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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古政治与社会史论稿》收入了杜文玉先生八九十年代以来的28篇论文，包括：“论唐代
员外官与试官”，“唐宋时期牢城使考述”，“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论后周与南唐的淮南
战争”，“中印文明与龙王信仰”，“唐代泉氏家族研究”，“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唐
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等，这些文章展现了作者学术道路上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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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长期从事隋唐史的教学、研究。
曾给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讲授过《唐代制度史》、《隋唐五代史研究》、《敦煌吐鲁番学
概论》、《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多门。
主要研究隋唐史，兼及宋史，曾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思想战线》等权威、核心期刊上
发表论文90多篇，出版了《南唐史略》、《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等专著10余部，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
响。
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同
时先后获西安市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和陕西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三等奖各1次。
研究课题《隋唐社会经济研究》2002年获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现担任陕西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代表性成果：1、《唐代军事史》（合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2、《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
3、《长安吏治》，西安出版社，2002年2月。
4、《狄仁杰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5、《唐高祖与唐太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
6、《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7、《唐代宮廷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6月。
8、《中國中古政治與社會史論稿》，三秦出版社，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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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晚唐五代都指挥使考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唐宋时
期牢城使考述南唐六军与侍卫诸军考略论唐宋监狱中的医疗系统——兼论病囚院的设置论五代枢密使
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从唐初官制看李世民夺位的基本条件论唐末五代的夏州政权论后周与南唐的
淮南战争南唐党争评述——与任爽同志商榷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隋炀帝与佛教五代反佛制置及原因
初探论唐宋时期的生育神信仰及其特点五代与唐朝奴婢问题比较研究丝绸之路与新罗乐舞中印文明与
龙王信仰关于薛元超几个问题的考证唐代泉氏家族研究论后唐庄宗李存勗论宋齐丘唐慈恩寺普光法师
墓志考释唐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铭浅释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补考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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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
”他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李世民一方的工作，如对杜淹的问题上。
据《旧唐书·杜如晦传附淹传》载：“及洛阳平，初不得调，淹将委质于隐太子。
时封德彝典选，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
馆学士。
”“而伦潜持两端，阴附建成。
”②直到贞观时期，他死后数年，太宗才知其事，可见武德时期在公开场合他是支持李世民的，否则
决不至于死后李世民才了解其为人。
尽管如此，还是将列入中间派为宜。
杨恭仁为中间派人物，已见前述。
对于裴矩也要做一些分析。
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当双方战斗激烈时，出面晓谕，“官兵乃散’’，③似乎倾向李世民，然通观
其以前的态度，未见支持任何一方的言行，此时出面很大程度是因建成、元吉已死，大势已定，出于
投机目的而作出的姿态，因此仍列人中间派。
第三，敌对派人物，主要指裴寂、李元吉。
秦王府集团的重要人物刘文静的被杀，实因裴寂而起，引起李世民对他的不满，裴寂当然也不会支持
李世民集团。
尽管史籍中未见裴寂公然对李世民采取敌对态度的记载，从玄武门之变、高祖召他和萧瑀、陈叔达商
议对策，其对立秦王为太子未置一词的态度看，他对这场政变是持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当时是在刀枪
相逼迫的情况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世民集团在唐王朝中枢决策机构中的优势地位。
况且他本人又是尚书令，位高权重。
在唐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尚书令为正二品，侍中、中书令皆为正三品，尚书省的副职左右仆射为从
二品，也比他们高一阶。
侍中、中书令仅与尚书省下属的六部尚书品秩相等（都是正三品），其朝参之班位亦在令仆之后，造
成了三省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
在唐初政事堂的人员构成上也可看出尚书省的尊崇地位。
当时尚书令、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各二人组成政事堂会议，而尚书省就有三人参加，比其他两省
的任何一省都多，且品秩又高，加上从武德八年起李世民又任中书令，从而控制了中书省，加之本人
身份特殊，威望很高，使得政事堂会议名为集体议事，实则为李世民所左右。
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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