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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名《中国五千年》，是陈舜臣的代表作。

　　这是一本和教科书迥然不同的中国历史！

　　这本书视角独特，因为陈舜臣具有“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的复眼。

　　这本书书写了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具有史家的大手笔和大气魄。

　　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的知识会通让人有醍醐灌顶、豁然明朗之感。

　　五千年华夏历史的风云变幻、世事沉浮，从远古到近代，从荣光到黯然，从分裂到统一，一个个
大的时代的起落，一个个王朝的兴亡盛衰，一个个民族的迁徙扩张，都被作者平静从容写来，视角非
凡，笔触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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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舜臣(1924— )
　　他是生于日本的华裔作家
　　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师人物
　　他一生充满传奇，获奖无数
　　他是一位实力派历史小说家
　　他深受柏杨、司马辽太郎的推崇
　　他的作品风行日本四十年
　　他著述等身百余种
　　作品风靡销量多达两千万
　　历史小说、推理小说、随笔游记
　　无一不举重若轻娓娓写来
　　身居海外远观国史
　　历史命运带来的漂泊感
　　造就了陈舜臣作品中寻找身世的主题
　　陈舜臣已成为日本的重要文化现象
　　【所获主要奖项】
　　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小说界“登龙门”的奖项
　　直木文学奖：日本文学最权威的奖项
　　吉川英治文学奖：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
　　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小说最高奖项
　　读卖文学奖：日本文坛门类最齐全的奖项
　　大佛次郎奖：日本优秀散文作品奖项
　　日本艺术院奖：日本文化艺术界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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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认为宋有资格冠以“大”这个形容词，唐也可以，只是理由不一样。
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一手打造了大宋的赵匡胤的人格魅力。
尽管有个人喜好，如果让我举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我不会说汉武帝或是唐太宗，还是会毫不犹
豫地举出宋太祖。
 后周世宗柴荣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七岁恭帝即位的次年，契丹开始了南侵。
为了迎击，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在第一个宿营地陈桥发生了一幕拥立剧。
根据传言，他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地，在不明就里的情形下，兵将们把只有皇帝才能披身上的黄袍
放到他身上，大呼万岁。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拥立为皇帝，这大概是杜撰的吧，但实在是很像太祖的风格，所以这个故事流传
至今。
在兵将中推行拥立的事前鼓动工作，大概他弟弟赵匡义是最积极的活动分子。
太祖亡故后，因没有亲生子，于是弟弟赵匡义做了继承人，称为太宗，从这也可以推测出拥立剧背后
的大概情形。
 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宋太祖赵匡胤基本沿袭了后周世宗的政策。
世宗施行的政策中，他没有沿袭的仅有“废佛”。
世宗废寺达三万多座，在佛教史上被归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
世宗）之一。
只不过世宗的废佛为了要改革佛教界的堕落状况，严格化僧人的资格考试，因此不是单纯的废佛。
被废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改铸成铜钱，因此也有经济上的理由。
佛教界既已被世宗清理过的，继承者宋就没有必要继续废佛。
太祖刊行《大藏经》，置于改革后的佛教界之上，希望它能有所进步，因此可能还是一种沿袭。
 按照世宗的政策，首先需要巩固的是四周，而非北方强大的契丹。
契丹族治内有大量汉民，尤其因领有燕云十六州，所以具有很明显的二元特征。
既然同时内蕴着游牧和农耕两方面，也就有了北面官、南面官的双重制度。
国号取中国式的“辽”，而当国粹主义盛行的时候，有段时期恢复成了“契丹”。
为避免繁琐，我们统一用“辽”来指称。
 后周世宗在世时，屡屡讨伐南唐，接着进兵陕西秦州。
南唐是地方十国中最强的政权，首都在南京，君主称皇帝。
受到世宗攻击后，南唐皇帝李璟献上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去帝号，称国主。
但他依然实质性地统治着富庶的江南。
 和中原的五代相对，地方的十国列记于下。
人名是创始人，地名是国都。
 前蜀（907—925）王建成都（四川） 后蜀（934—965）孟知祥成都 吴（902—937）杨行密扬州（江苏
） 南唐（937—975）李昪南京（江苏） 南平（907—963）高季兴江陵（湖北） 吴越（907—978）钱镠
杭州（浙江） 闽（909—945）王审知福州（福建） 楚（907—951）马殷潭州（湖南） 南汉（907—971
）刘隐广州（广东） 北汉（909—979）刘崇晋阳（山西） 其中最小的南平被称为荆南或北楚。
吴是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唐灭亡后不得已自立的，他直到死仍奉唐为正朔而没有称帝。
 太祖极力避免和辽发生大规模冲突。
他消灭了被称为天府、拥有富饶土地的后蜀，又联合吴越消灭了势力最大的南唐。
南唐最后的皇帝李煜被称为后主，也有人把他视为中国最好的词人。
词也被称为“诗余”，立足于诗却不像“诗”那样严格讲究平仄和韵的规则，和某支曲相搭配，创作
相当自由，因此成为宋代文学的一大瑰宝。
人们赞颂为“唐诗宋词”。
 在灭南唐之前，宋消灭了广州的南汉，从而得国际贸易之利，在经济上就有了极大的宽裕。
还有人说南汉的创始人刘隐是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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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吴越和北汉，其他八国悉数被灭。
吴越是进攻南唐时的同盟国，对业已强大的宋早已没了抵抗的意愿。
太祖死后第二年（978），吴越皇帝钱俶向宋投降，献上全境土地。
次年，宋消灭了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唯一的北方政权北汉。
除了辽，宋成功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
 在消灭如此之多政权的同时，却没有什么血腥事件发生。
投降了的原皇帝没有一个被杀，而是在首都开封被赐予府邸，授予官爵。
策略上看，可能是作为人质软禁起来，而他们的子弟则被派遣到各郡、各州担任实际职务。
禅位于宋的后周柴氏一族在直到宋朝灭亡为止的三百年间，一直被当作诸侯受到优待，可以继续祭祀
先祖。
与把禅让的唐昭宣帝及其九兄弟杀害于九曲池的后梁朱全忠等人相比，不得不说宋太祖行事方式完全
不同。
虽有南唐后主被毒杀一说，但似乎没有确证。
即使毒杀是事实，后主李煜死于太祖之死两年后，因此也不是死在赵匡胤手里的。
 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
只有皇帝见过石刻，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
靖康之变（1126）中金军掳掠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
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
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
 皇帝没有把石刻遗训的内容透露给任何人，不过，不因言论处死刑，这在现实政治中可以看出来。
因此，宋代就成了言论繁盛的时代。
虽然变成了新法、旧法的大争论，但不管政治斗争有多激烈，失败一方的魁首仅是被贬、流放就完事
了。
著名诗人苏东坡是旧法派的高官，新法派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被流放到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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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马司辽太郎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
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
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
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
龙活虎    ——柏杨    像陈舜臣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这就是陈舜臣之所以为陈舜臣的理由。
    ——稻烟耕一郎    陈舜臣的作品具有生动的复眼视角，要让历史成为日中文化交流的“镜鉴”。
他的文章平实易读，但是平实绝不意味着内容的肤浅。
他特别重视败者、弱者留下的历史痕迹，以推理小说式的魄力“保持着败者一方的视点”。
    ——日本《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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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风云录》编辑推荐：1．陈舜臣畅销不衰的随笔，新版上市！
2．《中国历史风云录》自1989年底面世以来，截至2006年，已加印32次，平均每年都要加印2次，可
见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为中国历史通俗且严肃的最好的大众读本之一3．陈舜臣在日本，有历史写作泰斗之称，他获奖无数
，作品无数，畅销日本半个世纪，作品总发行量超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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