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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又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

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

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和《民国通俗演

义》，共 11 部，21 册，1040 回，600 多万字，从秦汉写到民国，将 2200 多年历史中

的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的生平呈现得淋漓尽致。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描述人物之众、

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

作者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浙江萧山人，卓越的历史

学家和演义作家。自幼聪颖好学，时人称为“神童”。他 14 岁考中秀才，朝考得中，

跨入仕途，后因痛恨清政府的黑暗和官场的陋俗恶习，毅然放弃仕途，教书育人，著

书立论。尽管因时局动荡，四处颠沛流离，家庭也常遭不幸，至亲之人多离他而去，

他仍废寝忘食地写作。呕心沥血十载，终成历史巨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此外，

蔡东藩还著有《西太后演义》（又名《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

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被世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不仅是历史巨著，也是文学巨著。阅读它既可了解中国

历史，也可欣赏传奇故事。如“玄武门之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传奇故事，

蔡东藩如数家珍，并在书中进行了深度的文学加工，且不失真实。相较于其他历史演

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严格做到了“无一事

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蔡东藩对中国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熟

悉典籍，为人又十分谨慎，甚至养成了“考据癖”。他主张遵循正史，因此其所著之

历史演义皆“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而且其用语十分浅显，

通俗易懂，自写自评自注，妙趣横生。蔡东藩就是用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通俗的方

式生动地为大众讲史，为后世留下了一套卷帙浩繁的中华史书。

较之其他史书，“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更像是鲜活的历史，它不仅准确地挑出了

历史的大线索，寻求历代兴亡的“关键”，劝善惩恶，还关注了历史人物的命运，让

人清晰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套书出版后就

受到毛泽东、顾颉刚、二月河等众多名人的大力推崇，成为风靡全球的通俗历史畅销

书，累计销量超过 1000 万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者有一些观念过于陈腐，

读者要辩证地看待。

本次出版，编者以 1935 年会文堂铅印本为底本，根据正史，并结合市面上的各

种版本，将部分人名和地名进行了订正，改繁体为简体，消灭了文中的字词及标点错误。

而原书的特色则全部保留下来。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总 序



子舆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孔子惧乱贼，乱贼亦惧孔子。

则信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春秋以降，乱贼之迭起未艾，厥惟

南北朝，宋武为首恶，而齐而梁而陈，无一非篡弒得国，悖入悖出，忽兴忽亡，索虏

适起而承其敝，据有北方，历世十一，享国至百七十馀年。合东西二魏在内。夷狄有

君，诸夏不如，可胜慨哉！至北齐、北周，篡夺相仍，盖亦同流合污，骎骎乎为乱贼

横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盗国，虽得混一南北，奄有中华，而冥罚所加，躬遭子祸。

阿 弑君父，贼弟兄，淫烝无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过也。二孙倏立倏废，

甚至布席礼佛，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贻殃，则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惨报乎？

然则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过渡时代，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

约作《宋书》，萧子显作《齐书》，姚思廉作梁陈二书，语多回护，讳莫如深。沈与

萧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为唐臣，犹曲讳梁、陈逆迹，岂以唐之得国，亦

仍篡窃之故智欤？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陈乃不忍直书欤？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

直书无隐，事未蒇而身死族夷。旋以谄谀狡佞之魏收继之，当时号为“秽史”，其不

足征信也明甚。《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北周书》成于令狐德芬，率尔操觚，徒凭

两朝之记录，略加删润，于褒贬亦无当焉。《隋书》辑诸唐臣之手，而以魏征标名。

魏以直臣称，何以《张衡传》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为乱臣贼子，而尚曲讳之，其

馀何足观乎？若李延寿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书之旁参，有此详而彼

略者，有此略而彼详者，兹姑不暇论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后人或讥其失宜，

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李氏固犹此意也。嗟呼！乱臣贼子盈天下，即幸而

牢宠九有，囊括万方，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本编援李氏《南北史》之例，

捃摭事实，演为是书；复因年序之相关，合南北为一炉，融而冶之，以免阅者之对勘，

非敢谓是书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但阅正史者，常易生厌，而览小说者不厌

求详，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

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欤！抑尤有进者，是书于乱

贼之大防，再三致意，不为少讳。值狂澜将倒之秋，而犹欲扬汤止沸，鄙人固不敢出

此也。若夫全书之体例，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兹姑不赘云。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书舍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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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圣帝明王，善自

贻谋，也不能令子子孙孙，万古千秋的太平过去，所以治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

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

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好几百兆人民，

自从轩辕黄帝以后，传至汉、晋，都由汉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为中国

所不齿，不说他犬羊贱种，就说他虎狼遗性，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南为蛮，东为夷，

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准在外国居住，不许他闯入中原，古人称为华

夏大防，便是此意。界划原不可不严，但侈然自大，亦属非是。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内地，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

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

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

变作了一个胡虏腥羶的世界。后来弱肉强食，彼吞此并，辗转推迁，又把十六国土宇，

浑合为一大国，叫作北魏。北魏势力，很是强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

其时汉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抵制强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

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贻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

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

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评论确当。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

能文能武，武指太武帝焘，文指孝文帝宏。经营见方，修明百度，扬武烈，兴文教，却

具一番振作气象，不类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淫荒虐，未免奚落，尝呼南人为枭夷，

易华为夷，无非自取。南人本来自称华胄，当然不肯忍受，遂号北魏为索虏。口舌相争，

干戈继起，往往因北强南弱，累得江、淮一带，烽火四逼，日夕不安。幸亏造化小儿，

巧为拨弄，使北魏亦起内讧，东分西裂，好好一个魏国，也变作两头政治，东要夺西，

西要夺东，两下里战争未定，无暇顾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

终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残喘。及东魏改为北齐，西魏改为北周，中土又作为三

分，周最强，齐为次，江南最弱，鼎峙了好几年，齐为周并，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

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杨坚，篡了周室，复

并江南，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不过杨系汉族，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忠良遗

祚，足孚物望；更兼以汉治汉，无论南北人民，统是一致翕服，龙角当头，王文在手，

均见后文。既受周禅，又灭陈氏，居然统一中原，合并南北。当时人心归附，乱极思治，

总道是天下大定，从此好安享太平，哪知他外强中干，受制帷帟，阿么炀帝小名。小丑，

计夺青宫，甚至弑君父，杀皇兄，烝庶母，骄恣似苍梧，宋主昱。淫荒似东昏，齐主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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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蔽似湘东，梁主绎。穷奢极欲似长城公，陈主叔宝。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无一不

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训，一股脑儿撇置脑后，衣冠禽兽，牛马裾襟，

遂致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好头颅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两败，社稷沦亡；妻妾受人污，

子弟遭人害，闹得一塌糊涂，比宋、齐、梁、陈末世，还要加几倍扰乱。咳！这岂真

好算作混一时代么？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撰南北史各一编，宋、齐、梁、陈属南史，魏、

齐、周、隋属北史，寓意却很严密，不但因杨氏创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属诸

北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虽然靠着一时侥幸，奄有南北，终

究是易兴易哀，才经一传，便尔覆国，这也只好视作闰运，不应以正统相待。独具只眼。

小子依例演述，模仿说部体裁，编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义》，自始彻终，看官听着，

开场白已经说过，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虚写一段，已括全书大意。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

舆，小字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子

孙就在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东安太守刘靖，就是裕祖，

郡功曹刘翘，就是裕父，自从楚元王交起算，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一世。裕生时适当

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堕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翘以生裕为不祥，

意欲弃去，还亏有一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翘复娶萧氏

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字，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馀。会翘病

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对嫠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馁。裕素性

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

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屦易食，伐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饔飧鲜继，

饥饱未匀；惟奉养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揭出孝道，借古风

世。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褴褛，

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

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瞧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

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

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

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

众僧所言，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

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眬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

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何地，一任龙体游行，

经过了许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

倚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黑气隐指北魏，河中黄色便是黄河，宋初尽

有河南地，已兆于此。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

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敝床，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临

睡时忘记吹熄，所以馀焰犹存。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

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