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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迅猛向前发展的阶段，而社会发展是

否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育在这个国家所

占的比重。在我国，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二

十世纪末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到今天，我国的教育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快速的发

展，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所以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例如

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教学理念如何创新以及素质教

育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建立知识

和谐型社会，这些都是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

起人们的思索。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向广大学生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

神食粮，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

更好地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地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一系

列问题，我们特推出此套学生实用工具书，包括历史、文学、

体育、建筑、艺术、生物、地理、化学、戏剧、交通等多个学科和

领域。各学科以实用为标准，进行科学的分类，力争将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知识点、重点、难点。



本套丛书知识覆盖面广，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兼

具知识性与实用性，是学生学习各种知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手册。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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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统一王朝，都长安（今陕西西安），

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年。文
帝年号二：开皇（５８１—６００年）、仁寿（６０１—６０４年）；炀帝年
号一：大业（６０５—６１８年）；恭帝年号一：义宁（６１７—６１８年）。

大业五年（６０９年）时的隋朝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
至五原。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１６０个，

县１２５５个。有８９０万余户，人口４６００万。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隋朝的建立

隋朝皇室据说出于汉代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

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杨坚父
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
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坚
女为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 （５７９年）二月，周宣帝宇文赟传位于其子衍
（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静帝，宇文赟自己以天元皇帝
名义掌握政权。次年五月宇文赟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
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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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炫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

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
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
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

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
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
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
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如手如就是第一流高门博
陵崔氏。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
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
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
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
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
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
（５８１年）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统一南北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历史发展倾
向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
二年（５８２年），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
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

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
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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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获得安定。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
约５９万人，以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八路，大
举南进。次年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
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康。贺若弼激战于钟山，打败了前
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宫城，俘
后主陈叔宝。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岭南方面，

在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少数族人）的协
助下也迅即安定。这场统一战争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过四
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

５０万，人口２００万。以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
中。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
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

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

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
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
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
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
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
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

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
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
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
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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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
是，结束近３００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

完成和巩固统一的改革

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的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
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行政制度

开皇元年，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
礼”制定的中央官制，即所谓“六官制”。又综合参酌魏晋以
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书，避杨忠讳改）、门
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
展。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封建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
整严密的体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
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有的郡则没有
属县。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开皇三年，文帝下
诏废罢境内５００百余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
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两套僚佐的制
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
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

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今山西太原
西南）、扬（今属江苏）、荆（今湖北江陵）、益（今四川成都）四
大总管，所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大业元年
（６０５年），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
总管府，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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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选举制度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包括与三公地位相等的最高
级官僚）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
所谓“辟举”。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随
着士族豪门势力的强大，辟举道路被他们垄断，成为门阀制
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际上
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地方州府的辟
举权也日益削弱，但仍然遵循士族豪门的入仕途径。同隋代
的地方制度改革相适应，开皇末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
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由朝廷委
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隋初，虽仍
沿袭北朝设置州都（即州中正）、郡正、县正（避杨忠讳去“中”

字），废郡后，郡正当然不存在，州都和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
定人士。州郡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废除表明门阀世袭制
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
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
官位取得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代选举
中仍居优势。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

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秀才和孝廉）在南北朝后期也
已向一般地主开放。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
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秀才除试策以外，往往加试各体文
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出
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

但不是经常科目。进士科是炀帝所创。进士只试策，明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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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策外可能还试经。这两种新科目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
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改革府兵制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创立时的兵士只限
于鲜卑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
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军民异籍在当时带有种族隔离的性
质。北周后期，大量汉人也被募充府兵，但一旦入军就全家
由民籍转入军籍。这种制度是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倾向不相
适应的。早在大象二年（５８０年）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即下
令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西魏赐姓，带有
使府兵部落化的性质，恢复汉姓也就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

汉人务农的意义。开皇十年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
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本人作为兵士由军府统领。这一措施
清除了胡汉分治的遗迹，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要求，有利
于统一。

制订开皇律

周大象元年杨坚掌权后不久，就对北周制订的苛重法律
进行修改。开皇元年和开皇三年，又制订和修改了隋律，即
《开皇律》。隋律以北齐律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形成了完整
的体系。隋代法律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曾经被东亚各国
的法律所取法的唐律即是《开皇律》的继承和发展。炀帝时
又曾修改《开皇律》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颁行，即《大
业律》。

隋初较重要的改革还有铸造新五铢钱，统一当时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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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以及统一度量衡。

隋代的这些改革适应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门阀制度
衰落的历史发展趋向，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实行这些改革，

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维护了以关陇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地主
阶级专政。

均田制的继续和农业

开皇二年（５８２年），隋朝重颁均田令。受田的主要规定
是：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自一百顷递减至
四十亩；普通百姓受田遵照北齐之制，丁男一人受露田八十
亩（妇人四十亩）、永业田二十亩，限额内的奴婢（继承北齐制
度，亲王限额三百人，递减至八品以下及百姓，限额六十人）

和普通百姓一样受田。北齐还规定丁牛受田，可能隋代已经
废除。隋代所谓“奴婢”，实际上也包括北周时期确定为贱口
身份的部曲和客女。

受田百姓承担国家赋役。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将受
田并承担赋役的成丁年龄从１８岁提高到２１岁，受田并承担
轻小劳役（唐代称为杂徭）的中男的年龄，大概也在同时自１１
岁提高到１６岁。力役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未被役的丁
男纳绢代替，称为“庸”；以后，又规定年满５０岁者，纳庸后免
除防戍之役。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为了防止官
吏作弊、豪强欺隐，文帝采纳左仆射高颎建议，制订了具有赋
役定额、应减应免、计算人户资产以定户等高低等各项标准
的定式，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诸州。赋役轻减与“输籍定
样”的颁布，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使他们重新列为编户，其
中多数原是豪强荫庇的私属。隋朝建立以后，即在旧北齐境
内检查户籍，取得一定成绩。大致在开皇九年，隋朝旧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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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大大扩大了赋役对象。

但均田令不仅没有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为贵族
官僚提供了广占土地的法律根据。他们的永业田、奴婢部曲
受田，还有特赐的土地，都是合法占有的；非法强占的田数也
不少。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和应受田的户口增加，大致早在开
皇三年就提出了百姓受田不足的问题。当时苏威建议减功
臣之地以给平民，这一建议遭到“大功臣”王谊的反对，没有
实行。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今关中平原和河南西北部、山
西西南部地区）百姓受田不足，以致“衣食不给”。文帝派遣
使者到各地去“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相当于规定受田
额的五分之一。受田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口增加有关，但主
要是由于地主阶级特别是贵族官僚的广占土地。长安是都
城所在，官府林立；京辅三河是贵族官僚所聚。这两个地区
的“功臣之地”即贵族世袭土地甚多，包括永业田、奴婢部曲
受田、赐田，再加上作为官僚部分俸禄的职田和作为官府公
用的公廨田，可留供百姓受田的土地就大为减少了。京辅三
河是受田不足最突出的地区，当然受田不足不限于这一
地区。

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的被剥削者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奴
婢，从奴婢受田这一规定看，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参加
农业劳动的，但在当时，奴婢是一种贱口的泛称，被称为奴婢
者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奴隶。第二类是部曲、客女，他们的身
份也是贱口，但高于奴婢，大致类似农奴。应当指出，奴婢、

部曲、客女的很大一部分是随从、仆役、私家武装之类，并不
从事生产劳动。第三类是“佃家”、“佃客”，他们来自“浮客”，

即逃亡农民。由于他们逃离本乡，成为非法的“隐丁匿口”，

只有托庇豪强才能藏身，所以他们对所从属的豪强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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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依附关系。佃家要交纳收获物的大部分作为地租。

逃亡农民组成的“佃家”是地主土地上主要的劳动者。

仁寿四年 （６０４年），炀帝即位后，免除了妇人、奴婢、部
曲之课。按照“未受地者皆不课”的规定，这三类人至迟在这
一年已不受田。其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无地可授。大业五年
（６０９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即所谓“貌阅”，检
出的隐丁匿口以数十万计。同年，再次下诏均田。检查户口
与均田相结合，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赋役对象。这表明直到大
业五年，封建国家仍在力图维持农民的受田额，以便攫取租
调、征发兵役和劳役。

为了保证租调收益，封建国家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盛
衰。文帝统治时期，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在各地兴建。史籍记
载开皇年间，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杨尚希、寿州（今安徽
寿县）长史赵轨、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卢贲、兖州（今属山
东）刺史薛胄都曾在辖区内修建堤堰、决水开渠，以利灌溉。

在全国统一的条件下，国家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开
皇十八年（５９８年），文帝派遣水工巡视各地水源，随地形高
下，发丁疏导。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展有利于产量的增长和耕
地面积的扩大。

富实的仓库储积

赋役对象与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隋王朝有可能从民间征
得更多的实物。大量谷物和绢帛从诸州输送到西京长安和
东京洛阳。为便于征集物的集中和搬运，隋朝沿着漕运水道
在今陕西、河南境内设置了广通（在今陕西华阴）、常平（在今
河南三门峡市东南）、河阳（在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黎
阳（在今河南浚县）、含嘉（在今河南洛阳）、洛口（即兴洛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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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河南巩县东北）、回洛（在今河南洛阳）诸仓。

开皇五年，文帝采纳长孙平建议，令诸州以民间的传统
组织———社为单位，劝募当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以备
水旱赈济，由当社为首的人负责管理。由于这是社办的仓，

所以又称为“社仓”。开皇十五年和十六年，文帝命令西北诸
州（大致为今甘肃、宁夏和陕北地区）的义仓改归州或县管
理；劝募的形式也改为按户等定额征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
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其他诸州的义仓大概以后也照此
办理。义仓于是成为国家可随意支用的官仓。

经过多年搜刮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
所储谷物，多者曾至千万石，少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
不充盈。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隋朝仓
库的富实是历史上仅见的。这固然反映了户口增长与社会
生产的上升，同时也说明受田农民辛勤劳动的生产成果大部
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掠夺。

手工业和商业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隋代墓葬中发
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据记载，

这种碧玻璃是工艺家何稠创制的）。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
阳）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称。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
发展。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白帝
城）督造大批战船，最大的有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
人。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中皇帝乘坐
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此外，还有大小船只
数千艘。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的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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