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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说宋元那时候儿》由林溪编著。

《话说宋元那时候儿》简介：两宋几百年，前有辽、西夏蚕食，后有金、元侵掠，一直处于被动挨打
的地位，因此，大宋王朝留给我们一个“受气包”的形象。
而靠铁骑征服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却仅维持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历史，总因这些无奈和尴尬而更加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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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朱全忠对中央集权的瓦解　　公元901年，也就是李唐帝国倒计时的第七年，其时战云早已密
布。
喜怒无常的唐昭宗李晔在前一年就被宦官刘季述和王仲先发难，囚禁起来，立太子李裕为帝。
没过多长时间，这两个宦官就被孙德超起兵杀掉了，李晔归位后旧病复发，任用宦官韩文海等人，这
下激怒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崔胤，平生最看不惯朝里宦官掌权，发誓诛尽朝中宦官，于是密谋宣武（河南开封）节度
使朱全忠。
　　朱全忠，原名朱温，曾参加黄巢的农民起义，后归降朝廷，在政治上步步进阶，做了大唐宣武的
节度使，最终成为梁王，自立国号，成为历史风云人物。
史书上对他随义军进入长安后叛离黄巢而投归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细节没有表述。
如果这是黄巢的长远设计，那么，很显然这个设计取得了意外的大成功！
　　估计是崔胤道理讲得透彻，或者是书信上言辞恳切且壮怀激烈，再加上此时皇帝李晔要去洛阳，
朱全忠立马就从大梁（开封）起兵西上，表面上用了接迎皇帝的理由。
因为唐朝时期，各地节度使若非奉诏而擅自带兵进京，一律被视为犯上作乱而遭剿灭。
此时，宦官也没坐以待毙，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联手，见朱全忠领兵西来，以为形势大变，先出手在
路上劫了皇帝逃回凤翔。
谁料这一行动反而环了事，成了朱全忠痛下杀手的天大理由。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与机会就是这样偶然巧遇！
　　朱全忠见皇帝被劫，心想此关键时刻出兵就没有任何顾忌了，直接率兵通过潼关奔凤翔去了，将
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
这一围就是一年多，李茂贞几次率兵突围均告失败。
到了冬天，凤翔城中大雪弥漫，断粮挨冻，将士死伤无数。
据野史上说，其时凤翔城中出现了杀人卖肉换钱的现象，一斤人肉值百钱。
不过并不足信。
因为同时还记载狗肉比人肉贵，值五百钱一斤。
难道杀活人比杀狗还简单？
总不会是因为人肉能割下来几十斤而狗肉只能割几斤的荒唐理由吧？
总之，李茂贞撑不下去了，就下令捕捉了七十余名宦官，当着朱全忠的面都斩了，最终与朱全忠和解
。
朱全忠迎皇帝返回京城后，立刻把宦官从内侍省逐出宫，然后一个不留地杀掉了。
也不知是崔胤的主意还是朱全忠的意思，或者是朱全忠有自己的长远打算，借皇帝的诏书，把驻外地
各处的宦官也一并杀掉了不少，只留了不足三十名体弱多病和幼年的宦官当下人供节度使使用。
　　昭宗李晔为表朱全忠救驾有功，封朱全忠为梁王。
封建制就有这个特点，节度使是中央派往诸地的官员，而上升成王就成了当地的最高长官，同时还手
握兵权，旗下一班人马能征善战。
这样一来，王与京城的皇帝就差一级，一旦摆脱了中央的控制，直接树旗就成皇帝了，这中间没有任
何障碍。
朱全忠退兵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开始生事了。
在公元904年正月，朱全忠找茬诬告崔胤谋反，把这个政治上的合伙人给杀掉了；然后派人到长安禁宫
劫了皇帝李晔，逼其迁都洛阳，说崔胤诱逼他谋反倾覆社稷，先接走皇帝，再血洗长安。
说到做到，朱全忠把李晔劫走后，立刻就把长安变成了废都。
　　四月，李晔到了洛阳，八月就被朱全忠派人杀掉了。
李晔死后，朱全忠立辉王李枧为哀帝，这就是大唐最后一位皇帝。
朱全忠这一路杀下来，估计也没多少人敢跟他抗衡了。
　　公元905年，梁王朱全忠在洛阳城内的九曲池摆酒宴，将李晔的几个儿子全部诱骗过来，在宴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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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下杀手，全部缢杀，然后将尸首抛入九曲池。
杀完皇子杀皇室成员，但凡不入朱全忠法眼的人一个都没留。
就这样接连不断杀了一年，皇室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到了解决中央以外的官员了的时候。
　　杀人也不是想杀就杀。
杀一个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再杀一个，人不知鬼知，等到杀第三个人，就神鬼皆知了。
由于大唐皇帝李枧被朱全忠劫持着，因此，李枧也没什么机会发诏号令天下了。
再说，长安已废，洛阳顶多算个陪都，政令基本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这种情况汉时已有先例。
各地王与节度使，胆大的不必听命于哀帝，自有其理，胆小的推诿了事，坐视不理就成了。
这样，朱全忠想把谁召到洛阳杀掉，就变成了难事。
这往后，就没有人引颈上来让朱全忠杀的事了。
但是，朱全忠觉得还得继续，这就需要布局设套，虽然费点事，但还得继续杀下去，勉为其难也得干
，自己不干免不了受戮于他人。
　　这样，又杀了一年，朱全忠基本上就没有阻碍了。
　　公元907年，唐哀宗李枧觉得这皇帝当得一点都没劲，什么事都决定不了，朱全忠杀人根本就不跟
他商量，想了想，干脆就把帝位让给了朱全忠，在自己的手里结束了李唐289年的历史。
　　朱全忠称帝，按自己的地盘名称建国号梁，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后梁。
　　实际上，就在朱全忠围困李茂贞时，蜀王王建寻在四川成都已脱离中央控制称帝建立了蜀国，到
现在已开国号七年了。
李茂贞也在李晔死后在凤翔称岐王，不过，他为表对大唐李氏江山的忠心，仍用唐天佑年号。
还有晋王李克用，淮南王杨渥，也用唐天佑年号，实则已脱离中央集权，独立行使政令了。
这三王自视大唐臣子，与梁王朱全忠势不两立，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彼此征伐不息。
一开始还是唐脉与叛将之战，到后来就演变成为各自利益而战了。
　　随着战争乱象的进一步发展，各地节度使就成了没人管的大王了。
都是在道上为官，有爱挑事的人，就有怕事的主。
能称帝的就地称帝，不想主事的就投靠别人当个下属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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