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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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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青年时期

一

在李渊已经当上皇帝的第三年，即武德三年（６２０年）五

月，晋州（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吉善在羊角山遇到一位骑白马

的老人，仪容威严，对吉善说：“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

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吉善将此事上奏后，李渊感到十分惊

异，于是在当地建庙祭祀。这个老人据说就是老子李耳。到

李渊的孙子李治当皇帝时，于乾封元年（６６６年）正月，追尊老

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天宝二年（７４３年）正月，又改尊

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以后还多次地给老子加上各种尊号，以

表示对祖先的尊崇。上面这个故事并不真实，完全是人为地

编造出来的。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因为自己姓李，老子也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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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了抬高自家的门第，就编造了这个故事，附会为老子的

后代，其实并不可信。

李姓据载出自嬴姓，五帝之一的颛顼为其始祖。颛顼的

重孙皋陶在尧统治时期担任大理（主管刑法）之职，他的子孙

历舜、夏、商，世代充任大理，以官命族，遂称理氏。在商纣统

治时，理征因得罪了纣王，被杀，他的妻子契和氏和儿子利贞

在逃亡途中，饥饿无食，靠吃木子（树籽）而得以生存，遂改理

为李氏。李姓据说因此而来。

李渊自称是西凉武昭王李昞后裔。李詗生十子，次子李

歆为西凉后主，李歆生八子，其第三子李重耳在亡国后投奔南

朝宋，任汝南太守。北魏进攻宋，李重耳以城归降，遂入魏为

官。李重耳生子李熙，任金门镇将，后改镇武川（今内蒙古武

川西南），其家也随着迁居于此。关于李氏家族兴起于武川的

说法，就来源于此。李熙生李天赐，天赐生三子，即李起头、李

虎、李乞豆。李虎生李昞，李渊即李昞之子。

以上所述的这个家族世系情况，是出于唐代官修史书的

记载，并不完全可靠。通常认为其家为西凉李詗之后裔是伪

托，李重耳在亡国后并未南投刘宋。李熙以来的世系情况，基

本真实，但其镇守武川的说法却不大可靠。由于李唐自称是

西凉李詗后裔，通常都视其郡望为陇西李氏。据近人考证，其

家可能是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今河北隆尧西南尧山镇）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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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的后裔，或为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庶姓李氏之“假冒

牌”。这样看来李唐为陇西李氏的说法也不可靠。西魏宇文

泰入关中时，曾令诸功臣自撰其家谱牒，当时许多人都以关内

诸州为其籍贯，大约李氏在这种风潮下才改其邵望为陇西

李氏。

关于李唐先世是汉族还是胡族，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认为李氏出自鲜卑之拓跋部者，主要根据是：僧人法琳曾

当着唐太宗李世民的面，驳斥说他家并非西凉李詗之后裔，而

是拓跋达之后人。当时李世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手握生杀

大权，法琳如无确凿根据，决不敢出此言语。

李氏先世中有人的名字非汉名，如前面提到的李渊祖父

李虎的兄长名起头，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摩。这些名字都

属胡人的名字。

李氏家族中有人容貌像胡人，如单雄信曾呼李渊之子李

元吉为“胡儿”。唐朝宗室滕王李涉的容貌也和胡人相似。说

明李唐有胡族血统成分。

李氏家族多与胡人通婚，如李渊的父亲李昞的妻子独孤

氏，李渊的皇后窦氏（由鲜卑族纥豆陵氏所改），李世民的皇后

长孙氏，均为胡姓。说明李氏先世绝非汉族。

李唐皇族中多次出现乱伦之事，如李世民杀其弟李元吉，

纳其妃杨氏为己妃。李世民之子李治即位后，又以其父的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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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武氏为昭仪，后又立为皇后，即著名的武则天。这些事与鲜

卑、乌桓、突厥等族的“妻后母”、“兄亡，妻其诸嫂”的习俗完全

一致。说明李唐本出于胡族，保持着原有的旧俗，不以此等事

为异。

认为李唐为汉族者的主要论点是：其先世以男系论为纯

粹汉人，无论是柏仁李氏或广阿李姓，均为汉族。李熙娶妻张

氏、李天赐妻贾氏、李虎妻梁氏，无一不是汉人。李氏家族中

有人“状貌类胡”可能来自母系方面，并不能以此断定李氏祖

先就一定是胡族。独孤氏、窦氏、长孙氏早已汉化，到隋唐时

没有理由仍把她们看作胡族。李唐从来都认为自己家族是汉

族，没有也不愿承认出自胡姓。在南北朝民族迁徙频繁、胡汉

交错杂居的历史时期，李氏家族受胡族影响，保留一些胡族的

习俗和遗风，也不足为怪，不能因此就一定认为其出自胡族。

全面地看后一种观点理由似更充分一些，但是李渊及其

子孙具有胡族血统的成分却是不争之事实。其实，在民族大

融合时期，这类情况非常普遍，很难说哪一个家族是纯粹的汉

族血统。隋唐时期的汉族实际上也是历史上许多民族不断融

合、同化，从而繁衍壮大形成的，这个过程在此后仍在不断地

进行。

李氏家族在北魏时地位并不很高，即使按李唐自撰的帝

系，李熙不过是一镇将，李天赐则为幢主，地位有所下降，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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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领兵军官。其家族是在李虎时才飞黄腾达起来，地位迅速

提高，成为当时的显贵家族之一。李虎追随宇文泰开拓关内

局面，立有大功，在西魏官至太尉，为八柱国之一。所谓八柱

国大将军，实际统兵者为六柱国大将军，宇文泰与西魏宗室元

欣虽也为柱国大将军，并不直接统率军队。六柱国大将军分

统诸军，由“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充任，是当时重要的军事

基石。李虎被封为赵郡公，后又改为陇西公，赐姓大野氏。北

周取代西魏统治后，因李虎有佐命之功，追封为唐国公，唐朝

国号即源于此。在杨坚为北周丞相对，又恢复了李姓。李虎

之子李昞在北周时，官拜御中正大夫，历任杏州（今陕西黄陵

西南）刺史、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等职，“为政清简”，声誉甚

好，后任柱国大将军、袭爵唐国公。李昞虽不如其父战功显

赫，地位尊贵，但作为勋臣之后，仍保持着贵族官僚的地位。

西魏、北周是以关陇贵族集团为骨干而支撑的政权，李氏

虽不是陇西李氏，但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一点是无可

置疑的。其家族在关陇集团中地位比较特殊，李渊的祖父李

虎与隋炀帝杨广的祖父杨忠在西魏时同为柱国大将军。李渊

父李昞的妻子独孤氏与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为同胞姊妹。独孤

氏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也出身于权贵之家。独

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所以李昞和周明帝是连襟关

系。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关系。李渊的妻子窦氏为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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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生，换句话说，窦氏是周武

帝的外甥女。周武帝对窦氏非常钟爱，从小养于宫中。因此，

李氏无论在北周还是在隋朝都是皇亲国戚，在关陇贵族集团

里可算得上是地位尊贵的高门显族。

二

北周天和元年（５６６年），李渊出生于长安。建德元年

（５７２年），李昞去世，年仅７岁的少年李渊就袭封了唐国公的

爵位，这既是无上的荣耀，又意味着家族兴旺发达的重担落在

了他的肩上。关陇集团是一个崇尚武功的政治军事集团，李

渊既为其成员，当然也不能在武功方面逊色于他人。经过勤

学苦练，他武功出众，弓马尤为娴熟。

李渊的妻子窦氏为北周贵族窦毅之女。窦毅入隋后任定

州（今河北定州）总管，封神武公。窦氏出生时，据说头发就垂

过颈部，３岁时发如体长，周武帝十分喜欢她，就把她接入宫

中抚养。周武帝曾娶突厥女为皇后，但不喜欢，突厥女一度受

到冷落。窦氏虽然年纪不大，却很有见识。有一次，她私下对

周武帝说：“四边未靖，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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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意思是说天下尚未

太平，突厥势力强大，希望周武帝能以民众为重，控制自己的

感情，对突厥女多加爱抚，只要能得到突厥的支持与帮助，则

北齐、南陈不能对北周构成威胁。“武帝深纳之。”可见窦氏不

仅容貌出众，见识也很不平凡。杨坚篡夺北周帝位后，窦氏痛

哭流涕地说：“恨不我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毅听到后，吓出

了一身冷汗，急忙用手堵住女儿的嘴，唯恐别人听到，招来灭

门之祸。尽管如此，对女儿的胆识，窦毅还是非常赞赏的。正

因为这样，窦毅对其女珍爱异常，不肯轻易嫁人。他在其家门

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上门求婚的贵族公子，皆让他们二箭射

中孔雀的两只眼睛，才允其请求。前后求婚的人达数十位，都

没有射中，只有李渊射二箭各中一目，遂因此成婚。

隋炀帝即位后，性猜忌，好声色犬马。大业中，李渊任扶

风（今陕西凤翔）太守，有骏马数匹，窦氏深知炀帝喜爱犬马，

劝李渊献给皇帝，以免有人报告后招来祸患。李渊靳惜难舍，

犹豫不失，后来果然因此事遭到贬责。李渊在吃了苦头后，方

才醒悟，认为妻子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广求鹰犬，数次进献，

才得以升任为将军。这时窦氏已亡，李渊流着眼泪对他的儿

子们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因而更加思念亡故

的妻子。窦氏于大业九年（６１３年），死于涿郡（今北京西南），

终年４５岁，唐朝建立后追尊为太穆顺圣皇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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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七年（５９７年）十二月，据说出生时

有二龙盘旋于其家住所门外，三日后方去。这当然是无稽之

谈。李世民４岁时，有一个看相先生说他是“龙凤之姿，天日

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遂取“济世安民”之义，命

名为世民。当时李渊怕这位先生泄露此言，招来祸害，打算将

他杀死，“忽失所在”。这些离奇的故事，固不可信，大约是李

世民后来当了皇帝，为了证明他不同凡响，才编造了这些故

事。尽管如此，“世民”这个名字，的确含有“济世安民”的寓

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世民在孩提时深受其母的影响。窦氏据说善于书法，

仿李渊的笔迹，别人竟不能辨别，文章也写得不错。李世民喜

爱书法，大概也与他母亲的影响与教诲有关。在武德时期，李

世民每次侍宴宫中，面对众妃嫔，勾起了他思念亲生母亲的情

怀，流涕不止，说其母早亡，没有看到李氏拥有天下。表达了

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李氏家族从李虎起定居于西北，到李世民时已经四世，世

代为武将，受关陇地区尚武习俗和家庭的影响，李世民从小习

练弓马。后来他回忆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又说：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茫涉海。”通过这些话，

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强悍骁勇的贵族子弟，

读书少，善骑马，好弓矢，性格豪放，剽悍善战。武德时的重臣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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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达也说过秦王性情刚烈的话。这一切都是李世民性格特

点的真实反映。

李世民大约是在大业九年（６１３年）１６岁时，与长孙氏结

婚。长孙氏，河南洛阳人。她的祖父长孙兕，为北周左将军；

父亲长孙晟，为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病故后，长孙氏与兄长

长孙无忌被其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氏为渤海著名的高门

右姓，其父祖从北魏到北齐、隋朝，历代都充任显职。高士廉

本人颇涉文史，素有才望，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长孙氏从小

知书达理，与李氏家族尚武的风气迥然不同。长孙氏在１３岁

时嫁给李世民，通过这种婚姻关系，将渤海高氏这样的大士族

也拉入到关陇集团之中。

李世民年轻时还有一个特点，即“不拘小节”。这对于循

礼蹈仪的封建贵族子弟来说，本是不合常度的，但李世民却十

分以此自得。后来他当皇帝时，嫌太子李治年幼过于仁弱，对

大臣说：“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有一次李世民派自己

的尚宫起居（宫女职名）给弟弟李元名送珍馔。元名年方１０

岁，保傅对他说：“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答道：“此我

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听后啧啧称赞说：“此真我

弟也。”

李世民少年时期的成长，和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的叔父、堂兄弟中有许多善治军事的将才，如江夏王道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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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王孝恭、淮安王神道，都在李唐王朝的创业过程中建有军

功。淮阳王道玄，１５岁从征，勇猛善战，射人无不应弦而倒，

１９岁时战死。

三

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年）四月，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

抚慰使，于是李渊携家迁往河东。这年八月，炀帝巡视北部边

境，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隋朝时，突厥

是北方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西魏时期，突厥势力逐渐强大，

它占有的土地东至辽海，西至西海，南到沙漠，北至北海。然

而至隋朝初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在西面的为西突厥，在

东面的为东突厥。突厥虽然不断侵扰隋朝边境，但自从其分

裂之后，势力衰落。到隋朝末年，由于炀帝统治残暴政治腐

败，连年用兵，于是东突厥趁机又强大起来，成为隋朝北方的

重大隐患。始毕可汗围困炀帝于雁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的。雁门郡共有４１座城，被突厥攻占了３９座，只有雁门和崞

县没被攻破。雁门城内有军民１５万人，存的粮食仅够吃半

月，形势危殆，如同累卵。炀帝想要以精骑突围而出，大臣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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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盖提出了不如守住城消耗敌人的锐气，征四方兵入援的建

议。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一面慰劳、犒赏守城将士，一面等

待援兵。当时１８岁的李世民应招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

兴营。他向将军提出建议：始毕可汗举全国之兵围困我天子，

一定是认为我们仓猝之间没有援军。只要我们摆开阵势，让

军旗在数十里上飘扬，晚上击鼓示威，敌人一定以为援军到

了，望风而逃，不然，我们寡不敌众，不能战胜他们。这的确体

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云定兴采纳

了此计，突厥果真以为“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当然，我们

应该看到，新、旧《唐书》把解雁门之围写成是李世民的功劳，

这可能是源于唐代《实录》，有意夸大了太宗功业。而《隋书·

樊子盖传》的记载是：“其后援兵稍至，虏乃引去”。这种记载

比较符合实际。其实，“援兵稍至”中就包括了云定兴按李世

民“多赍旗鼓以设疑兵”的建议作部署在内。在这次退突厥之

兵中，李世民初次显示了军事才华。

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河

东兵讨捕群盗”，镇压地方上起义军。李渊行至龙门时，击溃

了毋端儿起义军数千人。李世民是否参加镇压，史籍上没有

提及，但当时他随同父亲至河东，可能经历此事。

大业十二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以后又升为太

原留守。大概因为李世民有点战争阅历，喜谈兵事，又好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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