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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
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
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
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

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
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四夷传序》 



582—657 

582—630 





682—745 



744—840 



一、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新居民区的出现 

唐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
之间。（约合今5.6至6.6亿亩）  
                            ——《汪籛隋唐史论稿》 

唐前期人口峰值大概在8000万—
9000万之间。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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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新建 今属 时间 新建 今属 

 735年  巴川县  四川    741年 尤溪县 福建 

 736年 汀州 福建    742年 青阳县 安徽 

 737年 唐城县 湖北    743年 唐年县 湖北 

 738年  明州 浙江    752年 太平县 安徽 

 740年 歙州 安徽   754年 浦阳县 浙江 

西汉 唐 

郡国 密度 今地 州 密度 今地 

郁林 0.56 广西   营 0.06 辽宁 

合浦 0.81 广西   瓜伊沙西庭 0.16 新疆 

牂柯 0.84 云南   肃  甘 0.33 甘肃 

南海 0.96 广东   灵盐夏胜 0.59 宁夏陕西内蒙 

交趾 1.02 越南   邕 0.64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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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社会财富积累扩大 

杜甫《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天宝时，每年国家向农民征收“粟则二千五百余万
石”。 
                                                                ——《通典》卷六 

“天宝八年（749），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
千二百二十石”。 
                                                             ——《通典》卷一二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
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 
 
                                         ——《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第三》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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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粮窖287座，最大的口径
约18米，深近12米，最小的口
径约8米，深约6米，均口大底
小，呈圆缸形。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推广 

南方水田耕作农具已初步形成整套体系，曲辕犁（江东
犁）的发明，在中国传统农具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至此，
我国犁耕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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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犁复原模型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所谓二牛抬杠，是一根长长的辕从犁梢一直延伸到牛的肩部，
顶端安设一根横木杠架在两头牛的肩胛上，犁地很不方便。
现在改为向下弯曲的辕，配合犁槃、曲轭，淘汰了横杠直轭，
缩短了犁辕长度，减轻了架压的重量，并且可以自由转动，
操作起来自由灵活，又可以役使一头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
率。这是犁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缪启愉 

唐代铁镵(山西省
天镇县出土 长28
厘米、宽21.4厘米)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配套工具基本完备，水田耕作农具已初步形成整套体系。 
据《耒耜经》，唐后期江东使用的耕具有犁、爬（耙）、
砺礋（zé）、磟（liù）碡（zhóu）。犁之后，用爬（耙）
碎土块，去杂草，再用砺礋或磟碡碾平田面，加上从岭南
引来的耖（chào），由是形成了耕—耙—耖一整套技术措
施。 

《中国农业技术史稿》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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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陕
西 

河
南 

山
西 

河
北 

甘
肃 

四
川 

江
苏 

安
徽 

浙
江 

江
西 

福
建 

广
东 

湖
北 

湖
南 

云
南 

合
计 

汉 18 19 4 5 1 1 1 4 1 1 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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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1 1 1 1 3 3 2 24 

晋 4 1 2 2 3 1 2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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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8 4 2 1 1 20 

隋 9 4 3 1 1 1 2 4 2 27 

唐 32 11 32 24 4 15 18 12 44 20 29 4 7 1 254 

唐代以前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统计表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稻田休闲制 稻田一年一作制 

江南出现稻麦复种制 

 

北方普遍实行两年三熟的轮作复种制 

李伯重  著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 



二、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古代东亚国家之所以向中国
朝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
中国发生关系，是因为各民
族的国家形成比中国迟，所
以有必要向中国学习其国家
机构的建制及其运作。在这
个时代，东亚各国与中国的
交往，是以此为中心展开，
并因此获得各种文化的。中
国的国家机构建制及其运作，
规定于律令之中。因此，对
于各国而言，重要的是学习
此律令，引入律令所规定的
各项制度。 
                          ——堀敏一 



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新罗遣大使奈末智洗尔，任那遣达率奈末智，并来
朝。……是时，大唐学问者僧惠斋、惠光及医惠日、
福因等，并从智洗尔等来之。于是惠日等共奏闻曰：
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
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 
 
                         ——《日本书纪》推古卅一年（623）秋七月条 

日    本 



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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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日    本 

日本遣唐使表 

公元 船数 人数 公元 船数 人数 

太宗 630 

玄宗 

717 4 557 

高宗 

653 1 121 733 4 594 

654 2 752 4 500 

659 2 肃宗 759 1 99 

665 
代宗 

777 4 778 

667 779 2 781 

669 德宗 804 4 805 

武周 702 文宗 838 3 500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 



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遣唐使船 



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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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真备（693-775） 
随第9次遣唐使于开元五年（717）
至唐朝,师从国子监四门助教赵玄
默17年，深通经史。开元二十三
年（735）归国，带回《唐礼》、
《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
《乐书要录》等典籍及乐器、工
具、兵器等。  
 

 

空海（774-835） 
随遣唐使于德宗贞元二十年
（804）至唐，在长安西明寺师
从不空弟子惠果和尚修习密教，
留学三年，获“遍照金刚”法号。
带回大批佛教典籍与唐人诗文。 



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空海书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与著作 



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鉴真（688-763） 

 
天宝十二载（753）第六
次东渡，搭第11次遣唐使
船到达日本。成为日本律
宗开山祖师，并对日本在
汉文学、医药、雕塑、绘
画、建筑等方面的发展有
突出贡献。 

 

 

“如一灯燃百千灯”。 
         ——《唐大和上东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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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化在东亚之影响 

遣唐使一行四处搜寻书籍，
汲取唐的文明成果，然后
将它们携带回国，然后日
本开始学习和吸纳唐的制
度与文化，并根据大宝令
之规定，试图构筑以天皇
为中心的小中华帝国。基
于唐礼形成的仪式也开始
为维护以天皇为中心的朝
廷秩序服务。 
 
                ——古濑奈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