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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安史之亂與唐的衰亡 

第一章：安史之亂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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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宗後期耽於逸樂，怠誤政事，引發安史之亂。 

- 叛亂主要人物是安祿山及史思明，所以稱安史之亂。 

- 安史之亂標誌唐朝由盛轉衰。 

 

一、安史之亂的背景 

- 開元後期，玄宗耽於逸樂，荒怠政事。 

- 公元 742 年，地方發現祥瑞，玄宗因而改年號「天寶」。 

- 節度使權力過大，造成外重內輕之局。 

- 胡人得以掌權。 

 

1.1 朝政敗壞 

- 國家承平日久，天寶年間玄宗不再勤於政事。 

- 玄宗寵愛楊貴妃，沉迷女色。 

- 先後委以國政給李林甫、楊國忠，二人阿諛貪婪，朝政日衰。 

- 李林甫居相十九年，為保權位，引胡人為節度使，免邊將入朝執政。 

 

1.2 邊將權重 

- 開元時，玄宗於沿邊設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為長官，掌軍權。 

- 天寶年間，節度使兼掌財政及行政權，權力大增。 

- 十大兵鎮兵力合計五十多萬，中央兵力不過十萬，外重內輕。 

 



 



 

1.3 胡人掌權 

- 開元時，節度使多為漢人。 

- 李林甫為杜絕邊將入相，以胡人為節度使。 

- 自此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 

- 胡人節度使容易對唐產生離異之心。 

 

1.4 邊將野心 

- 安祿山善於奉，得玄宗寵信，同時兼任平盧、范陽及河東節度使，勢力最大。 

- 安祿山控制了黃河以北的軍政大權，地廣兵強，深知朝廷兵力薄弱。 

- 安祿山與宰杷楊國忠不和，起了叛唐野心。 

 

 

 

 

 

 

 

 

 

 

 

 

 

 

 



二、安史之亂的經過 

- 安史之亂長達八年，對唐朝造成重大打擊。 

 

 
 



2.1 安祿山作亂 

- 公元 755 年（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奉密旨討楊國忠為名，起兵叛亂。 

- 安祿山從范陽南下，迅速佔領洛陽，自稱大燕皇帝。 

 

2.2 玄宗逃亡 

- 潼關失守，玄宗逃往四川，經馬嵬驛時軍隊譁變，殺楊國忠，迫玄宗縊死楊貴妃。 

- 玄宗逃往蜀中，太子李亨在靈武登基，是為唐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 

- 安祿山叛軍佔領長安。 

- 唐肅宗用郭子儀及李光弼為將，向回紇借兵反攻。 

 

2.3 叛軍內訌 

- 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 

- 此時，唐軍收復長安及洛陽。 

- 其後叛軍將領史思明殺死安慶緒，並再度攻佔洛陽。 

- 不久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所殺。 

- 肅宗死後太子李豫繼位，是為唐代宗，再借回紇兵攻打史朝義。 

- 公元 763 年（寶應二年），史朝義兵敗身死，安史之亂結束。 

 

 

 

 

 

 

 

 

 



三、安史之亂的影響 

- 安史之亂長達八年，唐朝國勢由盛轉衰。 

- 造成國內藩鎮割據、宦官掌權、經濟重心南移等問題，外族更趁機入侵。 

 

3.1 藩鎮割據 

- 安史之亂時，朝廷封部分功臣為節度使，藩鎮數量大增。 

- 朝廷為穩定局勢，對叛軍降將姑息，起用為節度使，帶來藩鎮割據惡果。 

- 安史之亂後，朝廷無力改變藩鎮割據之局面。 

 

3.2 宦官掌權 

- 宦官李輔國擁立肅宗登基有功，得以掌禁軍之權，及參預政事，開始宦官專權序幕。 

 

3.3 經濟重心南移 

- 安史之亂，戰事集中在北方，做成田地荒蕪，人民流離失所。 

- 人民為逃避戰火，因而逃往南方，帶來人口、資金、技術。 

- 南方因而快速發展，經濟重心開始南移。 

 

3.4 外族入侵 

- 因中原亂事，唐室威信盡失，外族不受控制。 

- 回紇因借兵助唐，趁機劫掠唐兩都。 

- 吐蕃等外族趁機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