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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上卷·导读

公元 581 年，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
朝。589 年灭陈，统一中国; 隋的统一，促进了边境
同内地、台湾同大陆的联系。然而，隋炀帝奢侈腐
化，苛酷无比，弄得民穷财尽，终于爆发了隋末农民
大起义。

隋朝大官僚李渊父子，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于
公元 618 年建立唐朝。他们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
夺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重新统一中国。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唐朝在经济上逐步得到了
恢复，军事上也逐步强大起来。唐朝和亚洲各国之
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阿拉
伯等国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织品、
工艺品等，大量运到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也为我
国运来了名马、异药等贵重用品。同时，中国同日
本、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唐僧玄奘去
印度，促进了中国同印度半岛各国的文化交流。

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剧烈，赋税征收繁苛，迫使
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纷纷破产。874 年王仙芝在河
南发动起义，同年七月黄巢在山东起义响应。黄巢
的农民起义军，在公元 880 年底打进长安，建立大齐



农民政权。农民军在唐军与沙陀军队的联合进攻之
下，退出长安。黄巢战败自杀，而唐朝的统治也因之
而瓦解。

公元 907 年，投降唐朝的农民军叛将朱温灭唐
建立梁朝。历史上叫后梁。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后
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而起，占据黄河流域，史称
五代。同时还有十个较小的封建割据政权，历史上
叫作十国。五代十国时期，中国陷于分裂之中。

隋唐时期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隋朝工匠李
春领导营建的赵州桥，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领导了世界上第一次对子
午线的测量。

唐代的诗歌，在我国古代的诗歌艺术中发展到
了高峰。其中最杰出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
唐代的散文也有很大成就，韩愈和柳宗元是其中杰
出的代表。

唐代的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不论在绘画和
雕塑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出现了许多优秀
的艺术家。阎立本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人物画，
王维的山水画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如书法艺
术，唐代也有突出的成就，出现了如柳公权、颜真卿、
怀素、张旭等一批优秀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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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

夺得北周帝位

西魏大统七年 ( 541 年) 六月，杨坚出生于冯翊 ( yì，

县治今陕西大荔) 般若寺。据说，当他出生时，寺院内紫

气缭绕。天明时，从河东来了一位尼姑，说这个小孩生来

奇异，不能在俗间抚养，便将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亲自抚

育。有一次杨坚的母亲吕氏抱着他，忽然看见杨坚的头上

长出角来，身上也布满了鳞甲，吓得将杨坚摔在地上。正

好此时尼姑从外面进来，见此情景，说: “这一摔已惊吓

了这孩子，恐怕要使他晚几年做皇帝。”荒诞①传说不过是

后人为证明杨坚是真龙天子而编造的，不可置信。

杨坚身材上长下短，手腿粗壮，深沉庄重，性格内

向。依靠家庭背景，杨坚自幼在太学读书，成绩不好。他

①荒诞 ( dàn) : 极不真实; 极不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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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时担任了京师地区的功曹，16 岁升任骠骑大将军。

当时的执政者宇文泰很赏识他，曾夸他 “风骨不凡，非常

人可比”。显赫的家世使他在朝廷中官位不断上升。至周

武帝时，19 岁的杨坚被任命为随州刺史，进位大将军。

566 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认为杨坚前途无

量，就将自己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坚，使其地位得以提高、

巩固。568 年，杨忠死，杨坚承袭了其父随国公的爵位。

578 年，周武帝死，继位的周宣帝以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为

皇后，杨坚又被任命为大司马，不久转大后丞、右司武。

这一切为他日后夺权奠定了基础。

宇文泰死后，政权落入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宇文护

先是立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为帝。后杀之，立明帝，四年

后又杀之，立武帝。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使北周

一度政治混乱，这就让身居高位的杨坚感到有机可乘。至

武帝杀宇文护，政局稳定下来，北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

继周武帝之后的周宣帝却使杨坚成就帝业的意愿更为坚

定。周宣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骄奢淫逸，残害黎民百

姓，就连近臣和妃嫔也经常无故遭到他的鞭打。修建洛阳

宫，致使上下怨愤。杨坚已充分认识到，北周的统治一定

不会长久，那么由谁来收拾这个局面呢? 杨坚实际上在内

心里已做好了抓住机遇、成就帝业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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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的不断升职就引起了专权的宇文护的警觉。宇文

护多次想除掉杨坚，都没有得逞。周明帝也曾派会相面的

赵昭观察杨坚，赵昭很佩服杨坚，回复周明帝说 “杨坚是

国家的栋梁之材”。周明帝才放了心。赵昭暗中却对杨坚

说: “公可君临天下。”杨坚听了很高兴。周武帝时，又有

人说杨坚有反相，要尽早除掉，但因杨坚小心谨慎，其长

女又是武帝的皇太子王妃，武帝未被谗言所动。至宣帝

时，杨坚的声望益隆，也引起了宣帝的警觉。宣帝有四个

宠姬，相互争宠，而对杨坚的女儿杨丽华皇后不感兴趣

了。宣帝每恼怒时常对皇后杨丽华说: “我非要灭你们家

九族不可!”有一次在痛骂杨皇后之后，吩咐太监把杨坚

叫来，同时命令卫士们，杨坚来后，只要脸上露出不高兴

的样子，就将他当场杀掉。一直深怀戒惧之心的杨坚来到

周宣帝面前，恭恭敬敬地听皇帝说这件事，当讲到 “灭

族”时，脸上依然不动声色。周宣帝也只好作罢，没杀

杨坚。

周宣帝死后，继位的周静帝年仅八岁，杨坚任辅政大

臣，控制了朝政大权。杨坚一反宣帝时期的残暴统治，厉

行节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并积极搜罗人才，又掌握

了军队，其威望日益提高，民心大悦，为他日后的夺权奠

定了基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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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鲜卑族入侵中原以来，一直面临着汉化问题。他们

为了扩大势力，竭力争取汉士族和汉民众的支持。在政治

上、军事上依靠汉族豪强和汉人民众，这就使汉族地主在

政权中的势力必然会随着鲜卑族封建化的加深而更加重要

起来。时间一久，鲜卑族的统治权就会逐渐转移到汉人手

中，而鲜卑统治集团的腐朽又会加快这一过程，这就是杨

坚能取得汉士族的支持、顺利夺权的有力保障。

大象二年 ( 580 ) 二月，杨坚为躲避杀身之祸，也想

在北周动乱时握有实权，请求去扬州当总管。就在杨坚离

京赴扬州之际，宣帝病重，大概是皇天有意让杨坚当皇

帝，杨坚的旧病复发，杨坚就不离京了。他赶紧联络内史

上大夫郑译、御史大夫刘昉 ( fǎnɡ) 、皇甫绩等经常出入

内宫、参与机要的大臣。这些人看到宇文氏的江山已经难

保，杨坚在朝中又是德高望重①，大权在握，不如顺水推

舟，共推杨坚为首，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其后，周宣帝召见刘昉、颜之仪进入卧室，想托以后

事。二人到时，宣帝已不会说话了。刘昉为以后能飞黄腾

达②，赶紧去找郑译商量，共同拟定一个假诏书，声称宣

帝遗嘱，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辅佐继位

① ②德高望重: 品性高尚，声望很大。飞黄腾达: 比喻地位或官职迅
速高升，骤然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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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帝。与此同时，颜之仪也急忙去找大将军宇文仲，想

立宇文仲为太子。当杨坚等人急急忙忙赶到宣帝病床前

时，见颜之仪与宇文仲已站立在此，不由暗自高兴，杨坚

急忙下令卫士将颜之仪与宇文仲斩杀。

宣帝一咽气，杨坚马上以诏书的名义宣布皇帝遗命由

他统领百官，辅佐小皇帝，并控制了京师卫戍军队，同时

以正阳宫为丞相府，拉拢真正具有政治才能的高颎

( jiǒnɡ) 等一帮人做亲信。三天后，杨坚等人才正式宣布

宣帝已死的消息，8 岁的静帝继位，以杨坚为左丞相，掌

握军事、政治大权。

尽管如此，北周王朝残余势力仍在。宣帝的五个兄弟

在外地为王，掌握着相当的军事力量，一旦起兵，杨坚根

本无法控制。于是他先隐瞒宣帝死信，推说赵王宇文招女

千金公主要嫁突厥，征召五王回京，解除其兵权，不久就

把五王和明帝、武帝诸子陆续杀死。此时北周一些地方势

力对杨坚专权也不满。580 年 6 月，相州总管尉迟迥

( jiǒnɡ) 、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于 580 年 6 月

率十几万兵力起兵反抗，形势异常严峻。杨坚一面革除宣

帝的苛酷之政，以取得人民的支持，一面投入自己所有的

兵力，经半年之久，将三方武装反抗全部平定。至此，杨

坚已基本控制了北周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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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顺利当皇帝，杨坚又先以长子杨勇为世子，担

任洛州总管、监督东部地方势力; 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

相，并大封其曾祖等，以宣扬自己的家世; 为进一步削弱

宇文氏的影响，又下令废除所有对汉人的赐姓，令其各复

本姓，这得到广大汉人的普遍拥护。

当准备工作已完成时，581 年正月，杨坚接受善观天

象的瘐 ( yǔ) 季才的建议，准备二月称帝。他先派人为静

帝写好退位诏书，内容备赞杨坚功德，希望他能按舜代尧

的故事，接受皇帝称号，代北周自立。诏书由大臣捧着送

到杨坚处，杨坚先是假意推辞，然后百官恳求才表示接

受。杨坚就这样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

北抚突厥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北方有突厥不断南侵骚扰，使边

境地区不得安宁; 南方陈朝有待于平定，可谓任重道远①。

面对这种局面，杨坚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一面稳住南

朝、积极准备平定南朝，统一中国; 一面集中力量对付北

方的突厥，安定边境。

①任重道远: 比喻肩负重任又要经历长时间的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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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活

动在蒙古高原。在木杆统治时，突厥强大起来，到陀体统

治时，不断侵扰内地。杨坚初执周政时，曾派周臣长孙晟

( shènɡ) 送千金公主入突厥与之和亲，希望缓和双边关

系。长孙晟在这次出使中，详细了解了突厥地区的山川形

势、部落强弱及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状况。在 581 年，

长孙晟就如何更好地解决突厥问题给隋文帝上了一道奏

章。他指出，目前隋朝刚刚建立，内外交困，不适宜动兵

讨伐突厥，但如果弃之不管，突厥会大举入侵，所以应运

用谋略，利用突厥贵族内部的矛盾，离间强大部落，扶助

弱小部落，这样一来，只需要十多年，乘机讨伐它，一定

大获成功。隋文帝接受他的建议，分派长孙晟与元晖出使

黄龙 ( 今吉林农安) 、伊吾 ( 今新疆哈密) ，分别对突厥首

领沙钵 ( bō) 略可汗的东西两翼突厥势力进行联络，取得

了很好的成效。当沙钵略可汗大举入侵隋时，其先锋阿波

在长孙晟的劝说下很快撤军。沙钵略对阿波的行为极为愤

怒，便进攻阿波，阿波不得已投靠西突厥，这样突厥内部

互相攻击，战争不息，隋文帝就从中得到利益。同时，隋

文帝又三次征发民夫修筑长城，与原来北齐所修长城连

接，对抵御突厥起了一定作用。585 年，沙钵略可汗派儿

子来朝见隋文帝，并向隋称臣。后来突厥分为东、西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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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东突厥南附接受隋的控制，北部边防巩固下来。

用和亲和修筑长城来抵御突厥，这样隋文帝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战争，便得到了北部边境的安宁，隋王朝得以集

中力量南下，实现中国统一。

南灭陈朝

此时，南方的陈王朝在陈叔宝的统治下已腐朽到极

点，国家资产枯竭，劳役无穷尽，百姓困苦万分，陈已失

去统治的基础。隋文帝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长江中上游

大量造船只，在下游准备渡江。隋文帝又下诏书历数陈叔

宝的罪状，并印制了几十万份在江南和陈军中广为散发，

一方面鼓舞了自己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也起了瓦解敌军

的作用，使隋军在进攻之初，便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有

利地位。

开皇八年 ( 588 ) 秋，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主帅，发

兵 51 万，东起渤海，西至今四川，在整个长江沿线水陆

并进，向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时陈王朝共有兵力不过

10 万，而君臣们都依仗长江天险和 “金陵王气”，仍生活

在花天酒地之中，面对隋的全面进攻，陈首尾不能相顾，

根本无力抵抗，仅三个月的时间，隋便消灭了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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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中国的大业。战争的迅速结束，大大减少了对社会的

破坏程度和对人民造成的痛苦，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

欢迎。

当南下军队回到长安后，隋文帝下令奖赏有功将士，

同时免去原陈朝管辖地区的 10 年赋役，发展农业生产。

他还认识到，战争已经结束，要尽可能消灭一切可能危及

他的统治的隐患，于是下令在陈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

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应立即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应

全部销毁; 军人子弟应尽力改学文，功臣后代应熟读一

经，把尚武之风变为习文之气。开皇十五年 ( 598) ，杨坚

又下令收缴天下所有兵器，若发现私自打造者严惩。这些

措施说明杨坚希望老百姓各安其业，老老实实做他的顺

民，但也对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建国的改革措施

在天下基本稳定后，杨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

巩固他的统治。

在官制方面，北周官制多模仿 《周官》设置，既乱且

滥。隋文帝废除北周官帛，恢复汉魏旧制，并加以调整，

建立起一整套相当严密的政治机制。设三师、三公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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