选择能保江山不坠的权宜之策&而且对内'对外同时开战带来的财政困难也

使朝议倾向于尽快平息战争(而此种内外连环效应在宪宗朝并不存在&,元和中兴-的最终实现实为内

部条件成熟与外部环境无虞的产物(在此背景下&元和三年$

%"%

%朝廷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

户口核查&因同年还有鄂岳'福建对管内诸县进行并省&后文还将论及(核查的结果是凤翔'陇州空置县

额严重&遂将三县并入临近诸县&特别是陇州&原领五县&废县之后&仅余其三(

朝廷废县的出发点在于招抚流亡&恢复生产&韩愈所撰,李惟简墓志-足以证明此点(元和六年

$

%!!

%五月&以李惟简,为凤翔陇州节度使'户部尚书'兼凤翔尹(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

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为国家于夷狄当用长?!边将当承上旨&谨条教&蓄财谷&完吏农力以俟+不宜规

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他(益市耕牛铸
'

钐锄?&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

万亩(连八岁五种俱熟&公私有余(贩者负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继不绝-

)

(由此可知&吐蕃攻

抄造成的人不得息是元和三年$

%"%

%并省三县的直接原因(

代宗朝吐蕃与唐军战于凤翔&德宗朝吐蕃又在凤翔大肆抄掠&德'宪之际凤翔管内陇州刺史,张道升

墓志-的出土&恰可展现当时陇州的实况&,顷为羌戎搔动&筈庶不安&征戍者望烟尘&农耕者带弓矢(下

车之后&

%

以
%

恩&行春令而农夫击壤&明斥候而军人卧鼓(-

,因此&上述三县的罢废&正是在此背景下

为改变,筈庶不安-的局面而进行的行政建制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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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穆二朝宥州置废

.元和郡县图志/的撰者李吉甫&曾亲历新宥州的建置&并将其事载入,图志-(据地志材料&天宝年

间&宥州寄治于经略军&宝应以后&因循遂废(元和九年$

%!$

%五月&复于经略军置宥州&郭下置延恩县(

元和十五年$

%0"

%九月&徙治长泽县&为吐蕃所破(长庆四年$

%0$

%&夏州节度使李复置(唐末流离&延

恩'怀德'归仁三县复废"

(

至于元和九年$

%!$

%复置宥州&李吉甫有详细描述&,元和八年$

%!M

%冬&回鹘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

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为回鹘声言讨吐蕃&意是为寇(-在朝议的一片恐慌之中&

时相李吉甫坚持认为回鹘不会来犯&,但当设备&不足为虑-(因此&李吉甫奏复置夏州至天德军之间驿

馆十一所&并命夏州骑兵营于经略故城(在此前提下&李吉甫又奏请以灵州界内旧六胡州置宥州&并于

郭下置延恩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并调城神策行营兵士并家口九千人以实之#

(虽升格为州&但宥

州实质仍为边疆地带的军镇&更多地发挥防御守边的功能(宪宗朝唐蕃战争比较稀少&特别是元和,六

年至十年&遣使朝贡不绝-

$

&因此&李吉甫才有十足把握力排众议(

但从元和十三年$

%!%

%十月开始&吐蕃再次来犯&围宥州'凤翔&虽灵武'夏州均奏破敌数万&但仍未

能阻止吐蕃的攻势(元和十四年$

%!C

%十月&吐蕃节度即宰相'中书令领军
!1

万围盐州(至穆宗元和十

五年$

%0"

%十月&吐蕃又侵犯泾州(同年十一月&,夏州节度使李自领兵赴长泽镇&灵武节度使李听自

领兵赴长乐州&并奉诏讨吐蕃也(-

%驻有数千兵马的宥州&归属夏州节度使李调遣&因而在讨吐蕃诏

命之下随李一道徙治长泽&

&但最终为吐蕃所破&州亦不存(穆宗长庆元年$

%0!

%九月&吐蕃遣使请

盟+二年$

%00

%二月&重定边界(自此之后&唐蕃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吐蕃西撤使边境罢警&长

泽县亦重归夏州管辖&因而节度使李于长庆四年$

%0$

%复置宥州(由此可见&宥州置废&出于边防&起

于吐蕃(

$三%宣宗朝武'威二州之置

如前所述&吐蕃于肃'代'德三朝大举进犯唐土&致使唐朝大量缘边州县陷入吐蕃&除少数战略要地

有蕃兵镇守外&大多渐至荒废(清人王夫之指出&,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

'

(由于吐蕃

逐渐力微&唐蕃战争日稀&陷蕃州县也因边境无事而淡出历史记载(直至宣宗大中三年$

%$C

%收复河湟&

部分州县得以重归唐朝版图(同时&收复之州县因脱离唐廷长达近一个世纪&期间变化必多&因此&朝廷

因应当下所需&又要重新设置新州&武'威二州即在此列(

大中三年$

%$C

%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

民归国-

(

(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命太仆卿陆耽往喻旨&并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凤翔节度使李繣'宁

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前往应接(自从河'陇陷蕃之后&朝廷即在边境地带设置行州'行县&以期他

日收复失地(行州'行县主要设置区域即为泾原'宁境内&环围长安西北&,不远京邑-

)

(三州七关的

主动归服,

&一方面表明吐蕃国力衰微&开始从边境退缩+另一方面则表明宣宗以前各朝通过行州'行县

密切关注吐蕃动向&一旦有机可乘&迅疾作出反应(秦'原'安乐三州&一字排开&凤翔应接秦州&泾原应

接原州及原州境内之七关&而灵武则当应接安乐州(至于宁&据此三州稍远&其应接目标当另有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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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

同年六月"

&康季荣奏收复原州及石门等六关讫&张君绪奏收复萧关(七月&朱叔明奏收复安乐州#

(值

得注意的是&萧关位于原州北境&为泾原节度使辖区&而萧关收复却由宁节度使上奏&由此可知宁应

接之地正为处在原州之北'安乐州之南的萧关(同年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繣又奏收复秦州(

陈寅恪先生指出&,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

$在宪宗朝与吐蕃

重启和谈之后&朝廷即希望能够收复三州之地&元和元年$

%"1

%六月&,命宰相杜佑等与吐蕃使议事中书

令厅&且言归我秦'原'安乐州地-

%

(但宪宗朝致力于讨伐叛逆藩镇&无力对外宣战&故此议终未实现(

其后&武宗朝亦于会昌四年$

%$$

%三月,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并,备器械糗粮

及
(

吐蕃守兵众寡-

&

&但最终均未能实现(因此&宣宗朝廷抓住此千载难逢之机&迅速对三州七关之地

重新进行战略部署(除鼓励当地百姓开垦耕种之外&还下令,秦州至陇州已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

接&委李繣与刘皋即便计度闻奏-

'

(秦州收复以前&唐蕃国境即以陇州与秦州为界&最为危难之时还曾

以陇州州城西门为界(在此二州之间置堡栅'通道路&即为确保秦州不复沦陷的长久之计&以期秦州百

姓,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

(

(

此外&朝廷的长久之计还体现在对州县建置的调整上(大中三年$

%$C

%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繣收复秦

州之后&朝廷随即颁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

)

(关于二州改置的具体时间&.旧唐书0宣宗

纪/将,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置于六月宁张君绪奏收复萧关之后&且八月收复秦州后朝廷

所颁制文中并未涉及二州改置,

(而.册府元龟0帝王部/所载八月制文之末&则有,可改萧关为武州&

安乐州为威州-一句-./

&故知二州改置实在八月而非六月(

萧关本位于原州北界&置武州后&却,属宁道-

-.0

&即与宁节度使收复该地有关(与八月秦州同

时收复的还有位于陇州与秦州之间的清水县&.唐会要/将清水县置于武州条下&称,凤翔节度使李笿收

复&仍隶武州-

-.1

(值得注意的是&萧关位于故原州北部&而清水县位于故原州以南'陇州以西的故秦州

境内-.2

&朝廷未将清水县就近划入秦州'陇州或原州&而是跨过原州划归武州&颇为费解(.太平寰宇记/

分别载有秦州清水县与凤翔府故清水县&并称秦州清水县!,禄山乱&陷入吐蕃(至大中三年-.3始收复&

敕此县缘郡城未置&权隶凤翔府(-

-.4凤翔府废清水县,本属秦州&按.唐书0州郡志/录凤翔府&元无此

邑&即知是秦州之属邑(独.续会要/云!6天宝末陷于蕃中&至大中三年&凤翔节度李笿奏!七月二十五日

收复(至秦州东北一百二十五里&即与陇城接界&故属凤翔府&寻废-

-.5

(观.太平寰宇记/此二条记载&

则二清水县实为一县&其意在于大中三年收复之初&秦州州城未置&故暂隶凤翔府(其后秦州亦于大中

四年$

%1"

%二月割隶凤翔-.6

(凤翔府管内之陇州与秦州临境&将故秦州清水县划归凤翔府&理似可通&但

却与.唐会要/之记载大相径庭(.太平寰宇记/又曰清水县属凤翔府后,寻废-&可能即被划归武州&但并

无史料可证(.太平寰宇记/又有阶州条&载武州,大历二年$

D&D

%亦同秦州陷入吐蕃(至大中三年收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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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至五年七月复立武州&即今州是也(景福元年$

%C0

%改为阶州(后唐长兴三年移就故武州为理(-

"

此条记载存在明显的漏洞&观上文可知&同秦州一道陷入吐蕃之武州&为治将利县之武州&位于成州之

南&成州又位于秦州之南&而非于萧关所置之武州(但后唐将武州所改之阶州移往,故武州-为治所&则

,故武州-为治将利县之武州&萧关所置或为行武州&建置之年故武州尚未收复&直至后唐行武州才与故

武州合一(.新唐书0地理志/阶州条载大历二年$

D&D

%武州陷吐蕃时确曾置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

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阶州%-

#

&此行武州置于何处&史无明文&但可确知萧关之武州与故武

州并非一地(若萧关武州为故武州之行州的推论成立&则清水县原属秦州&而秦州与故武州并不接壤&

因此&疑清水县或亦为行县&但尚无确证(陷蕃以前&秦州管内清水县临境有上絡县&,大中初收复为镇&

今为清水县理所-

$

(北宋初唐故上絡县为清水县治所&可知清水县曾迁治所&但晚唐时期是否如此&则

未可知(总之&.太平寰宇记/与.唐会要/之记载均不能轻易否定&但若后者记载成立的话&则朝廷或欲

加深新收复之秦州与新建置之武州之间的联系&强化朝廷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控制&以防所置州县再次

沦陷(

朝廷除在萧关置武州外&还改新收复灵武境内之安乐州为威州%

&领亦为收复之鸣沙'温池二县&

(

安乐州陷蕃后&,吐蕃常置兵以守之-

'

&说明此地为唐蕃边境上的军事重镇&宣宗朝收复之后改置威州&

正与加强武州与清水县之联系目的一致(武'威'秦三州之地的失而复得&使唐朝边境得以向吐蕃方面

整体推进(朝廷深知吐蕃内乱式微机会难得&故在置武州'改威州的同时&又将着眼点延伸到与三州一

线而南的剑南西川边境地带&希望西川沿边没蕃州县亦能收复(

$四%文'宣二朝维州之复

剑南西川管内之维州,北望陇山-&,东望成都-&,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后&河'陇陷蕃&唯此州

尚存-

(

(吐蕃利其险要以为无忧城&,由是不虞邛'蜀之兵-

)

(关于维州失陷及其后之史事&.旧唐

书0地理志/有如下记载!,上元元年$

D&"

%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

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之&号无忧

城(累入兵寇扰西川(韦皋在蜀二十年&收复不遂(至大中末&杜镇蜀&维州首领内附&方复隶西

川(-

,此段记载略去了韦皋与杜之间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即文宗大和年间维州的一度归复&又因此

事涉及,牛李党争-的关键人物牛僧孺与李德裕&故历来备受史家关注(

如前所述&维州于广德元年$

D&M

%没吐蕃&德宗朝韦皋屡出兵攻之&前后
0"

年皆不能克(直至文宗

大和五年$

%M!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吏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

-./

(当是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

奏收复吐蕃所陷维州&差兵镇守-

-.0

&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李德裕之策(但时相牛僧孺反对受

降&恐弃信败盟约激吐蕃侵京师&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于境上(维州事件令李德

裕,终身以为恨-

-.1

&武宗朝为相之后&又于会昌三年$

%$M

%三月上书追论维州之事&以申其怨(关于牛'

李之是非&历代史家争论不休&北宋司马光'南宋洪迈'胡寅'陆游'朱熹'明人胡广'清人王夫之乃至今人

岑仲勉均曾从各自立场出发对此事加以褒贬&傅璇琮先生已有系统阐述-.2

(此外&史念海先生亦曾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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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

发表评论"

(此义利之辩非本文框架所能容纳&故不赘述(

在朝议之前&李德裕已经受维州之降并,差兵镇守-&后因朝廷诏命而又作罢(李德裕追论维州状明

言城降在大和五年$

%M!

%八月&而其,得维州逾月-

#

&至同年九月诏罢维州议而止(因此&.新唐书0地

理志/载,大和五年收复&寻弃其地-&则文宗朝维州之复极其短暂(此外&因维州陷蕃后并未被废&吐蕃

据以为无忧城&故虽然其后再次收复&但只存在归属问题&不存在复置问题(

维州再次收复在宣宗朝(大中三年$

%$C

%&吐蕃宰相以三州七关来归&朝廷借吐蕃内耗之机&下诏

,剑南西川沿边没蕃州郡&如力能收复&本道亦宜接借-

$

&但仅为河湟归服之际的一腔热情&并未真正付

诸武力(李德裕已称大和五年$

%M!

%维州,未尝用兵攻取&彼自感化来降-

%

+大中三年$

%$C

%九月&西川

节度使杜奏收维州与恭州&

&皆为,首领以州内附-

'

&故.旧唐书0杜传/才有,亦不因兵刃&乃人情

所归-

(的论断(此外&剑南东川节度使郑涯奏收复扶州)

&亦当如此(

宣宗朝三州七关及维州收复之后&大中五年$

%1!

%又有沙州刺史张义$议%潮遣其兄张义泽以天宝陇

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

(瓜'沙'伊'肃等十一州虽然名义上重归唐朝&但却仍为,实际的外

邦-

-./

(.旧唐书0宣宗纪/称,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

-.0

&言过其实&并不确切(因沙州

归朝并未涉及州县置废&且敦煌归义军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故不再展开(

$五%懿宗朝成州复置

前文已述成州陷蕃后&又置行成州&并划归山南西道(穆宗长庆三年$

%0M

%五月&山南西道又奏移成

州于宝井堡-.1

(因吐蕃攻占成州&而管内之同谷县位于州城东南&靠近陇右与山南西道的边界&泥公山

则位于同谷西南&亦与山南西道边界不远(因此&严震奏请置行成州于泥公山并改隶山南西道(此后&

吐蕃不断进逼&行成州继续移向山南方向&宝井堡即位于泥公山东北'同谷县东南(咸通末-.2

&行成州又

移往同谷县(多次徙治足以说明行州并无固定治所&建置的临时性决定其变动极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唐蕃边境战事的进退造成行成州的治所移改&直至懿宗咸通十三年$

%D0

%&唐蕃战争已平息多年&才因

,人户渐复&却置成州并县&又割长道县属秦州(-

-.3关于成州复置的时间&.太平寰宇记/为,咸通十三

年-&而.新唐书0地理志/为,咸通七年-

-.4

&因后者同卷又载成州管内同谷县-.5

'长道县-.6均于咸通十三

年复置&故成州亦当复置于,咸通十三年-&而非,咸通七年-(

难能可贵的是&.太平寰宇记/引.成州图经/&,6旧有长道'汉阳$源%'上禄等四县&以吐蕃侵扰&百姓

流移&并废为镇(唐咸通十三年$

%D0

%以成州奏人户归复&土田渐阔&却置长道县()今属秦州-

-.7

(则成

州与长道县均因人户渐复而得以复置&亦能证实吐蕃确已退出所占成州地区&因而才有,土田渐阔-的可

能(战乱流离之后&百姓归土务农方为国家根本(因此&虽然当时唐朝内部问题重重&已凸显衰落之迹

象&但在边境地区&仍然不失时机地恢复州县&发展生产(

0

C%

0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史念海!.说唐与吐蕃相争已久的维州城/&载.河山集/

D

集(

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一二.杂状/&河北教育出版社
0"""

年&第
0!!

页(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
&0$

页(

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一二.杂状/&第
0!!

页(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剑南道中/&第
%!1

页+.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第
!&C"

页+同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
&0$

页+.唐会

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0剑南道/&第
!1!M

页+.太平寰宇记/卷七八.剑南西道七/&第
!1DD

*

!1D%

页+.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

六/&第
!"%1

页(

.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第
!"%1

页(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第
MC%1

页(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
!"M&

页%载,乾元后没吐蕃&大中二年&节度使郑涯收复-+.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

$第
0&M$

页%亦载,至大中二年八月收复-&疑,大中二年-为,大中三年-之讹(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0陇右道/&第
!1"0

页+.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四/&第
0C11

页(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CC&

年&第
0

页(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
&0C

页(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第
1"0

页(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陕西八/$第
0%0D

页%!,$上禄县%唐亦为成州治&大历后没于吐蕃&大和中寄治于骆谷城&咸通末州改治同

谷&县废(-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
0C"1

*

0C"&

页(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
!"M1

页(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
!"M&

页(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第
!"$"

页(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陇右道一/&第
0C"0

*

0C"M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三'余
!

论

以上针对安史乱后唐蕃边境进退与州县置废的梳理&可以充分展现肃'代'德三朝面临的深重危机(

西北'西南边境吃紧&并有跋扈藩镇不服朝命&唐朝能够得以勉力应对&实有赖于江淮地区的财赋保障与

,东亚东端-时局的相对稳定(

由此反观陈寅恪先生,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论断&东亚世界秩序中的重大事件多发生在安史之乱

以前&隋炀帝'唐太宗大举征伐高句丽&均未成功(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存&唐高宗时唐朝

与新罗联军在白江之战覆灭百济&战败日本&并一举攻破高句丽(此后的发展&韩癉先生论述甚明&,唐

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并没有出现唐朝希望的重建朝鲜三国的羁縻体制&而是演变成新罗统一朝鲜

半岛(然而&唐朝同新罗之间相互妥协&形成了新罗服属于唐朝国际关系体制的局面&双方解决了历史

与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反而放下包袱&致力建设友好关系(新罗统一朝鲜&奠定了唐朝'新罗'日本为主

的东亚世界的国家格局(-

"此种,三国鼎立的长期稳定新格局-

#意义重大&,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

主干&东北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

$王小甫先生

进一步指出&统一后的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进入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朝贡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

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至德元载$

D1&

%&唐玄

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

%

(

本文聚焦的时段正在安史之乱以后&当唐朝疲于应对吐蕃大举进犯之际&东亚世界的东端&新罗与

唐朝稳定与友好的关系至关重要(韩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早在七世纪六十年代初&唐朝已经和吐

蕃发生冲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唐朝大举进攻百济和高句丽(也就是说&当时唐朝具备同时在东西线打

仗的强大实力&因此&若非西线发生重大战争&唐朝不会在东线收缩(当唐朝真正重视吐蕃时&新罗兼并

朝鲜已初步完成(-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巨大冲击&造成此后的唐朝实力锐减&若无统一新罗'在东线尤

其是近邻安史乱发之地的极度稳定&唐朝在西线应对吐蕃以及在内地应对叛逆藩镇将会更加步履维艰(

诚如高明士先生所论&,东亚世界的结构&是一个有机体的组合&其心脏地带就是在中国(因此&中国的

动向&立即影响到这些地区&所谓一发牵动全身&便是东亚世界结构原理的最佳说明(例如八世纪中叶&

发生在中国的安史大动乱&立即引起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严加戒备(-

(所幸新罗与日本没有倒向安史叛

军&否则唐史或将大幅改写(

综上所述&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前期,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

)

&则唐代后期东北方面新

罗的稳固&实为唐朝西线应敌的重要保障(唐蕃边境进退之剧&州县置废影响之深&均能展现唐朝边境

危机之重&更能昭示东亚格局东端之要(因此&陈寅恪先生申论之,连环性-在唐代后期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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