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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 “贞观之治”带来的强

盛是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极高，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

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 “唐家子”，现在有的西方

人仍然称呼中国人为 “唐人”。

贞观时期，经济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

朝的外交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亚洲、非洲许多国家

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

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

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

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植物也

传了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在这一时期，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在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

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

“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阿拉伯和印度，又通

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

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６３１年 （贞观五年）日本向

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 ６４５年 （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著

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用，

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日本很快建立了封

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１９世纪的 “明治维新”。

贞观王朝时期，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

只有二十九人。６３２年 （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



００２　　　　

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 （古时秋天

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

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

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

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低之又低。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

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

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

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

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这位伟大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仅仅是在治理天下上取得

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成就，回顾他的青年时代，我们更要诧异他那杰出

的军事才能。在年仅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在不到十年的军旅生涯中，

他就几乎仅凭一己之力结束了隋朝末年天下动荡的状态，他几乎仅凭一

己之力就击败了瓦岗寨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等赫赫有名的军

事人物，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伟大的一个王朝。

他是如何取得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呢？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实实、详尽可信的唐太宗李

世民的传奇人生，揭秘他如何成长，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军

事家，如何开创了历史上的 “贞观之治”，如何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并

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容许百姓休养生息，使得国泰民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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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于乱世，时势造就英雄

第一节　雀屏中选　世民出生

汉亡以后，中华大地持续陷入列国纷争、豪强割据的状态，在各地

不断征战的过程中，黎民百姓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自建都洛阳的西晋亡

国以后，西晋皇室后裔司马睿在南方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集团，由于国力

有限，只能偏安江南一隅，东晋的建立并没有挽回晋朝的颓势，反倒是

随着北方五胡入侵中原而江河日下，最终于公元４２０年被南朝宋武帝刘

裕灭掉，永远地成为了历史里的一叶扁舟。此后，一直到隋文帝杨坚统

一中原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南北朝并立的状态，南朝有宋、齐、梁、陈

四朝，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北方五个王朝的统

治者或来自塞北的鲜卑族，或与鲜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北周可以

说是和大唐王朝的建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公元５３４年，分裂为东魏和西

魏，此时，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带领一批将领多次与东魏作战，成

为北周的实际创建者，而在这批南征北战的将领中，有两个人物非常值

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李渊的爷爷李虎和岳丈窦毅。李虎年少时风流倜傥，

爱好骑射，有勇有谋，曾为西魏左仆射，被封为陇西郡公，与当时的明

臣独孤信、宇文泰等并称为 “八柱国”，后跟随宇文泰南征北战，立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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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战功。后来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李虎虽死，依然被列为

开国第一功臣，封唐国公。而窦毅也是北周的开国功臣之一，他的妻子

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生下了一代贤后———窦氏。

窦氏出身显赫，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据 《旧唐书·高祖太穆皇

后窦氏传》记载：“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

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后生而发垂过颈，三岁与

身齐。周武帝特爱重之，养于宫中。”由此可见，窦氏的身份是十分高

贵的，有着那时候政治人士极为看重的皇族血统，并且刚出生时她的头

发就已经长过颈项，三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和她的身高一样长短了，是

古代典型的长发美女。窦氏天生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从小就受到父亲

窦毅的极度宠爱，而她的舅舅也就是北周武帝，也对这个小外甥女非常

喜欢，打小就接入宫中养着，因而窦氏从小就在深宫里接受着宫廷礼仪

的教化，为其日后的贤良淑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此以后，窦氏便对

宫中的各种权术斗争和尔虞我诈耳濡目染，皇宫中的各种势力斗争、各

国局势风雨突变都在窦氏的成长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窦氏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子，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在舅舅和突厥公主

夫妻关系的问题上语惊四座。北周建国前期，西魏为了巩固政权而娶了

柔然公主为妻，后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北周，北周武帝的妻子也是突

厥的公主。但是由于北周武帝生性刚烈，而突厥公主本身有着胡人血统，

又从小生在富贵之家，被其父娇生惯养，跟武帝的联姻也属于政治联姻，

完全没什么感情基础，两下里闹起来，双方都抹不开面子。别看窦氏人

小，头脑却是极为聪慧，她一直担心舅舅和这位突厥公主的关系，因而

就劝说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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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听了这番话着实一

惊，没想到窦氏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见解！北周武帝立即采纳了窦氏

的建议，从此以后好生对待他的 “突厥夫人”，也以此杜绝了突厥之患，

保住了政权的稳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窦氏出落得更加美艳动人，是北周时期绝无仅有

的才女加美女，不少王孙子弟踏破了门槛想要抱得美人归。可是窦毅却

不想随便把窦氏给嫁出去，他说： “我的女儿相貌美艳，又学识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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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轻易嫁人！”可是再怎么不能轻易嫁出去，这女大不中留，终究要

给窦氏寻个好人家。但是，不管是亲自登门还是托家里有地位的老父来

说亲的提亲者，别说窦老爷子，就是窦氏自己也没一个看得上的。人未

出，其美名已传遍天下，窦氏才貌双绝的名声在北周大地上算是传开了。

窦毅乃武将出身，因而对自己女婿的武功非常重视，所以他就心生

一计，命人在屏风的中间画了两只孔雀，凡是来求婚的公子们，都需要

参加 “比武”，只要能用两只箭把孔雀的眼睛射中了，窦毅就把自己的

宝贝女儿许配给他，结果 “前后数十辈莫能中”。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后来的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来了个 “压轴出

场”。却见高祖气定神笃，连射两箭，全部命中。窦毅大悦，立即将李

渊招为乘龙快婿。史书关于此段虽没有过多记载，但是我们也可猜出一

二，即便是 “比武招亲”，窦毅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女儿随便嫁给一个毫

无政治地位的人，因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李渊的家世背景。

在当时，很多贵族极看重政治联姻，这几乎成了从王室到贵族的一

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古有 “飞上枝头做凤凰”，很多贵族子弟也抱着

“飞上枝头做亲王”的念头。李渊的父亲李
!

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唐国

公李虎的儿子，而李
!

虽没什么战功，也依然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拜北

周御中正大夫，后来他娶了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而独孤氏含有鲜

卑拓跋部落的血统，因而说起来，不管是李渊还是李世民，身体里都流

淌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胡人本身就长得轮廓分明、骨骼硬朗，带有

漠北特有的豪气和刚强，加之李渊打小就善骑射，练得一身的好功夫，

因而李渊不论从相貌上、武艺上，还是家世背景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

男儿，也难怪窦毅会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而对于李渊来

说，赢得这门好亲事，也绝对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这对于巩固李家的

富贵地位是非常有帮助的。

自古以来，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贤惠的女人，窦氏知书达

理，深谙世情，是个不可多得的奇女子，史书上记载：“窦氏聪明能干，

善于书法，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若托生于现代，那绝对是雷厉

风行的女强人，只可惜生在古代，只能默默地做男人背后的贤内助了，

即便如此，窦氏的贤德和谋略也令古今人士极为敬仰。李渊的 “雀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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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由此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古语有 “郎才女貌”，用来形容李渊和窦氏绝对不为过，不论是身

家背景还是才学相貌，两人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后两人的感情一

直很好，而窦氏对李渊那充满北方豪气的鲜卑娘亲也极为孝顺，这老太

太对其他媳妇总是挑三拣四，唯独对这个窦氏赞不绝口。 《旧唐书·后

妃传上》记载： “后事元贞太后，以孝闻。太后素有羸疾，时或危笃。

诸姒以太后性严惧谴，皆称疾而退，惟后昼夜扶侍，不脱衣履者，动淹

旬月焉。”可见，皇宫里出来的大家闺秀，终归是更懂得处事礼仪，待

人接物无不体现出一种大家风范。因而李渊也对自己这位美娇妻爱护有

加，只可惜窦氏命薄，李渊刚开始起义时她便撒手人寰，日后黄袍加身

的李渊一直觉得对这位夫人心中有愧，未能见到他建功立业、一统天下

的局面，也未能跟着他享享安定后的清福。

北周宣帝死后，北周静帝宇文阐即位，身为外戚的杨坚控制了朝政。

宇文阐是武帝宇文邕的孙子，又是一个生在帝王家的可怜皇子，继位时

七岁，死时年仅九岁，身为关陇世家的杨坚仗着自己掌握重兵逼静帝退

位，自己当上了皇帝。公元５８１年，外戚杨坚建立隋朝，年号开皇。静

帝不久便死了，至于是怎么死的，正史上无记载，但是后人不难猜测，

杨坚不想养虎为患，必然在建立大隋之后做到斩草除根，然后再象征性

地举国哀悼一下，体现自己的贤德宽大。可怜这个生在帝王之家的孩子，

还没活过十岁就成了政治权利斗争的牺牲者。

改朝换代是个大事情，一代旧臣必然会长吁短叹，更何况身为宇文

家的遗孤，窦氏更是有切身体会。自小长在宫中伴随舅舅宇文邕的她，

当得知杨坚自己做起了皇帝的时候，气愤至极，在家里怒斥当朝皇帝：

“只恨我不是男儿身，不能报舅舅家的亡国之仇！”也许是窦氏的这一嗓

子把李渊给喊醒了，也许是老天真是要把所有的好运都给窦氏，后来窦

氏的丈夫李渊和其三个儿子披荆斩棘、灭隋建唐，也算是变相地为窦氏

报了亡国之仇了！

公元５８９年，窦氏的第一个儿子李建成出生了，窦氏为李家喜添第

一子，让李渊着实高兴了一大把，对窦氏更加宠爱。能为夫家生下一个

长子，这在重视血缘和嫡长子继位承爵的古代是极为重要的，可见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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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把该有的荣耀和幸运都给了窦氏了。

开皇十八年 （公元５９９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代帝王李世民在李

家的 “武功别馆”里降生了！据史书记载，李世民出生时曾有两条龙在

李家院内嬉戏，足足三天三夜才离去。当然，古代名人出生时不管有没

有其事，总会有人杜撰出点与常人出生迥异的征兆，无论中外皆是如此。

李世民在家排行老二，因而就直接被唤作二郎。在二郎四岁时，有

一日与父亲李渊一起出门郊游，却于半路遇上一个相面的术士。那术士

先是夸李渊说：“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接着又打量了一下

李渊身边的这个星眉剑目的小男孩，接着说： “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说罢哈哈一笑，飘然离去。

李渊听了夸奖他儿子的这番话心中倒是异常高兴，遂取其 “济世安

民”之意，为二郎改名 “李世民”，也算表达他对儿子日后救济时世、

为民请命的愿望。

但是不久李渊又仔细琢磨了一下那江湖术士的话，恍然一惊，觉得

话里有推翻旧朝、改朝换代之意。李渊怕这术士在别处乱说，万一给李

家招来杀身之祸，那可不是小事，于是忙派人去寻那术士，准备将他杀

了以绝后患。无奈自郊外一别以后，那术士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

寻将不着。当然，这个说法在时下看来也是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君权神授

的一种手段，古代帝王从出生开始就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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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喜好弓矢　继承家族传统

当时天下历经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世间动荡不安，长期分裂割

据，战争频繁。加之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贵族官僚流

行尚武的习俗。当时的北周公卿大多都是武将出身，随着帝国的开边与

征伐，许多贵族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为继承家族的荣耀，贵族家庭的

教育也往往以骑射为主。

尤其是对于李家来说更是如此，李家世世代代都是武将，同西北善

于征战的少数民族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始终保持着尚武的习俗。李氏

家族在朝做官的大部分都是武将，因此这个家族的传统教育就是研读兵

书，学习弓马、骑射、征战。

李世民生长在这样一个尚武的年代，自幼又受到家庭尚武传统的影

响，所以，史书说他 “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

他天赋异禀，臂力惊人，所用之箭比一般人用的要大一倍，而且武艺精

湛，在百步之外就能精准地射中目标。除操练兵器外，他还熟读兵书。

少年时期，他就能熟练地引用孙子的兵书和父亲谈兵论策。每次谈论他

都会表现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也为他以后在战场取得巨大的军

功埋下了伏笔。在他青少年时期，其聪颖睿智已初见端倪。

父亲李渊曾先后担任陇州、岐州、荥阳、楼烦等地的地方长官，世

民从小跟随父亲游览各地，极大地增长了见识。在隋末的动荡年代中，

李渊是一个政治经验丰富、政治眼光敏锐的地方官员。父亲的为人处世，

给少年时代的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家庭中，世民享有关陇贵族世家子弟所能享有的一切。他在这样

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后来做了大唐的皇

帝，他还不时地面对臣下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谈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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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家庭所给予他的一切。世民同胞兄弟四人，弟弟玄霸早年夭

折，而同父异母兄弟，据文献所载至少有十五人之多。一个贵族家庭之

中，有这么多同父兄弟们整日里学文习武、玩耍游乐，世民青少年时代

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世民在母亲的教诲下养成了喜爱读书、爱好文史

并写得一手好字的习惯外，那么，他更感兴趣的则是他从这个军事贵族

家庭中接受的军事知识和骑射训练。

他从小便演习弓马骑射，驰骋猎场。除了练习骑射和操练使用各种

兵器外，诵读兵书亦是其重要课程之一。世民对曹操所注释的 《孙子兵

法》深有兴趣，对这些兵书倒背如流，在少年时代便能就 《孙子兵法》

的理论同父亲谈论兵策，这一点让父亲李渊从小就感到世民在诸兄弟中

确实有超人一等的眼光谋略。

李渊也是个箭术高手，上文说过，他因箭术高超而得以同窦氏结成

良缘。世民因此对学习箭术抱有极大的兴趣。对于骑射，李世民做了皇

帝后曾自信地回忆说：“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弓箭，觉得自己非常擅长箭

术。”他又说：“我从少时就喜欢武功谋略，我父亲精通的各种知识我都

在努力学习。”从李世民的自我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期虽然

也爱好文史和书法，但不是一介书生，而是一个善于骑射、强悍骁勇的

贵族子弟。他性格倔强豪放，从小便养成了刚烈的性格特点。

李世民奋发学习文化知识和弓箭骑射的青年时代，也正是一个动荡

不安的岁月。公元５８１年，杨坚代周而建立隋朝，公元６１８年，隋炀帝

被杀于江都。公元６１１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距隋文帝始建国仅有三

十年。也就是说隋朝仅仅延续了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的王朝

之一。

公元５８９年，隋文帝杨坚灭掉南陈，结束了自东汉以来四百多年的

分裂割据局面，开创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新局面，为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提供了条件。二十年来，杨坚 “躬节俭，平徭赋，仓廉实，法令行，

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

欢娱。”

隋朝也曾经有过繁华的年代，从文帝时期开始，储积了大量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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