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讲  回归大一统：承上启下的
隋唐时代 

一、新统一之重建 
 
二、唐代政治大势 
 
三、承上启下的隋唐制度 



一、新统一之重建 

国土开发 

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 民族融合 

文化整合 



新统一之重建 

九州 土质 
雍州 上上 
徐州 上中 
青州 上下 
豫州 中上 
冀州 中中 
兖州 中下 
梁州 下上 
荆州 下中 
扬州 下下 

《尚书·禹贡 》 



新统一之重建 

扬州（略当江南大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
稔，则数郡忘饥。会土（约相当今宁绍平原）带海傍湖，
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 
“荆城（今湖北江陵）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
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宋书》卷五四史臣曰 
 
 
四川盆地“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 。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梁建康“城中二十八万余户，……东南西北各四十里”。 
                          ——《太平寰宇记》卷九○升州引《金陵记》 



新统一之重建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
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
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小工程的
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
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
有优先发展的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
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
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分裂时期的小国，
为了自立自存，不得不勉力开发一些道路河渠等工程，以促进
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
的统一局面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
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 
 
                                           ——田余庆：《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 
                                                                     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新统一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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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一之重建 

周武帝时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 
576年 从周武帝伐齐，授定州总管。 
578年 周宣帝即位，以皇后父拜上柱国、大司马。580年 
五月，周宣帝卒，静帝即位。近臣郑译等矫诏引坚辅政。
七月，平定相州总管尉迟迥等反抗，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十二月，进爵隋王。 
581年 正月加九锡，二月篡位，国号隋，年号开皇，此
年杨坚40岁，是为隋文帝。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
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 



新统一之重建 
“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
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
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
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  

开皇九年(589)平陈，完成统一大业 



新统一之重建 



新统一之重建 

州 郡 县 
西晋 19 173 

梁 · 大同 104 586 
东、西魏 116 413 

总计 220 999 

北周 211 508 1124 

魏晋南北朝州、郡、县的数量膨胀 
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 。 
                                                             ——《宋书》卷一一《志序》 
牧守令长，虚增其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
之民，空张郡目。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新统一之重建 

南北朝后期，州郡县的数目庞大。隋初平均每州管辖不到
三个郡，每郡管辖只有两个县。  
 
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
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
减。……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
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隋文〕帝览而嘉之，于是遂
罢天下诸郡。 
 
                                                         ——《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隋文帝 州 300 县 

隋炀帝 郡 190 县 1255 



新统一之重建 
地方佐官中央任命 

“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
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
年一迁”。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隋文帝“当时之制，〔吏部〕尚书举
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
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
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
皆属考功”。 
    ——《隋书》卷七五《儒林 · 刘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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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一之重建 

隋炀帝即位后的两大工程: 
 
 
一、营建东都洛阳 
 
二、开凿大运河 

目的：更有效的对关东和
江南进行管理、控制 

隋
炀
帝
杨
广 

好内远礼曰炀。 
 
内好多淫，外则荒政。 



新统一之重建 

《隋书》卷三《炀帝本纪》： 
仁寿四年（604）诏，“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
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 
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
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
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大业二年（606）“春正月，辛酉，东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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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一之重建 



新统一之重建 
中国古代都城移动示意图 

大运河贯穿海、黄、淮、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真正把中国历史上最基本的南、北两大区域密切沟
通了起来。是唐代统一局面得以巩固的重要基础。 



二、唐代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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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大势 

长子 李建成  太子 589－626 

次子 李世民 秦王 598－649 

三子 李玄霸 早夭 

四子 李元吉 齐王 603－626 

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
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
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
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 。 
        ——《贞观政要》卷一○《灾祥》 

窦皇后四子 唐
太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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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大势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 玄武门之变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高
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
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 ……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
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
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
尉迟敬德杀之。 
 
                                                      ——《旧唐书》卷六四《李建成传》 



唐代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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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大势 

太宗 高宗 中宗 

626－649 649－683 683－684 

中宗 武则天 睿宗 

705－710 684－705 684 

殇帝 睿宗 玄宗 
710 710－712 712－756 



唐代政治大势 

武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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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
文水人也。……则天年十四
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
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
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
（高宗）于寺见之，复召入
宫，拜昭仪。时皇后王氏、
良娣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
互谗毁之，帝皆不纳。进号
宸妃。永徽六年（655），废
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 
 
      —— 《旧唐书》卷六《则天
皇后本纪》 



唐代政治大势 

永徽六年(655)九月，贬褚遂良 。十月，立武则天为皇后。 
显庆二年(657)，贬韩瑗、来济，再贬褚遂良 、柳奭。 
显庆四年(659) ，削长孙无忌官，随后令其自杀。杀柳奭、
韩瑗，贬于志宁。 
 
《资治通鉴》卷二○五： 
“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
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
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 
“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之人名，累朝
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 



唐代政治大势 

李唐……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
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
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
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
心。……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
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
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
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摒弃者，
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
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
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
革命。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政治大势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汪荣祖  著 



唐代政治大势 

唐高宗、武则天乾陵 



唐代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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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大势 
先天（712-713） 

唐玄宗 开元（713-741） 

天宝（742-756）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
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
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
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
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
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
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
十五。 
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
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 
 
                                     ——《通典》卷七《历代户口盛衰》 



唐代政治大势 

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唐代政治大势 

唐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唐代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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