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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唐军对吐蕃的作战
            二、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回纥入侵与唐军
的反击作战
            三、唐军反击作战的主要特点
        第四节  唐廷对周智光、李灵曜、田承嗣作战
            一、平定周智光
            二、一讨田承嗣
            三、平灭李灵曜
            四、再讨田承嗣
    第十三章  德宗时期削藩与反击吐蕃侵扰的战争
        第一节  德宗即位前后的国内形势
            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二、边防斗争形势危迫
            三、朝廷内部政治状况
            四、议复府兵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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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唐末农民战争的军事特点与经验教训
            一、军事特点
            二、失败教训
    第十八章  唐末藩镇兼并战争与唐王朝的灭亡
        第一节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一、统治集团内争激烈
            二、藩镇林立攻战不休
            三、唐朝政权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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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朱全忠与秦宗权争夺河南
            二、朱全忠与时溥、朱瑄、朱瑾争夺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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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马殷夺取湖南之战
        第四节  朱全忠西攻凤翔与东取淄青之战
            一、韩全诲劫持昭宗依附李茂贞
            二、朱全忠围攻凤翔与李茂贞临危求和
            三、朱全忠回兵东取淄青与王师范投降
        第五节  朱全忠谋篡与唐朝灭亡
            一、劫持昭宗东迁洛阳
            二、谋杀昭宗屠戮朝臣



            三、废除哀帝灭唐建梁
    第十九章  唐代后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
        第一节  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一、郭子仪的军事思想
            二、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第二节  李筌的军事思想
            一、道、兵、儒兼取的战争观
            二、“致富强”的经国治军思想
            三、重谋胜的战争指导思想
            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第三节  李泌、陆贽的军事思想
            一、李泌的军事思想
            二、陆贽的军事思想
        第四节  杜佑、杜牧的军事思想
            一、杜佑与《通典·兵典》
            二、杜牧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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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去争”、“遏乱”的战争观
            二、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的治国理军思想
            三、以不为求为的战争指导思想
        第六节  其他兵学著作
            一、《射经》
            二、《贾林注孙子》、《陈皞注孙子》
            三、军事地理图书
        第七节  名将事略
            一、忠烈善战的张巡
            二、“器伟材雄”、“长于应变”的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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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忠谨”、“功高”的浑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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