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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我们说到北齐王朝第一美男兰陵王。老高家的

子孙后代几乎个个残暴野蛮，只有兰陵王与众不同，他才

貌兼备、智勇双全，只可惜生在帝王之家，一语不慎招来

一杯毒酒，含冤而死。北齐灭亡，隋朝粉墨登场。隋朝也

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断送在了二世隋炀

帝的手中。隋炀帝是怎样把隋王朝送上不归路的，他在河

北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二儿子。他出生在长安，

小时候喜欢读书写字，是个聪明孩子，长大后也是个斯文

的帅小伙。从小杨广是他老爸手心里的宝儿，十三岁被封

为晋王，小小年纪就掌管山西。后来又被封为武卫大将军、

河北道行台尚书令，成为河北最高军政首长。

杨广二十岁那年，杨坚出兵攻打南朝的陈国，上阵父

子兵，杨广披上铠甲上阵杀敌，活捉陈后主，立下大功，

被封为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打那以后，杨广又带兵杀

敌，立下不少战功。杨广是老二，太子之位落不到他头上。

杨广就阳的一套，阴的一套，一边想尽办法讨好父母，一

边背地里设计陷害自己的太子哥哥，终于抢班夺权当了太

子。又过了四年，老爸驾崩，杨广坐上龙椅，这一年，他

三十五岁。

虽说杨广当上了皇帝，却留下了一件不怎么光彩的话

把儿，为后世史学家们所不齿，也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八

卦话题。什么事儿呢？

杨广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表面上知书达理，是个谦

谦君子，骨子里却是个好色之徒。他看上老爸的宠妃陈夫

人，趁着老爸病重，有事没事招惹人家。陈夫人哭着跑到

杨坚那儿告状，说：“太子无礼，竟然调戏我！”杨坚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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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得胡子发抖，这个不争气得混账东西，老子还没死呢，就敢乱来！他派人去

找杨广，想要治他个大不敬之罪。杨广一看事情败露，索性抢个先手，把亲爸

爸提前送到了黄泉路上，自己大摇大摆坐上龙椅当了皇帝。

一不做二不休，这之后，隋炀帝索性放开手，在自个家里大开杀戮。他假

造老爸的遗诏，杀了哥哥杨勇，又把哥哥的儿子们全都毒死了。之后，他弟弟

杨谅起兵造反，兵败投降，隋炀帝把弟弟囚禁起来，一直到死。

在后世人眼里，隋炀帝杨广就是个道德败坏的官二代、昏庸无能的亡国之

君。他弑父篡位、残害忠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论残暴跟商纣王、秦始皇

有一比。

其实，这样的评价对隋炀帝来讲，有点冤枉。隋炀帝虽说干了不少坏事儿，

可也不是一无是处，隋炀帝当了十四年皇帝，干了五件大事儿 ：

第一件，出兵灭南朝，统一天下。

隋
炀
帝
杨
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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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开凿闻名世界的大运河。

第三件，西巡张掖、跟西北的鲜卑部落和亲，开通了丝绸之路。

第四件，三游江都，浩浩荡荡下江南，展现国威。

第五件，三驾辽东，征讨高句丽。

这五件大事，基本可以概括他一生的作为。

除了这些，隋炀帝还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废除世袭制实行科举制度，

开创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这项制度一直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河北的一些文化名人，比如冀州衡水人孔颖达、真定人房晖远、冀州人刘焯，

都是通过科考崭露头角，留名历史的。

扬名后世，一代帝王留下何种文化遗产？

穷兵黩武，残暴皇帝落得怎样千古骂名？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评价隋炀帝呢？

二十五年前，河北的一位学者，原河北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常林炎先生在

《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历史人物的社会角色与道德角色》，专门

论证这个问题。按照常先生的观点，隋炀帝的道德角色，基本上一无是处。可

作为一代帝王，他的社会角色，却不能全盘否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

史的发展，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

隋炀帝在河北留下了三个伟大工程，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留下了博大精

深的运河文化。清代河北大才子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了不少关于

运河的段子。我们倒推一下，如果没有大运河，就没有泊头镇 ；没有泊头镇，

就没有泊头市，更没有纪晓岚笔下的运河故事。所以大运河的确给河北留下一

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运河的北段主要集中在河北，这段运河当时叫永济渠，就是永远通航的

意思。可惜的是，最近几十年，河北段的永济渠最先断了航。

永济渠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在河北省境内经过邢台、衡水、沧州、廊坊、

保定等十几个市县，有上千千米长，是一项浩浩荡荡的大工程。想当年，隋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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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河北各地征集了上百万的农民工来挖沟，不管风吹日晒雨淋没白天没黑夜

地干，动作稍微慢一点就得吃棒子挨鞭子，很多人活活给累死了。很快男人不

够用了，隋炀帝把年轻的妇女也征调过来用。真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

作为第一监工，隋炀帝经常亲临工地搞突击视察，一次，他看到有一段河道挖

的稍微浅了一点，怒气冲天，一声令下，把挖沟的官吏和农民工全都捆成了粽子，

五万多人全给活埋了。

大运河的开凿，让老百姓们死伤无数，家破人亡，对隋炀帝恨之入骨。不过，

大运河的开凿的确给后人带来不少的好处。元朝时候重新疏通，成为现今的京

杭大运河，缩短了 900 多千米的航程，大大方便了南北的交通。

除了永济渠，隋炀帝在河北还留下另外两个大工程。一个是修长城，另外

一个是开凿了太行山的驰道。关于他修建长城的事儿，我们今后在燕赵传奇《长

城文化》系列中还会细说。今天我们先说说他修驰道、通太行的事。

隋炀帝当了皇帝之后，到处巡查，发现河北跟山西之间隔着一座太行山，

打起仗来，想要传个信儿是真不方便。他就开始琢磨开凿一条军用高速公路！

隋炀帝亲自来到河北，发了告示，在河北各地征召民工，浩浩荡荡的工程

队来到太行山，开始凿山修路，打通了正定到太原的通道。隋炀帝开凿的这条

通道，其实就是原来井陉到太原的秦皇古道。他把这条道路拓得更宽了，打那

以后，河北跟山西的往来方便了很多。

隋炀帝喜欢摆谱，是奢侈腐化的代名词。他曾经从河北找了三千户能工巧

匠带到洛阳，给王孙贵族制作精美的纺织品、铁器和工艺品，稍有不满就砍头

问罪。为了伺候好这些王孙贵族，保住脑袋，工匠们绞尽脑汁，制作出各种精

美而又复杂的古玩、古董，还有丝织品，制作工艺空前发展。

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百姓死活，一味压榨，同一时代的老百姓

确实比较遭罪。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这样，才为我们留下瑰丽的文

化遗产。官窑瓷器，宣德炉、景德镇、清朝的江南制造，哪一样不都沾满了工

匠的血泪？但都流传后世，成为我们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历史就是这么矛盾。

隋炀帝当了皇帝之后，鲍鱼燕窝吃着、绫罗绸缎穿着，过了几年奢侈的日子，

发现在龙椅坐着实在是无聊，就开始怀念以前在马背上打仗的日子。隋炀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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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图抖搂开，眼睛就那么一瞄，瞄准了一个目标—高句丽。高句丽地跨

鸭绿江两岸，位于现在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代被

称为辽东，很早就是中国的版图。

想当初，隋炀帝他老爸当皇帝的时候，就曾经跟高句丽打过一仗，高句丽

战败投降。612 年，隋炀帝四十三岁这年，再度向高句丽宣战。他汇集了五万

多兵车到定州，把定州改名为高阳郡，当成他的军事中心。紧接着他又召集了

一百多万人到涿郡，把这里当成大本营。这一百万人分成一拨一拨向战场进发，

足足用了四十天才出发完毕。

隋炀帝还召集了上万名农民工给他造船，准备从山东的水路出发。这可苦

了那些工匠，他们天天泡在海水里面，皮肤都溃烂了，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因

为伤口感染死掉很多人。隋炀帝仗着人多势众，想要弄个开门红，可没想到第

一仗就大败而归。

按说隋炀帝应该吸取教训，休养生息，缓缓再说。可才过了一年，他再次

发兵，还亲自披挂上阵，经过秦皇岛的时候，这位皇帝爷诗意大发。正在他面

朝大海、抒怀咏志的时候，后院起火了，他的后勤部长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发

动叛乱，隋炀帝慌忙从辽东退兵。杨玄感这位集团高管，为什么要反呢？

后院起火，远征部队如何班师回朝平定叛乱？

大势已去，亡国之君怎样得过且过命丧黄泉？

咱们来说说这位杨玄感。他是陕西华阴人，也是隋朝最先起兵造反的贵族

首领。杨玄感为什么要造反呢？还是因为隋炀帝这个人心性多疑，对大臣缺少

起码的尊重。杨玄感本来对这位老大的所作所为不满，在他的手底下做事儿，

又找不到一点安全感，就开始策划谋反。

隋炀帝第二次攻打高句丽，让杨玄感在河南帮他征收粮草。杨玄感一看，

机会来了，就扣押了粮草，发动叛变，进攻洛阳。隋炀帝连忙派兵从河北返回

洛阳，围剿杨玄感。这些兵马都是隋炀帝的精锐之师，打得杨玄感连连败退，

最后跟十几个手下逃到了小树林里。杨玄感要说还真是条硬汉，在隋炀帝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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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让弟弟杨积善杀了自己。一看杨玄感死了，隋炀帝怒火中烧，为了宣

泄心中的怒气，他一口气杀了三万多人，还流放了六千多人。

这个事件之后，隋炀帝不但没有反思自己，反而变本加厉。他再一次来到

河北，坐镇高阳半年，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河北的老百姓遭了殃，繁重的

徭役、兵役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各地连连爆发农民起义，眼瞅着隋朝的江山快

保不住了，隋炀帝只好跟高句丽议和收兵。

隋炀帝三次攻打高句丽，都没有打胜仗，面子上挂不住。再加上国内烽烟

四起，他感觉大势已去，逃到了扬州，好死不如赖活着，过一天是一天！他也

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死期快到了，有时候照着镜子，看着镜子里俊秀的面容无

限感慨 ：“瞧瞧，多好的一颗人头啊，不知道将来会被谁砍掉！”

隋炀帝最后还是死在了自己人手上，没多长时间，禁卫军首领宇文化及发

动了叛变，包围了他的住处。隋炀帝十二岁的儿子杨杲，一见这阵势吓坏了，

抱着他爹的腿大哭。叛将们冲上去，一刀把孩子砍死，鲜血溅在隋炀帝的龙袍

上。死到临头，隋炀帝还跟他们讨价还价，想要讨杯毒酒自尽，死的体面一点。

可是大家实在是太恨他了，直接用一条绢带把他给勒死了，这年隋炀帝五十岁。

跟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隋炀帝死了以后，萧皇

后和宫人用床板做了三口小棺材，将他草草埋葬了。

这正是 ：

一代暴君隋炀帝，杀兄弑父留恶迹。

开渠凿路传功业，穷兵黩武遭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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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说到隋炀帝留下千古奇迹大运河，也留下了千

古骂名。他只顾着玩乐，不关注民生，老百姓们实在忍不

了了，就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就在这连绵的战火烽烟中，有一位农民子弟在河北建立了

大夏王朝，他到底姓甚名谁？ 

要问这位他是谁，到邯郸永年的广府古城一打听就知

道了。不管是上岁数的大爷大妈，还是小不点的孩子，都

会自豪地告诉你 ：他呀，就是河北的窦王窦建德。

573 年，窦建德生在贝州漳南，也就是如今河北故城

的东北边。他出生的时候，河北还是北齐的天下，等他长

到十七岁，隋文帝已经统一了全国。窦建德家里祖祖辈辈

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老辈儿人省着细着攒了点

家业，供着这孩子读书练武。窦建德从小就是个三好青年，

他学习好、功夫好，人品也特别好。到现在，广府古城里

还流传着不少关于窦建德的好人好事。

有一回，窦建德他们村有户人家出了白事，这家实在

是穷的没法，连发丧的钱都拿不出来。当时，正忙着耕地

的窦建德听说了这事，立马就把自家的耕牛送给人家，让

他换点钱去把老人的后事办了。从这以后，只要一提起窦

建德的名字，乡里乡亲都挑着大拇哥，说那可是个好人！

那段年月世道乱，就连村子里也是强盗横行。有一回，

几个毛贼进了窦家，窦建德先是躲在门后不出声，等毛贼

进了房门，就来个关门打狗，一口气杀了三个人。这一下，

门外面的毛贼都被吓坏了，他们大眼瞪着小眼，半天才说

了一句 ：屋里的大爷，小的知道错了，只求您把那三个兄

弟的尸首还给我们。窦建德眼珠一转，回了句话 ：你们拿

条绳子来，把这几具臭皮囊拉出去吧。外面的毛贼倒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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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赶紧往屋里扔了根麻绳，窦建德把绳子系在自己的腰上，装作尸体被拉了

出去。窦建德到了屋外面，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举起刀来又杀了好几个

人。从这以后，毛贼再也不敢靠近这一带，十里八村的安全系数都上了一个等级。

窦建德名声大震，还被选做了村干部。

后来，当朝的皇帝隋文帝年纪大了，狠心的权臣杨素掌了大权，世道越来

越乱，朝廷里当官的不干人事，把老百姓逼得没法活了。窦建德也上街去反抗

朝廷，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到底还是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狱。直到隋炀帝继

位大赦天下，他才回到了家乡。

隋大业七年（611 年），隋炀帝带兵攻打高句丽，窦建德参军入伍，还当上

了小头头—二百人长。这一年，山东发了大水，窦建德的老乡孙安祖家里遭

了灾，老婆孩子都饿死了，他又要被军队拉去做壮丁。孙安祖跟县令说了说自

家的情况，说家里实在离不开人，没法去参军。县令哪能听得进这种话，就把

他暴打了一顿。孙安祖一气之下杀了县令，跑去投奔了窦建德。窦建德见了他

的面，悄悄地嘱咐他说 ：“这里不是你的安身之地，你先到老家附近的高鸡泊，

在那等着我。”

孙安祖先行一步到了地方，窦建德帮他攒了几百号人马，聚在高鸡泊对抗

隋朝。孙安祖给自己起了个大号叫“摸羊公”，就在这里做起了将军。

三足鼎立，河南王世充究竟怎样决断？

一念之差，河北窦建德终将何去何从？

隋朝大业年间，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带着上千人造了反，就在故城县一带来

来往往，唯独不敢骚扰窦建德的村子。当官的听说了这事，怀疑窦建德跟乱党

是一伙的，就派人杀了窦家的老老少少。窦建德又气又恨又伤心，干脆带上手

下二百人投奔了高士达。后来，孙安祖也在乱世之中死于非命，他的部下只好

找到了老东家窦建德，这么一来，窦建德的实力越来越强，渐渐地有了上万的

兵马。

几年之后，朝廷派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倒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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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窦建德好，就把军队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窦建德有勇有谋，一战而胜，从

这以后，他带领的起义军也就更加威风。

窦建德在定州一带招兵买马，成了气候，隔年正月，他就在如今的河北献

县自立为长乐王。就在这年七月，窦建德在河间城南的七里井打败隋朝的大将

军，隋朝在河北的势力差不多被消灭干净。

同在这一年里，隋朝的官员李渊带兵打进长安，建立唐朝，改元武德。窦

建德的敌人从隋炀帝变成了唐王朝。这时候，窦家的大军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

他们占了易州，又占了定州，就连隋朝的河间郡丞也向窦建德递了投降书，窦

建德看他有心归顺，不但留下了他的性命，还封他做了瀛洲刺史。窦建德这事

办的很得人心，河北这一带有不少官员都转向了他的阵营。

唐朝建立的第二年，窦建德也在河北献县建立都城，国号“大夏”，控制

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在石家庄市振头的石邑城设置恒州，把隋朝末年设置的

井陉郡合并到了井州，改房山郡为岳州，也就是现在的平山县。自己的地盘收

拾好了，窦建德又灭了那个自称皇帝的宇文化及。接下来，一路打下了沧州、

永年广府城和安阳。窦建德看着广府城里风水好，就把大夏的都城迁到了这儿。

广府城的窦建德又谋划着另一件大事，他跟突厥拉好了关系，准备为自己的王

朝打造一片更大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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