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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册写给大众读者的充满趣味与张力的历史读物。
    本书截取中国历史上隋末唐初这一典型时段，通过不同人物的悲欢成败，再现了大唐帝国建立与隋
王朝灭亡的大变局，并解答以下历史疑案：    一生颇有建树的隋炀帝，为什么会被弑杀于烟火三月的
扬州，落下了千古骂名？
    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实际政治运作中，都不见得比兄长高明的李世民，为什么会铤而走险，杀兄逼
父，终成一代圣君？
     几乎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的瓦岗寨主李密，雄才大略，指点江山，为什么终究屈居人下，最后
不得善终？
    与李密同样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渊，为什么能顺势而起开创大唐帝国？
     同样是李唐功臣，为什么裴寂获宠，刘文静被杀，李靖、李世勣甘于沉默？
⋯⋯    一千余年后的今天，即使再严谨缜密的文字，再精细入微的插图，已不能完全重构当时真实的
历史场景。
但通读之下，隋炀帝、李渊、李世民、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裴寂、刘文静、李靖、李世
勣、武士彟这些人物的命运会让人唏嘘感叹，天下治乱的谜团也将豁然开朗。
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并非是一本仅仅讲故事的书——除了故事，书中的议论与点评同样精彩。
这些精彩的议论与点评多抽提于边栏留白处，或可供读者细细体味。
    此外，行文的洗练流畅，设计的疏朗大方，相信也会勾起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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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后滨，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
曾访学于哈佛大学。
长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唐诗与唐史等课程。
学习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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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又是太原？
又是太原！
——旧山河里走出的新君  1、暗渡陈仓：从尊隋到代隋  2、凡事宁可慢半拍——李渊的成功之道�  3、
关陇情结：旧贵族与新朝廷�  4、跨不过历史分水岭�  附录 白牛溪畔的青年导师�二、再见扬州，再见扬
州——隋炀帝的惨剧与悲情�  1、自恋者的自嘲�  2、一着不慎满盘空�  3、梦断江都宫�  4、游人只合江南
老三、兵临洛阳，兵败洛阳——李密的末路与瓦岗军的聚散�  1、尴尬的归降者�  2、成也瓦岗，败也瓦
岗�  3、洛阳——生死场�  附录一�走下瓦岗寨的魏徵  附录二�李世民与瓦岗英雄四、一路征战，一路成长
——李世民的戎马岁月  1、常胜将军“当年勇”  2、太原起兵四巨头�  3、兄弟并肩入长安�  4、西线有
战事  5、擒充戮窦四海清�  6、迷信武力的教训�五、开国功臣，路在何方——功臣命运的一咏三叹  1、
有名无实的优待�  2、出身决定命运  3、刘文静之死  4、另类新贵：商而优则仕六、英雄往事，细说从
头——李靖与李世勣的私人传记  1、囚徒李靖之谜  2、从囚徒到将军�  3、徐世勣归唐  4、平定突厥  5、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6、天下谁人可托孤七、面对父兄，面对权位——从玄武门走来的“圣君”� 
1、相煎何太急�  2、局外人与追随者�  3、攻守之间  4、山雨欲来风满楼�  5、决战玄武门  6、萧瑟秋风今
又是，换了人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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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凡事宁可慢半拍——李渊的成功之道　　稳得住与沉得住，是成大事者的不二法门。
所有的成功者，都不急于将在头脑中已经成熟的想法迅速实施，而是要寻找一个最适合实施的时机。
在恰当的时机到来之前，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沉稳地、不露声色地等待。
　　李渊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他不仅在纷纷扰扰的形势下能够稳得住阵脚，而且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非常地沉得住气。
他甚至还给人一个感觉，似乎面对后人可能的误解和曲解，也同样沉得住气。
　　千年之后的王夫之，也许是最了解李渊的人之一。
在他看来，李渊是这样一种人，迟回而不迫起，在英豪竞起的时候，能够稳得住，不怕被别人抢了头
筹，占了先机。
而到头来，天时、地利、人和都青睐于自己，十拿九稳地摘取了胜利的果实。
　　李渊是天生就有如此良好的心理素质？
还是艰险的政治风浪造就了他的应对能力？
　　李渊是典型的贵族子弟，尽管历史记载中对他的家世和郡望（祖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的
籍贯意味着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与威望）都不尽真实，但从他的祖父辈起，确实就是身处政治中心的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的核心家族。
　　他的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是当时的军事霸主宇文泰重要的助手，因而位列“八柱国之家
”，是统兵的六柱国之一，对于北周的建立有佐命之功，北周初追封唐国公。
他的父亲李晒继承了李虎的爵位，在北周担任内外要职。
　　李渊生于长安，七岁丧父，袭封唐国公。
母亲独孤氏与北周明帝独孤皇后、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姐妹，均为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之女，所以李渊也
算是隋文帝的外甥，和隋炀帝是姨表兄弟。
李渊比杨广大三岁，而且据说从小就得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喜爱，在孩提时代，或许还和杨广一起
玩耍，是皇宫里一对无忧无虑的小伙伴。
　　因为李渊后来做了皇帝，所以他的儿时经历和个人特征也自然地按照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固定套路
被美化。
而那些被御用文人们加工过的有关李渊身世的传说，比起许多的帝王逸事来，应该说并没有特别离谱
的渲染和神化。
　　唐朝后来有一种传说，相传李渊家在长安北边的高陵县有庄田，田边有一棵柏树。
当李渊还在襁褓之中时，其母独孤氏前往田庄饷田，就把他放在柏树的树阴下。
等她回来的时候，发现太阳已经移动，比刚才偏斜了许多，但是遮住李渊的那片树阴却还是没动。
小说家称此事“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无非是后来附会的真龙天子的故
事罢了。
　　要说体貌上有什么特殊的异相，那就是《新唐书?高祖本纪》说的“体有三乳”。
不知道他的第三个乳房长在什么地方，是否可以得到医学的证实？
当然，唐代没有严格的身体检查，记录国史的官员也不可能要求皇帝脱掉衣服来印证其是否真的生有
三乳，也许，这一体貌特征还是医生为李渊看病的时候不慎发现的——当然，李渊并没有像《天方夜
谭》里面的国王一样因此而杀掉目击者。
　　古代的帝王，总是要在史书中表现得和常人不同，才能突出他们的尊贵，有的帝王是“脚踏七星
”，有的是“重瞳”，有的遍体生鳞，相比之下，李渊的“三乳”还不算太过特异。
当然，如果并非病理现象，也许李渊的胸部有一块突起的赘疣，被他人误认为是多生一乳也不一定—
—这只是从情景上推测，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后妃，看到李渊身上的异样，恐怕是不敢多看，唯恐
因此而获罪的，所以以讹传讹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我们奇怪的是，不知道后来玄武门事变之后，他的儿子李世民按照“乳翁”的习俗，跪在他面前吸吮
的是哪个乳？
　　《旧唐书?高祖本纪》也记载了李渊的与众不同，那就是有一个叫史世良的相面师所说的所谓“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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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非常”。
然而，这说法恐怕也站不住脚，因为李大人的尊容，曾经受到过隋炀帝杨广的公开嘲笑。
　　李渊的长相应该不是很舒展很丰满的那种，而是“高颜面皱”，大概是额头很高，皱纹也多，典
型的西北老汉模样。
有一个传说，李渊和杨广原本关系很亲近，杨广做了皇帝后，还经常在退朝之后拿他开玩笑。
有一次，杨广赐宴招待群臣，当众戏谑李渊为“阿婆面”，意思是李渊长了一副老太太脸。
　　一个贵族，被皇帝讥笑成老太婆，自然是一种屈辱。
李渊又郁闷又气愤，但又不便表现出来。
回到家里，还是憋不住了，一个劲地叹气流泪。
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命相很苦，对自己的妻子窦氏说：“我李某人身世可悲啊。
今天更是被皇上当众侮辱，称我为阿婆面。
看来，我这苦命人是没什么希望了，儿孙也难免受饥挨冻了。
”　　好在窦氏很懂得鼓励的力量是无穷的，她当即做出喜出望外状，对李渊表示祝贺，并解释说，
阿婆是女主人，就是“堂主”（有如今之湖南人称妻子为堂客）。
堂者“唐”也，也就是您唐国公要当家作主了。
这难道不是全家的福兆吗？
李渊原本愁容惨淡，经聪明的夫人这么一说，当即涣然冰释，一家人私相庆贺了起来。
　　这窦氏绝非等闲之辈。
北朝隋唐之际的女中豪杰，如花木兰一类的女子，原本就是成群结队，许多著名人物的妻子都是打理
门户、操持内外的高手。
窦氏出自西魏北周的权贵之家，父亲窦毅在隋朝担任定州总管，封神武郡公，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
襄阳长公主。
据说窦氏刚出生时就发垂过颈，三岁时头发就长得与身体一样长。
从小得到舅舅北周武帝的爱重，因此也就在皇宫中被养大。
　　最体现窦氏政治早熟的事情是，当她还在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劝慰周武帝抑制私情，以天下苍生
为念。
《旧唐书?窦皇后传》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大体是说：周武帝迫于突厥的压力，立了突厥可汗的女儿
为皇后，但心里总不满意，也时常表现出来。
年幼的窦氏于是开导起做皇帝的舅舅来，私下对他分析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
以苍生为念。
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
就是要周武帝委屈一下个人感情，要争取突厥的援助，好全力对付江南的陈朝和关东的北齐。
小小年纪，如果真的有如此见识，那简直是神童。
也许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人小鬼大。
　　而她的气节和魄力，则在隋朝取代北周的过程中表现得最真实。
当她得知杨坚称帝时，气愤地自投于床，咬牙切齿地说：“恨我不为男儿，不能救舅氏之难。
”此言一出，吓得她的父母赶紧掩住其口，提醒她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
”　　李渊在大业年问逐渐担任了重要职务，他在政治谋划方面，应该得到过窦氏的协助。
窦氏对于隋炀帝盼『生格和作风有所了解，所以当李渊担任扶风太守期间，因有骏马数匹，她就劝李
渊把骏马进献给隋炀帝，否则好鹰爱马的隋炀帝一定会借机收拾他。
李渊没有听从她的意见，结果真的被降职了。
——李渊被降职，也许并不一定仅仅因为他没有把所藏的良马进献给隋炀帝，可能是因为隋炀帝喜怒
无常的性格以及对李渊的猜忌，但帝王大多喜欢臣子投其所好，却是没错的。
　　不久窦氏去世了。
李渊感念她的劝诫，将自己视若珍宝的良马献给了隋炀帝，因此被封为大将军。
李渊又悲又喜，喜的是自己终于能够被委以重任，悲的是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夫人已经不在人世。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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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渊在家庭宴会中，对几个儿子说，如果我早点听从你们母亲的建议，这个职位早就是我的了
。
一句话，透露出了李渊对妻子的追忆、佩服，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感伤。
　　李渊步入仕途，走的是与众多贵族子弟一样的门荫出身。
在隋朝初年，他担任皇帝的侍卫——千牛备身，然后进入仕途。
他是典型的军事贵族家族的子弟，骑射水平和指挥作战的能力都是时人罕可比及的。
　　在后来唐朝人的心目中，李渊一直是以神勇著称的。
大业末年，他带领十余人在山西打败无端儿（一作毋端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数千人的事，就一直被
传颂为神话。
唐人小说（（酉阳杂俎》里更传为以十二人击破无端儿数万人，又说李渊射箭是百发百中，一人射杀
了八十个敌兵。
　　李渊善射当是名不虚传。
当年窦毅夫妇为了给女儿求贤夫，采取的就是比箭招亲的办法。
他们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只有在两箭之内射中孔雀眼睛的求婚者，才有资格中选。
当时来求亲的都是自诩不凡的王公子弟，前后数十辈，无人能中。
李渊姗姗来迟，开弓射箭，两发各中一目，因之娶得一代名门闺秀。
　　可以说，从家庭背景到个人素质，从姻亲关系到政治表现，李渊都是隋炀帝时期政坛上的一个实
力派人物。
而且他的政治野心或者说反隋之心，很早就萌生了。
这一点，唐朝的国史并未隐瞒。
《旧唐书》在记载史世良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之后，编者跟着加了一句
，“高祖颇以自负”。
这个说法应该来自唐朝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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