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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唐朝与新罗关系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不仅中韩两国学者多关注这个问题，日
本、港台地区学者亦多有涉及者。
由于研究队伍的壮大，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唐罗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拜根兴同志就是近年来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涌现出来的新秀，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中
外学术界的关注。
拜君曾留学于韩国，由于其兼具中韩两国语言的优势条件，再加上他本人的勤奋努力，近年来新著迭
见，发展势头颇猛。
继前几年出版了《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之后，今年又推出了这一部新著，汇集了近几
年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确可喜可贺。
笔者对唐罗关系史用力不多，本不该担承写序之事，因拜君一再嘱托，只好勉为其难，谈一谈阅读此
书后的一点体会。
《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主要论述的是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唐罗关系，而此书主要研究了这之
后的唐罗关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碑刻钟铭所见的唐罗关系、历史人物、白江口之战、《三国遗
事》所见的唐罗关系、新罗人唐求法僧、唐朝使者出使新罗等问题，以及对中韩关系史研究成果的评
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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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的续篇，对唐与新罗关系的研究延伸至九世纪。
作者对唐与新罗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处于较高的水准，前一著作曾连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省
部级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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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拜根兴，1964年生，陕西大荔人。
1983-1990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1990年起在该校唐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科
研工作。
1998-2002年赴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校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2年至今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
著有《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等，在《中国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中韩、中日关系史，以及隋唐史的
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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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63年11月，整个百济战场才平静下来。
刘仁愿继续驻守百济，为实施南北夹攻高句丽战略，协调战后新罗与百济，唐朝与倭国关系奔波。
刘仁轨则苦尽甘来功成名就，在完成新罗、百济会盟之后，带领新罗、百济、倭、耽罗使者返回唐朝
。
新罗王金法敏率军队退回新罗，酝酿新环境下与唐朝交涉之策略。
百济原太子扶余隆先是被任命为检校熊津都督，后又担当司稼正卿，参与乾封元年（666）封禅泰山之
大典。
而倭国举国上下则被白江口之战失利气氛所笼罩，开始实施一系列针对唐朝可能越海进攻的切实应对
措施。
关于白江口之战唐、倭双方胜败的原因，至今仍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谈论话题。
需要说明的是，唐朝虽然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由于与新罗对朝鲜半岛前途设计的差异，唐、罗关
系迅速恶化，并引发相互战争。
而此时唐朝西北吐蕃势力频繁东进，危及唐朝都城的安全。
唐高宗君臣在痛苦的抉择中最终与新罗达成妥协，即在新罗承认并加入唐朝固有的天下秩序前提下，
认同新罗三国统一的既成事实，唐朝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
新罗完成统一，并成为白江口战斗后最大的受益者。
倭国在白江口战斗后，放弃此前对朝鲜半岛的非分企图，加大力度改造内政，延续学习大陆先进文化
政策，通过各种渠道频繁遣使人唐。
与此同时，倭国时刻保持警惕，采取积极防御政策，组织百济、高句丽遗民修筑朝鲜式坚固的城池，
确保日本列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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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过去数年间有关唐与新罗关系的论作，经过增补修正、重新编排，形成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思源感恩、合掌祈福，并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想对在此期间给我提供诸多支持
帮助的海内外前辈老师、领导同仁、亲人朋友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校人文大学的朱甫暾教授，是朱先生将我引进中韩关
系史研究领域，他的恩惠我将永生铭记。
2002年末博士毕业回国之后，先生仍然关心我，邀请我赴韩国参加“一然禅师与《三国遗事》”、“
庆州新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会议，给我提供发表论文的机会。
感谢韩国东国大学校史学科金相铉、郑炳朝、郑炳俊教授，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的郑淳模、禹在炳
教授，庆北大学校的尹在硕、任大熙教授，首尔大学校朴汉济教授；一直未能谋面的美国东习匕亚论
坛担当李明先生；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台北大学王国良教授。
他们邀请我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学术报告，给我提供古代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多方面指
导和帮助。
学术交流是学术研究深入拓展的重要途径，相信通过不间断的学术切磋和交流，加深学者之间的友谊
，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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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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