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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唐太宗》，是说作为唐朝第二个皇帝的李世民，而不是说贞观之治。
说到唐太宗，当然离不开贞观之治，但是成就贞观之治的不仅是唐太宗一个人。
对贞观之治的形成作出贡献的，有隋炀帝，他从反面给唐初的人们留下了丰富而生动的经验教训；有
在浩繁的工役和连年战争中的农民，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了贞观统治者的良知；有从隋朝末年一路
打来的各路英雄，他们不仅为了百姓的生存作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
正是他们让贞观君臣认识到“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
因此贞观之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贞观君臣和广大百姓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创造这一段辉煌历史的领军人物，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因而成为历代人们
称颂的对象，历代帝王学习的楷模。
对于唐太宗这样一位帝王，相关研究著作已经出版的不下数十种。
《说唐太宗》只是新近出版的一本。
《说唐太宗》从天子的身世之谜和太原起兵说起，以托孤和最后的权力交接收篇，围绕唐太宗的生平
活动展开。
但与过去的著作往往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面的铺叙不同，本书则从细节入手，
让读者更加亲切地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唐太宗。
对于作为秦王的李世民在唐朝开国过程中的贡献；对于玄武门之变以后作为皇帝的李世民怎样通过实
际行动表明自己做皇帝“所以养百姓也”，而不是为了家族的私利；对于唐太宗能够将心比心，顺遂
人性，在大部分情况下比较尊重人性，也都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具体情节来加以说明。
作者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通过生动的叙述，向读者揭示唐太宗辉煌的一生，通过就事论事的议论
，和读者一起讨论唐太宗的内心世界和思想。
本书内容基本上按照问题来加以安排，同时又照顾到时间顺序，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加以结合。
这为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唐太宗也提供了方便。
这些都说明，作者不仅在与唐太宗相关的历史问题上有深入精到的研究，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作了许
多探索，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体味这一段历史。
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众手中，让大众也能享受历史的精彩和深邃，这是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在这样的工作中，《说唐太宗》又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一步！
吴宗国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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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贞观文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
而唐太宗以其开创初唐繁荣的丰功伟绩，为后世帝王所效仿，为人民所景仰。
他身上凝聚着时代赋予的特殊的英雄气度，有让人有所感悟却又难已说透的历史智慧，更有夺位登基
的历史谜案，千古纷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知名学者刘后滨年著《说唐太宗》，为“文化中国”书系的其中一本
。
本书从唐太宗身世之谜和太原起兵说起，以托孤和最后的权力交接收篇，从有关唐太宗的十八个方面
为经。
纪年为纬，全面展观一代明帝唐太宗的生平，并以独特的视角对历史谜案予以一一解析。
    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从丰富的细节入手，叙事活泼有趣，力图把深厚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
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让读者领略初唐宏大气象之余，更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真实的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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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后滨，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学习研究隋唐史二十年。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史、唐诗与唐史等。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唐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发表
论文多篇，出版了《巍巍无字碑——武则天的治国谋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盛唐政治
制度研究》（合著）、《贞观之治》（主笔）、《大唐开国》（主笔）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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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集  天子的身世之谜第二集  太原起兵的敢死队长第三集  首席开国功臣第四集  秦王破阵——战场
上的冒险王第五集  开国皇帝的二公子第六集  兵戎相见玄武门第七集  唐太宗的江山美人第八集  走出
玄武门的阴影第九集  将心比心换人心第十集 江山代有才人出第十一集  唐太宗的铁杆谋臣第十二集 不
是冤家不聚头第十三集 李世民的人才渊薮第十四集  李世民与，喋血双雄第十五集  唐太宗的守护神第
十六集  唐太宗与李靖第十七集  唐太宗的托孤之臣第十八集  唐太宗的权力交接唐太宗生平扫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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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集太原起兵的敢死队长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一提到唐朝，马上就会想到李世民，似乎唐朝
就是由李世民来开创的，而把唐朝真正的建立者李渊忽略到一边去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国史当中记载“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世民。
而谁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谁就是真正意义上唐朝的开国者。
那么，“太原起兵”中，李渊和李世民都做了些什么，究竟是谁起了主导作用呢？
史料众说纷纭。
有史书记载说，李世民当年通过裴寂把李渊引进隋炀帝的晋阳行官，灌醉了李渊，使得李渊酒后对宫
女做了糊涂之事，也即李世民设了个套，逼李渊不得不反，所以“太原起兵”的主谋应该还是李世民
。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让李渊最终起兵反隋，李渊都无疑应是“太原起兵”的主谋。
那么李世民是否篡改了历史呢？
“太原起兵”后，李渊是怎样废掉隋炀帝，建立自己的大唐帝国的呢？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一、史籍中的谜团隋朝末年，天下鼎沸，有理想有野心夺取天下的大有人在。
在被隋炀帝暂时冷落的太原，就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正在酝酿着一个庞大的阴谋。
很快，这一支队伍就从太原起兵，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帝国版图中最具政治号召力的首都长安
，并很快奠定了统一全国建立新政权的政治基础。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唐朝的建立源于“太原起兵”。
但是，太原起兵的策划、组织和领导人，到底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还是他的次子李世民呢？
如果从记载唐朝历史的所谓正史《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史籍来看，人们很容易
得出一个结论：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策划和领导的。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郡丞王威、武
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留守。
当时，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被孤立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就和晋阳县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于是安排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具体筹划，并利用隋朝军官刘武周据汾阳宫
举兵造反的机会，要他们开展募兵。
《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
当时，隋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
李渊之子李世民知隋必亡，暗中结交豪杰，招纳逃亡之人，与晋阳县令刘文静谋举大事。
起兵造反的计策确定后，而李渊还不知情。
李世民想实情相告，又担心李渊不听。
李渊当时还兼任隋炀帝的行宫——晋阳宫的长官，和李渊交往密切的裴寂担任副长官。
李世民私下找到裴寂商议，裴寂就选了晋阳宫的几个美女，乘李渊喝醉酒之后，陪他过夜。
然后，裴寂把李世民的谋划告诉了李渊，李渊大惊。
裴寂说：“安排宫女侍奉，事情暴露后是要杀头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劝你下定决心起兵啊。
”李世民乘机向李渊汇报了整个计划。
李渊开始时坚决不同意，还表示要把李世民送去报官。
过一会儿李渊还是答应了，说：“我爱护你，怎么忍心去告发你呢！
”《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关系尤为密切。
刘文静因为受李密的牵连而被关进了监狱，李世民乘夜到狱中去见他，一起谋划起兵的大事。
当时百姓为了躲避动荡，很多都逃入太原城，达几万人。
刘文静担任县令时间很久，认识其中一些豪杰，李世民就和他共同部署了具体的计划。
等到他们商量已定，就去找裴寂，请裴寂告诉李渊。
李渊开始并不同意，稍后也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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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些记载，那太原起兵完全是李世民一手策划和组织领导的，李渊只是听从了李世民的计谋；或
者是李世民设了一个套，让李渊往里钻，最后被迫答应起兵。
《资治通鉴》记载太原密谋起兵的一段历史，采用的是追述的方式。
从介绍李世民的身世开始，后即转入李世民与刘文静的相见和密谋，然后再叙述李世民结交裴寂，告
知李渊。
其线索与两部《唐书》基本相同。
但是，在温大雅记录李渊起兵过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中，情况却并非如此。
李渊被隋任命为太原留守后，大业十三年建立了大将军府，当时温大雅就是李渊大将军府的记室参军
。
记室参军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专职来记录军队中随时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花很大的心思去编造事
实。
所以，他的书就相当于一部日记体的李渊军事日志，记录基本上是真实的。
按照这本书的说法，李渊对起兵反隋是早有预谋的。
例如，书中记载，李渊到太原上任的时候，心里暗自高兴：太原是古代陶唐氏（传说中的帝尧）的地
盘，而李渊的爵位是唐国公，他认为这是一种天意，暗示自己要当皇帝。
所以，他怀着一颗“经纶天下之心”，一路上都非常注意收买人心，许多人投靠了他。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温大雅的说法没问题，那么，根据唐朝的实录和国史编撰的正史——《旧
唐书》和《新唐书》，为什么要把太原起兵的功劳都归到李世民的头上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唐太宗>>

后记

应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制片人余永锦先生的邀请，我第一次正式走上了电视荧屏，
和主持人今波一起讲述了30集《贞观天子李世民》。
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繁重，节目从2006年秋天开始录制，利用几个假期的时间，一直到2007年暑假期间
才完成。
节目播出过程中，范竞秋和夏宁两位编导多次来短信，说这个节目收视率还不错，说明上海的观众还
是认可我的讲述内容和风格的。
由于在北京不能收看，想到节目录制过程中还有许多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总觉得她们是在鼓励我这样
一位新手。
节目全部播完后，余永锦先生来电话，对节目的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把我推荐给上海辞书出版社
的著名图书策划人蒋惠雍女士。
于是我才有信心把讲稿整理出来，才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说唐太宗》。
我完全赞成学者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也有意识地把通俗读物和普及性的节目与学术区分
开来。
但是，当初接到余永锦先生的邀请后，对于是否要上电视讲历史，我其实有很多顾忌。
生怕到电视上一讲，把自己的弱点全方位地暴露出来了。
好在节目编排和录制过程中，我和《文化中国》栏目的合作还是非常愉快的。
余永锦先生没有我想像中电视制片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他寡言、宽容，我的一些固执想法和顾忌
都得以表达。
今波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尤其到后面一半的节目录制中，我们在开镜前稍微交换一下看法，就能
够很默契地把思路衔接上。
原本需要非常注重形式和镜头感的拍摄过程，逐渐变成了一场场平等的对谈和自由的交流。
我提供的脚本是粗线条的，内容的衔接不是很连贯，缺乏生动性。
范竞秋和夏宁两位均是非常出色的编导，她们尊重学术，长于表达，思想敏锐，文风清朗，对节目内
容进行了成功的再创作，给了我很多启发。
周雯华、唐蔚、霍怡临等编导，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书中的内容与30集节目并不完全一致，但我在修改书稿过程中，还是力图保留节目中比较口语化的特
点，吸收了一些编导们提供的文字。
所以，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和他们共同完成的。
当然，书中的错误还是要我自己来承担。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一些观点以及材料的组合，借鉴了唐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由于体例的原因
，不能一一注明。
吴宗国老师拨冗为我写的这本通俗读物作序，思考着“如何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众手中”这样的重大
问题，并一如既往地对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使我备受鼓舞，也更感不安。
张耐冬、王湛、赵璐璐、程锦、张雨诸君，在我写脚本和录节目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特此致谢。
最后感谢责任编辑蒋惠雍女士、明生小姐和刘征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刘后滨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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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唐太宗》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从丰富的细节入手，叙事活泼有趣，力图把深厚的学术研究
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让读者领略初唐宏大气象之余，更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真实的唐
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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