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隋唐 

課題四：安史之亂與唐的衰亡 

第二章：唐中葉後的政局與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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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中葉後的政局 

- 自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勢由盛轉衰。 

- 對外藩鎮割據，民變四起。 

- 對內宦官弄權及牛李黨爭。 

 

1.1 藩鎮割據 

- 安史亂後，為封賞功臣及安撫降將，新授一批節度使，增至四十餘個。 

- 安史殘部加上新封節度使，形成藩鎮割據局面。 

- 藩鎮擁兵自重，不聽中央調令，不接受中央委派官員，截留賦稅。 

- 藩鎮節度使死後，或傳子孫，或傳部下，形同世襲。 

- 藩鎮時宜互相攻伐，時而聯合抗拒中央。 

- 德宗、憲宗試圖削藩，但都最後失敗。 

- 唐末時中央已無力駕馭局面，最終亡於節度使朱全忠。 

 

 

 

 

 

 

 

 

 

 

 

 

 



1.2 宦官亂政 

掌握禁軍 

- 自李輔國掌權起，禁軍之權落入宦官之手。 

- 代宗不信任武將，將禁軍交予宦官成定制。 

- 宦官以監軍身份與藩鎮勾結，敗壞朝政。 

- 自憲宗起，共七名君主為宦官所立，肆意廢立皇帝。 

 

甘露之變 

- 公元 835 年，文宗不滿宦官專權，與大臣李訓、鄭注合謀誅殺宦官。 

- 他們稱院內石榴夜生甘露，命仇士良等人前往觀看，實以伏兵誅殺。 

- 仇士良識破計謀，率兵反殺相關官員，軟禁文宗。 

- 甘露之變後，宦官掌軍政大權，干預朝政。 

- 直至朱全忠滅唐，殺盡宦官，宦官之禍才告終。 

 

1.3 牛李黨爭 

- 自穆宗起，朝中官員分「牛」、「李」兩黨。 

- 「牛」黨以牛僧孺及李宗閔為首，「李」黨則以李德裕為首。 

- 兩黨各自有支持的宦官及藩鎮。 

- 兩黨爭奪執政權力，一派得勢便排斥另一派，鬥爭十分激烈。 

- 兩黨之爭歷時近四十年，史稱「牛李黨爭」 

 

 

 

 

 

 



1.4 黃巢起事 

- 唐末期政治黑暗，戰事頻生，社會動盪，人民困苦，紛紛聚集反抗。 

- 公元 874 年（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聚眾於長垣起事。 

- 公元 875 年（乾符二年），黃巢在曹州響應王仙芝，帶領數千人加入。 

- 黃巢，曹州冤句（今山東曹縣）人，販鹽為生，曾經考科舉而落第。 

- 公元 878 年，王仙芝兵敗而死，餘眾推舉黃巢為領袖。 

- 黃巢軍轉戰東南各地，隊伍不斷擴大達十數萬。 

- 黃巢先後攻入洛陽及長安兩都。 

- 攻陷長安後，黃巢稱帝，國號為齊。 

- 唐僖宗迫走四川，號召藩鎮勤王，又用沙陀族李克用兵馬反攻。 

- 黃巢之主力將領朱溫降唐，黃巢實力大減。 

- 公元 884 年，黃巢最後兵敗被殺，但唐室元氣大傷。      

 

二、唐朝滅亡 

- 朱溫降唐後，賜名全忠，被授為宣武節度使(治所設於汴州，即現今的開封)。 

- 朱全忠驍勇善戰，又精通謀略，成為唐末最強大節度使。 

- 唐昭宗時，宰相崔胤召朱全忠進京誅宦官。 

- 公元 903 年，朱全忠進京殺宦官八百餘人，殺昭宗立唐哀帝，操縱朝政。 

- 公元 907 年，朱全忠迫哀帝退位，自立為帝，國號「梁」，唐亡。 

- 唐朝凡二十君，國祚二百九十年。 

 

 

 

 



公元 820 年 唐元和藩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