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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際江淮地區的地域集團與社會秩序

黃清連

壹、 唐末五代江淮軍政人物

一、中文部份

1. 卞孝萱、鄭學檬，《五代史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 戈春源，〈黃巢偽降于高駢時地考〉，《江蘇師院學報》（蘇州：江蘇師範學院，1982.1）。
3. 方機六，《黃巢起義考》，北京：中華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4. 王大華，〈王仙芝沂州之敗時間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

報編輯部，1980.4）。
5. 王大華，〈王仙芝沂州之敗時間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

報編輯部，1980.4）。
6. 王大華，〈論大齊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陝西師範大學學報》（西安：陝西師範大

學學報編輯部，1985.4）。
7. 王大華，〈論均平在唐末農民戰爭中的經濟內容〉，《陝西師範大學學報》（西安：陝

西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1982.2）。
8. 王璞，〈論黃巢〉，《人物雜誌》，10（重慶：人物雜誌社，1946）。
9. 王興亞，〈王仙芝起義的時間問題〉，《史學月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8）。
10.白天，〈唐末農民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

社，1978）。
11.伊相豪，〈農民革命戰爭過早失敗歷史上就出現五代十國混亂局的提法是否適當〉，

《新史學通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6.2）。
12.朱祖德，〈唐末楊行密之據淮及其對政局的影響〉，《淡江史學》，9（台北：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1998.9），頁59-75。
13.吳如嵩，〈從黃巢攻克兩京試談農民戰爭的決戰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4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

14.吳法，《黃巢傳》，台北：國際文化出版社，1990。
15.吳節，〈對王仙芝、黃巢〝乞降〞問題的兩點意見〉，《光明日報》（北京：光明日報

社，1962.9.12）。
16.吳澤、袁英光，〈王仙芝受敵誘降問題初探〉，《文匯報》（上海：文匯報社，1961.5.12）。
17.吳澤、袁英光，〈黃巢〝乞降〞問題考辨〉，《學術月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6.23）。
18.吳燕男，〈試論隋末農民起義和唐末農民起義的特點〉，《史學月刊》（鄭州：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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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1959.11）。
19.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0.宋家鈺，〈關於唐末農民起義領袖〝天補均平〞稱號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農民

戰爭史論叢》，1（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
21.岑仲勉，《隋唐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2.李文治，〈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師大月刊》，22（北平：國立北平師範大學，1935）。
23.李文治，〈黃巢暴動的社會背景〉，《師大月刊》，26（北平：國立北平師範大學，1936）。
24.李光璧、錢君曄、來新夏編，《中國農民起義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58。
25.李燕光，〈試論黃巢的遠征〉，《文史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5.7）。
26.周寶珠，〈唐末農民戰爭史中一個問題的商榷〉，《史學月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1959.6）。
27.林燁卿，〈關於黃巢農民軍一些史料的考辨〉，《文史》，5（北京：中華書局，1978）。
28.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農民戰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展〉，收入氏著，《中國

封建社會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侯外廬，〈唐宋時代農民戰爭的歷史特徵〉，《東洋史研究》，23:1（京都：同朋舍，

1964）。
30.侯忠義，《黃巢起義》，北京：中華書局，1974。
31.俞兆鵬，〈試論黃巢建立的大齊朝的性質〉，《江西大學學報》（南昌：江西大學，

1980.2）。
32.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歷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63.1）。
33.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北京：中華書局，1979。
34.唐森，〈〝均平〞與黃巢起義〉，《暨南學報》（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編譯出版委員會，

1981.1）。
35.孫永如，〈高駢史事考辨〉，《唐史論叢》，5（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36.徐明德，〈試論黃巢起義失敗原因〉，《北方論叢》（哈爾濱：北方論叢編輯部，1983.3）。
37.張志康，〈黃巢「起降」考辨〉，《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1（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79）。
38.張道貴、顧吉辰，〈流動作戰不是黃巢起義失敗的原因〉，《杭州大學學報》（杭州：

杭州大學學報編輯部，1979.4）。
39.張榮芳，〈黃巢之亂對東南財賦區的破壞〉，《史學會刊（東海大學）》，6（台中：東

海大學歷史學會，1977.6），頁31-45。
40.張澤咸編，《唐末五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41.陳耀東，〈黃巢遇害質疑〉，〈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牡丹江：牡丹江師範學院，

1988.3）。
42.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3.傅永聚，〈關於黃巢之死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曲阜：齊魯學刊編輯部，1986.4）。
44.黃清連，〈王鐸與晚唐政局──以討伐黃巢之亂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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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集刊》，63:2（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頁207-267。
45.黃清連，〈宋威與王、黃之亂──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二〉，《中國近世

社會文化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1-37。
46.黃清連，〈高駢縱巢渡淮──唐代藩鎮對黃巢叛亂的態度研究之一〉，《大陸雜誌》，80:1
（台北：大陸雜誌社，1990.1），頁3-22。

47.黃清連，〈楊復光《收復京城奏捷露布》考〉，《中國史學》，2（東京：中國史學會，

1992），頁59-78。
48.楊志玖，〈關於王仙芝起義的時間、地點、家鄉和戰死地點問題〉，《歷史教學》（天

津：歷史教學社，1955.2）。
49.楊善群，〈黃巢乞降問題考辨〉，《求是月刊》（哈爾濱：黑龍江大學，1980.4）。
50.寧可，〈讀王仙芝、黃巢受敵誘降、乞降考辨諸文質疑〉，《光明日報》（北京：光明

日報社，1962.7.19）。
51.趙雅書，〈五代吳越國的創始者──錢鏐〉，《台灣大學歷史學報》，7（台北：台灣大

學歷史學系，1980）。
52.趙儷生，〈通過五代十國到宋初的歷史過程認識唐末農民大起義芝更深遠的歷史意

義〉，《文史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5）。
53.衛文選，〈黃巢援儒考辨〉，《學術月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
54.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略論〉，《中國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80.2）。
55.諸葛計，《唐末農民戰爭略初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56.賴家度，〈試論黃巢〝禁刺史殖財產〞〉，《歷史教學》（天津：歷史教學社，1964.9）。
57.顏廷亮、趙以武輯，《〈秦婦吟〉研究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8.羅香林，〈唐代黃巢變亂與寧化石壁村〉《說文月刊》（上海：說文社，1944.6）。
59.顧吉辰，〈王仙芝起義年代辨證〉，《學術月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

二、外文部分

60.Howard S, Levy Biography of Huang Ch'ao.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61.山根幸夫編，《中國農民起義文獻目錄》，東京：東京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1976。
62.日野開三郎，〈唐末混亂史稿〉，《東洋史學》，10、11（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東洋

史研究室，1954）。
63.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軍閥：唐代藩鎮研究》，東京：三省堂，1942。
64.西川素治，〈皮日休論〉，《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5（1959）。
65.西川素治，〈唐末五代的農民鬥爭──中國有關唐末農民戰爭的評價〉，《駿台史學》，

33（東京：駿台史學會，1973）。
66.佐竹靖彥，〈朱溫集團の特性と後梁王朝の形成〉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

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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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谷川道雄、森政夫編，《中國民眾叛亂史》，東京：平凡社，1978。
68.松井秀一，〈唐末民眾叛亂與五代的形勢〉，《世界歷史》，6（東京：岩波書店，1971）。
69.清木場東，〈唐末初期楊行密勢力的社會體系〉，《鹿兒島大學史學科報告》，26（鹿

兒島：鹿兒島大學教養部，1978）。
70.清木場東，〈關於唐末初期的楊行密集團──有關集團成員與集團規範〉，《純真女子

短期大學紀要》，14（琦玉：純真女子短期大學，1978）。
71.堀敏一，〈朱全忠的廳子都〉，收入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和

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61。
72.堀敏一，〈朱全忠政權的性質〉，《駿台史學》，11（東京：駿台史學會，1961）。
73.堀敏一，〈唐末叛亂的性質〉，《東洋文化》（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51.7）。
74.堀敏一，〈黃巢之亂〉，《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東京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1957）。
75.善峰憲雄，〈黃巢之亂〉，《東洋史研究》，4（京都：同朋舍，1956）。

貳、 江淮地域社會

一、中文部分

1. 中國唐史學會、湖北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编，《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昌：

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2. 卞孝萱，〈唐代揚州手工業與出土文物〉，《文物》，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3. 卞孝萱，〈鑒真與揚州〉，《揚州師院學報》，1（揚州：揚州師院學報，1980）。
4. 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
5.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6. 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
7. 史念海，《河山集》七集，西安﹕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8.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史念海，《河山集》五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11.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1991。
12.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1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台北：新亞研究所，1991。
14.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崇文書店，1972。
15.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
16.朱江，〈唐揚州揚子縣考〉，《文物》，9（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17.朱江等，〈唐揚州江陽縣考〉，《揚州師院學報》，17（揚州：揚州師院學報，1963）。
18.朱祖德，〈唐代揚州的盛況及其繁榮因素試析〉，《淡江史學》，10（台北：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1999.6），頁27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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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朱祖德，《唐代淮南道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20.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

發》，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21.牟發松，《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22.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23.李斌城，《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4.谷霽光，〈泛論唐末五代的私兵與親軍、義兒〉，《歷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4.2），頁21-34。
25.周勛初編，《唐人軼事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6.武仙卿，〈隋唐時代揚州的輪廓〉，《食貨半月刊》，5:1（上海：新生命書局，1937.1）。
27.胡如雷，《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
28.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29.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30.翁俊雄，《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台北：新文豐，1995。
31.翁俊雄，《唐代後期政區與人口》，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32.袁英光，〈試論唐代藩鎮割據的幾個問題〉，《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山西人民

出版社，1983，頁268-291。
33.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34.陳奕亨，《國家政策與地域社會變動──唐五代忠武軍個案研究》，嘉義民雄：國立中

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35.陳國燦，《唐代的經濟社會》，台北：文津，1999。
36.陳寅恪，《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37.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里仁書局，1994。
38.曾賢熙，《唐代汴州──宣武軍節度使研究》，台北﹕文化大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39.黃玫茵，〈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
40.黃清連，〈忠武軍：唐代藩鎮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頁89-134。

41.黃清連，〈唐末五代的黥卒〉，收入黃克武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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