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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为了让更多读者体会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魅力，经过艰苦努力，
以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将蔡著的&ldquo;旧白话&rdquo;&mdash;&mdash;这种&ldquo;白话&rdquo;
今天已经不大读得懂了&mdash;&mdash;重新译为今人能够轻松理解的当代白话。
毫无疑问，这是让蔡著得到传承的最好方式。
他们的工作&ldquo;活化&rdquo;了蔡著，既是对于原著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展开。
翻译整理后的作品，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
　　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少年时代曾经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读的书少得可怜，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阅读的兴趣极
强，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因此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ldquo;杂书&rdquo;
。
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就是让我爱不释手的&ldquo;杂书&rdquo;，它把民国
时期纷乱的历史讲得有条有理，还饶有兴味。
虽然一些大段引用当时文件的部分比较枯燥，看的时候跳过了，但这部书还是深深吸引了我。
后来就要求母亲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都借来看。
通过这部书，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历史的复杂、深刻，实在超出一个少年人的想象，看到那些征战杀伐、宫闱纷争之中人性的难测，确
实感到真正的历史与那种黑白分明的历史观大不相同。
当时，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ldquo;儒法斗争&rdquo;的框架里来的，历史在那个框架里是那么单纯
、苍白；而蔡东藩所给予我的，却是一个丰富和芜杂得多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王朝的治乱兴衰，人生的枯荣沉浮，都让人感慨万千，不得不去思考在渺远的时间深处
的人的命运。
可以说，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了解，就是从这部历史演义开始的。
　　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得不承认，这部从秦朝一直叙述到民国的煌煌巨著，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
这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
它以通俗小说&ldquo;演义&rdquo;历史，以历史知识&ldquo;丰富&rdquo;通俗小说，既可信又可读。
　　蔡东藩一生穷愁潦倒，他的经历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他对于历史的描述是从普通人的视角
出发的。
他不是一个鲁迅式的启蒙者，但他无疑具有一种另类的现代性，一种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表达策略。
蔡东藩并不高调激越，他的现代性不是启蒙性的，不是高高在上的&ldquo;我启你蒙&rdquo;，而是讲
述历史，延续传统。
他的作品具有现代的想象力，表现了现代市民文化的价值观。
　　在《清史通俗演义》结尾，蔡东藩对于自己做了一番评价，足以表现一个落寞文人的自信
：&ldquo;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
&rdquo;他自信自己的这部著作，足以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名著&ldquo;并传不朽&rdquo;。
　　蔡著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仅在于他准确地挑出了历史的大线索，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关注了历史
深处的人的命运。
有些历史叙述者，过于追求所谓&ldquo;历史理性&rdquo;，结果常常忘记历史是鲜活生命的延展。
在这些人笔下，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
而蔡著不同，他的历史有血液、有温度，是可以触摸的。
他的历史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蔡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活的历史，体验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中这样阐释中国文明的命运：&ldquo;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
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
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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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lsquo;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squo;者也。
&rdquo;今天，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和不断更新的魅力正在焕发光芒，冯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的
期许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时机，蔡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新译，就更显其价值。
我们期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走向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和读者一起进入这个丰富的世界。
　　是为序。
　　张颐武　　2007年12月31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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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少年时代曾经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读的书少得可怜，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阅读的兴趣极
强，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因此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杂书”。
　　这部从秦朝一直叙述到民国的煌煌巨著，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
这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
它以通俗小说 “演义”历史，以历史知识“丰富”通俗小说，既可信又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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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学者。
其中《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有史以来最通俗、最风趣、最受欢迎的历史读物，蔡东藩因此被誉
为&ldquo;一代史家，千秋神笔&rdquo;。
　　汪锋，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为大学教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史>>

书籍目录

乱世枭雄李渊起兵晋阳势如破竹入长安风尘三侠智取薛仁杲李密之死秦王李世民摇摇欲坠的孤城东征
北伐征剿刘黑闼江南初定秦王的妙计玄武门兵变唐太宗的风流韵事贞观之治唐初的赫赫战功贤后遗言
恩威并施平西域劣迹斑斑的太子唐太宗亲征高丽民族大融合的盛世收服天竺和龟兹病榻前的私情虎毒
亦食子鸠占鹊巢刘仁轨勇平百济三箭定天山“大义灭亲”高宗病逝徐敬业伐武氏奸人当道武则天称帝
恶贯满盈的和尚历尽波折平契丹贤相狄仁杰中宗复位戴绿帽子的皇帝母女同欢毒饼疑案李隆基诛逆太
平公主叛乱玄宗初年开元盛世女祸再起李林甫毒计害储君梅妃往事一骑红尘妃子笑大奸若愚的安禄山
长生殿里的海誓山盟安史之乱马嵬坡上葬玉骨唐肃宗灵武称尊刺杀安禄山收复两京双忠庙里埋忠骨史
思明反唐寂寞西宫度余生宫中内乱威震天下的郭子仪佛法除贼内外交困的代宗喜忧参半的开局藩乱迭
起千古忠臣颜真卿伪皇帝朱泄贝州大捷诱杀田希鉴窦桂娘智取逆贼三朝元老李泌功过不分的荒唐事顺
宗的短暂统治平定西川剿抚不定的平藩策大唐罕见的贤公主活捉吴元济刘悟倒戈宪宗因骄致祸河朔纷
争再起郭太后叱奸灭烛之变烽火连三月李训施计除宦官甘露事变篡改过的遗旨运筹帷幄的李德裕致命
的仙药小太宗之治智平浙东高骈的功勋奢华的葬礼黄巢起义进士不成做皇帝李克用收复京都奔波的天
子十五年来无一治王师兵败三镇叛乱刘太监废帝以毒攻毒大唐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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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乱世枭雄　　唐朝开国始祖姓李名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人。
是东晋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七世孙。
李渊世袭谯、陇二州刺史，隋炀帝时升任太守，后来又封为殿前少监卫尉少卿。
隋炀帝出征辽东时，曾派李渊督运军粮，正赶上隋朝故相杨玄感起兵作乱，围攻东都。
李渊紧急上疏，隋炀帝慌忙带兵回朝，命李渊为弘化留守，剿灭杨玄感。
后来，杨玄感败死，李渊仍旧留守在那里。
由于李渊平日对属下宽厚仁慈，所以深得人心。
　　隋末政治残暴，老百姓怨声载道。
隋朝将亡的民谣起初只是在坊间流传，后来竟传人皇宫，连隋炀帝也常有耳闻。
有些什么谣言呢？
一说是：&ldquo;桃李子，有天下。
&rdquo;一说是：&ldquo;杨氏将灭，李氏将兴。
&rdquo;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曾因祖上余荫官至左亲侍，隋炀帝见他额头棱角突出，眼睛白多黑少，就
说他眼神诡异，把他的官罢了。
杨玄感谋反时，李密曾经与他勾结。
后来，杨玄感战败，李密逃入瓦岗山投奔翟让，一心想根据民间歌谣称孤道寡，哪知真命天子别有一
李，不是他的李姓。
　　隋炀帝赶走李密后又怀疑到盛郕公李浑身上，先是诬陷他谋反，接着杀身灭族。
然后隋炀帝大造龙舟，到处游山玩水。
不久听说李渊深得将士之心，于是又猜疑起来，派使臣到弘化传召李渊。
李渊因为李浑被灭族，不免兔死狐悲，现在突然奉诏，便料定隋炀帝不怀好意。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渊只好装出一副病容接见来使，私下里又拿出大量金银财宝贿赂使臣，说是自
己病重，等病好一点儿之后马上到朝廷觐见。
使臣得了金银，乐得做个人情，打着保票告辞。
有钱能使鬼推磨，使臣到行宫后替李渊说了很多好话。
隋炀帝那个时候正在恣意淫乐，哪有心思管什么李渊，便将这件事搁置了好几个月。
　　李渊有个姓王的外甥在后宫当差，有一天被隋炀帝撞见，隋炀帝想起李渊的事，就突然问他
：&ldquo;你舅舅为什么好几个月不来见朕？
&rdquo;王某忙答道：&ldquo;恐怕是病体尚未痊愈吧。
&rdquo;隋炀帝微笑道：&ldquo;干脆死掉算了。
&rdquo;王某担心舅舅安危，连忙写了封密信寄给李渊。
李渊看完信惊魂不定，左思右想得不出避祸的良策，只好再次贿赂隋炀帝的宠臣，自己则纵情酒色，
韬光养晦起来。
　　哪知金钱刚刚买命，富贵却来逼人。
李渊正在担心自己树大招风，偏偏隋炀帝又下旨，加封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命他讨伐盗贼。
李渊奉命出发，连破盗贼敬盘陀、柴保昌等人，威名大震。
捷报传到行宫，隋炀帝大悦，于是准备北巡。
谁知冤家路窄，刚出雁门关，来了一大队突厥兵，头目叫始毕可汗。
隋炀帝慌忙跑回雁门关，据关自守。
始毕可汗竟然调集数十万番兵，把雁门关团团围住，每天攻城。
隋炀帝惶恐万分，急忙传旨天下，召群臣救驾。
　　屯卫将军云定兴应诏之后，开始招兵买马，准备指日赴援。
可巧有一位将门之子、济世英雄到云定兴军营报名入伍，此人正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个女中豪杰，她父亲名叫窦毅，曾经做过周朝的上柱国，尚武帝把襄阳公主嫁给
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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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氏出生时，头发垂过脖子，三岁时头发就和身体一样长了。
父亲教她读《女诫》、《列女传》等书，她能过目不忘。
隋高祖杨坚篡位的时候，此女慷慨说道：&ldquo;恨我不是男儿身，不能挽救舅家。
&rdquo;窦毅连忙捂住她的嘴，暗地里却很惊异。
窦毅曾经对襄阳公主说：&ldquo;此女有奇相，而且见识不凡，要为她小心择婿。
&rdquo;于是在家里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遇到有人求婚，先让他射箭，谁能射中雀眼才肯将女儿许
配给他。
当时的王孙贵戚争着来射箭，却都败兴而归。
李渊后来者居上，连发两箭，一箭中左目，一箭中右目，于是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窦氏生了四男一女，长子名叫李建成，次子就是李世民，第三子李玄霸，第四子李元吉，女儿嫁给了
临汾人柴绍。
　　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家门外嬉戏跳跃，三天才离开。
路人连连称奇，母亲也认为是个异兆，所以对李世民特别怜爱。
四年后，一个目称善相面的书生前来拜见李渊，一见面就对李渊说：&ldquo;您将来一定大富大贵，而
且必有贵子。
&rdquo;李渊于是叫四个儿子出来，书生单指李世民遁：&ldquo;此子一副龙凤之相，将来必居人上。
您记住了，此子不到二十岁就能济世安民，千万不能轻视他呀！
&rdquo;李渊大喜。
书生走后，李渊转念一想，担心书生将秘密泄露给他人，当即派人追赶。
不料四处寻找也没找到。
李渊大惊，心想这书生大概是神人吧，于是采用&ldquo;济世安民&rdquo;的意思，为次子取名&ldquo;
李世民&rdquo;。
李世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熟读古今兵法，加上他有胆有识，仗义疏财，结交到很多朋友。
的确是天生英姿，不同凡响。
隋炀帝被围雁门关时，他已经十六岁了。
　　云定兴问过李世民的履历，得知他是将门之子，又见他相貌奇伟，因此格外器重。
李世民献计道：&ldquo;始毕带着全国的兵马前来围攻天子，一定以为我军不能及时救援，才敢如此猖
狂。
我军可大造声势，数十里之内遍设旌旗，就算到了晚上也要敲锣打鼓。
始毕听到我军的声势，一定怀疑是大队援兵到了，必然望风而逃。
&rdquo;云定兴点头道：&ldquo;这是疑兵之计，现在正好用得着。
&rdquo;于是依计行事。
始毕可汗果然中计，立即撤兵。
　　隋炀帝这才安全返回东都。
　　李世民在云定兴营中待了一年多，并不见有什么封赏，又听到传闻，说隋炀帝南巡江都，杀死了
好多谏官，不禁感叹道：&ldquo;皇帝如此昏庸，我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呢？
&rsquo;&rsquo;于是辞别云定兴回到家乡。
当时，全国各地的草莽英雄都活动起来了，趁着隋炀帝南巡的机会四处起兵。
隋炀帝封李渊为太原留守，李世民也随父亲到任。
当时，有个叫甄翟儿的贼帅带兵来攻太原。
李渊挥兵出击，深入敌阵，被贼兵包围。
关键时刻，李世民提弓跃马，只领着几十骑精兵突围而入。
贼兵上前拦阻，都被李世民杀退，贼人阵势大乱。
李渊趁机杀出，又招集步兵和李世民夹击贼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甄翟儿仓皇逃去，太原这才恢复安宁。
　　转眼又是一年，隋炀帝还留驻江都，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
四面八方的草寇陆续起兵，把一片大好河山搅得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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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炀帝七年起，至十三年止，各路草寇揭竿而起的事件，光是史册上有名可考的就有数十起。
此外还有许多不入流的小丑东劫西掠，骚扰民间。
隋炀帝这时候还沉醉在温柔乡里，整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一帮献媚的家奴又把各处的警报匿不上报，眼见得杨氏基业就朝不保夕了。
　　李渊目睹时事艰难，时常愁苦叹息，只有李世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礼贤下士，结识了很多
英雄豪杰，秘密地谋划着大举动。
晋阳令刘文静以及宫监裴寂曾经与李世民往来。
刘文静向来器重李世民，二人交往很深，裴寂却不以为然。
一天，裴寂和刘文静登上城楼，远远地看见城外烽火连天，裴寂不禁长叹：&ldquo;身为穷官，又遭乱
世，还谈什么生存啊！
&rdquo;刘文静却微笑道：&ldquo;只要我们两人同心，有什么可怕的？
&rdquo;裴寂反问：&ldquo;刘大令有什么高见？
还望指教！
&rdquo;刘文静道：&ldquo;乱世出英雄，你不见李公子李世民吗？
&rdquo;裴寂摇头：&ldquo;他虽然有些才识，但毕竟是个孩子，能成什么大事！
&rdquo;刘文静道：&ldquo;此子虽然年少，却是个济世奇才，你不要小看啊！
&rdquo;裴寂似信非信。
隔了一晚，李渊接到一道圣旨，大意是说：&ldquo;李密叛乱，刘文静和李密通婚，应该连坐，革职下
狱。
&rdquo;李渊不敢怠慢。
马上把刘文静投入狱中。
　　李世民听说刘文静下狱，急忙去探望。
两人见了面，李世民替他叹惜。
刘文静道：&ldquo;如今天下大乱，还有什么正当的赏罚？
除非汉高祖、光武帝等人再世，拨乱反正，或许可以达到善恶分明。
不会冤死好人。
&rdquo;李世民愤然道：&ldquo;您未免失言了，难道当今世上就没有奇才？
只怕是您没发现吧！
我来这里探望您，正想与您共商大事，难道您以为我是那种眼看着亲友下狱而束手无策的人吗？
&rdquo;刘文静鼓掌道：&ldquo;好！
好！
我没看走眼，公子果然是济世之才，我一定为你谋划良策。
如今天下大乱，盗匪多如牛毛，正好可把他们收为己用，号令天下。
比如说，太原进城避难的百姓一旦召集起来就有十万人，令尊的手下还有数万人马，如果乘虚入关，
传书四方，不出半年，就可以成就帝业。
&rdquo;李世民听完这番话，沉吟了好一会儿，缓缓地说：&ldquo;您所说的确实是良策，可如果家父
不同意，又该怎么办？
&rdquo;刘文静道：&ldquo;这也不难。
&rdquo;说到这儿就和李世民咬着耳朵密谈起来。
不一会儿李世民就了解了个大概，告辞出狱。
　　裴寂这个人既爱喝酒，又好赌博。
李世民先盛宴款待，接着小赌助兴，故意输给他好多钱。
裴寂兴高采烈，于是两人日夜往来，交情越来越深。
李世民把密谋的事告诉了他，裴寂犹豫道：&ldquo;令尊与我本来是好友，如果明说恐怕会被拒绝，看
来只好暗度陈仓了。
&rdquo;李世民道：&ldquo;您多费心了。
&rdquo;裴寂答道：&ldquo;现在不必明说，改日自当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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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过了两天，裴寂在晋阳宫设酒席请李渊赴宴。
原来隋高祖将都城定在长安，后来又在长安城东建了一座新城，名叫大兴。
到了隋炀帝，建都洛阳，称为东都。
隋炀帝四处巡游，到处设置行宫，晋阳宫就是行宫之一，宫中设有正副监宫各一人。
李渊留守太原，兼管晋阳宫监。
裴寂是副职。
裴寂请李渊赴宴，李渊认为自己是上司，去也无妨。
裴寂准备了美酒佳肴盛情款待李渊，二人开怀畅饮，气氛十分融洽。
李渊连喝几大杯，已经有了五六分醉意。
这时门帘一响，走进两个国色天香的美人。
俗语说得好：&ldquo;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rdquo;两位美人近前参见李渊，李渊慌忙还礼，裴寂安排两位美人分坐李渊左右，劝酒布菜。
李渊醉糊涂了，也不问来历，一味乱喝，直喝到酩酊大醉，才由两位美人搀扶着进去，虽没有颠鸾倒
凤，却也搂着美人睡下了。
　　李渊起兵晋阳　　李渊睡了好半天才清醒过来，鼻中闻到一股异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不由
得纳闷起来。
李渊揉了揉眼睛左右一瞧，身边竟然睡着两位美人，不禁大吃一惊：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
当啊？
正在胡思乱想，两位美人说话了：&ldquo;唐公别见怪！
这是裴副监的主意。
&rdquo;李渊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两个人都说是宫女。
李渊大惊失色：&ldquo;原来是宫中贵人，我怎能与贵人同床共枕？
这下我是死定了！
&rdquo;二位美人忙劝慰道：&ldquo;皇上无德，南巡不归，各处行宫已经乱了。
我等如果没有您的保护，难免遭人污辱，所以裴副监才特地嘱咐我等早日托身将军，以保全性命啊。
&rdquo;李渊连连摇头：&ldquo;这&hellip;&hellip;这事万万使不得呀！
&rdquo;边说边急急忙忙往外走。
　　刚一出门，迎面遇着裴寂，李渊一把扯住他，喊着他的表字：&ldquo;玄真啊玄真！
你这不是要害死我吗？
&rdquo;裴寂笑道：&ldquo;唐公啊！
你怎么这么胆小？
收纳一两个宫人不过是小事一桩，就是那大隋的江山，只要你想要也是唾手可得呀！
&rdquo;李渊吓坏了：&ldquo;你我都是杨氏臣子，怎能口出叛言？
这可是灭门之罪！
&rdquo;裴寂说：&ldquo;识时务者为俊杰。
如今隋主无道，百姓穷困，四方已经群雄逐鹿。
将军手握重兵，令郎广交英雄，何不趁机起义，以图帝业？
&rdquo;李渊小声嘀咕：&ldquo;我李家世代蒙受国恩，不敢谋反。
&rdquo;裴寂正要再说话，忽然有探马来报：&ldquo;突厥大军已到马邑，请留守大人赶快回署发兵，
截击外寇！
&rdquo;李渊听了，连忙回府。
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人早已等候多时，李渊立即和两个副将商量退敌之策，决定派高君雅率领一万
人马救援马邑，高君雅领命而去。
　　李渊回忆起晋阳宫的事情，一连好几天寝食不安。
不久又接到马邑军报。
说太守王仁恭出战不利，高君雅也打了败仗。
李渊更加着急，回到内室发起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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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趁机劝李渊：&ldquo;如今天下大乱，朝廷朝不保夕，父亲若再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
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了。
不如顺应民心，兴兵起义，说不定还能转祸为福呢。
&rdquo;李渊生气地说：&ldquo;简直一派胡言！
小心我拿你举报，免得受你牵连。
&rdquo;李世民道：&ldquo;儿是看大隋的气数尽了，所以才敢这么说。
父亲如果一定要将儿拿去送死，儿也不敢违抗。
&rdquo;李渊叹了口气说：&ldquo;我岂能不讲父子之情置你于死地？
只是警告你不要轻言罢了！
&rdquo;此时李渊已经动心。
　　几天之后，剿寇战事再次告急，李世民又来劝李渊：&ldquo;如今盗贼日益猖獗，父亲奉旨讨贼，
可这贼寇哪能讨光！
贼不能除尽，您就难免获罪。
况且世人盛传李氏当兴，您已经遭到皇上猜忌，如果真的将贼寇灭尽，恐怕更会功高震主。
儿前思后想，只有昨天的计策可以免祸，请父亲别再犹豫了！
&rdquo;李渊道：&ldquo;我昨天晚上仔细一想，你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我们的身家性命都系在你身上，安邦定国的事也都看你了。
只是我们的家属还在河东，起义之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慢慢想办法吧。
&rdquo;李世民道：&ldquo;父亲决定了就好，家属我派人去接。
&rdquo;接着，李世民安排得力属下快马赶赴河东去接家眷。
　　父子二人正在悄悄安排，江都又有坏消息传来。
隋炀帝因为李渊剿寇不利，特派使臣前来太原，要拿李渊问罪。
危急关头，李渊召裴寂及李世民一起商量对策。
裴寂进言道：&ldquo;我前几天之所以劝您，怕的就是这个祸。
眼下形势紧急，您千万别犹豫了。
古人云：&lsquo;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rsquo;请您三思！
&rdquo;李世民接着劝道：&ldquo;如今皇帝昏庸，天下大乱，国法荒谬，纲纪无存，父亲何必再去守
法！
&rdquo;李渊还有些犹豫：&ldquo;如果起义不成，又怎么办？
&rdquo;裴寂答道：&ldquo;将军多虑了！
晋阳兵强马壮，您又有几万精兵，隋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还怕不成？
&rdquo;见李渊仍拿不定主意，裴寂又逼进一层道：&ldquo;前几天我让宫女陪侍您，已经是死罪了，
现在朝廷又为了剿寇的事要拿你问罪。
如果两罪并罚，我死不足惜，您岂不要诛灭九族？
&rdquo;这一席话终于说得李渊死心塌地。
　　不一会儿使臣来到，李渊推说病重不能起床，让使臣到馆驿暂且居住，说等到病稍轻一些再来接
旨。
来使因为李渊手握兵权不便反驳，只好忍气待着。
李渊与李世民等秘密部署，打算杀了使臣祭旗。
这时候江都又传来赦免的旨意，让李渊照旧供职，戴罪立功。
李渊接了诏书，一并款待了前后两个使臣。
李渊稍稍放心，又把起义的事耽搁了好几天。
　　经裴寂和李世民再三催促，李渊才又提起起义的事。
李世民保举刘文静，说可以封他为参赞谋士，于是李渊暗地里召刘文静出狱。
刘文静见了李渊，当即献上一计，说可以假传圣旨，号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百姓，凡是年龄在二
十岁以上的都要当兵，东征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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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假圣旨一旦发下去，民怨必定沸腾，恨不得隋炀帝马上死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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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二十四史》，分最太多。
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
　　&mdash;&mdash;顾颉刚（著名历史学家）　　其规模之宏伟。
卷帙之浩繁。
内容之丰富，不仅在我国历史演义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找不到先例。
&hellip;&hellip;它所起的作用。
是官修的&ldquo;二十四史&rdquo;或任何中国通史都无法代替的。
　　&mdash;&mdash;裴效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在延安时期，读
书的条件好一些。
他（毛泽东&mdash;&mdash;引注）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除自己阅读，还向
别人推荐。
　　&mdash;&mdash;逢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毛泽东为何喜爱蔡著？
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著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统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mdash;&mdash;杨天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蔡东藩的通俗
史学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hellip;&hellip;是近代演义史书当中出版发行历时最长、数量最大的一种。
　　&mdash;&mdash;李志庭（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它既不是&ldquo;纯文学&rdquo;，也不
是&ldquo;雅文学&rdquo;；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hellip;&hellip;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
可当作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
　　&mdash;&mdash;二月河（著名历史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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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话蔡东藩历朝通史系列：白话唐史》是一部受到毛泽东、顾颉刚、二月河等人推崇的历史读
物，前后印刷多达数百万册；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小说家的传世之作，是由11位名校博士的精心翻译
，造就的当前唯一的白话版、小说版的&ldquo;中国通史&rdquo;。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作序推荐。
本书规模之宏伟，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不仅在我国历史演义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
也找不到先例。
&hellip;&hellip;它所起的作用，是官修的&ldquo;二十四史&rdquo;或任何中国通史都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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