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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一的时候乘火车过九江，听江声浩荡，不由想起隋文帝。
当年，大隋的军队就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伐陈。
那些从蒙古草原或者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们，面对这汤汤流水，是怎样的心情呢？
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
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足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
那个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拼命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
，君临天下的皇帝。
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了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
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够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
上最繁盛的时代。
以功业而言，这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
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
隋文帝的另一面，是冷硬与无趣吧。
他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一支叫《地厚》。
曲子的韵律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位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
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吾得贵妃，如得至宝”，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
一个一脸严肃，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一个浅吟低唱。
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
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绝唱，
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
哎，人啊人。
然而，我并非一味在给隋文帝鸣不平。
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的是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
原则。
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
他有理想，就要求全国人民跟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
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
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
人民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
他建立了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
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一位有为的君主，但却不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
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
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
由隋文帝又不免想到隋炀帝。
我在微博里说，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 杨素。
难道不是吗？
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
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
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妓的红拂怎么能夜奔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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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
落魄的段德昌，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
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
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
难怪他会自负地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依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就是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就是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那么浓厚的阴影！
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时，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
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
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
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吧，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那可就
是惊天动地的呐喊了。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唐承隋制。
唐朝保留了隋朝所有的好制度，只是增加了一条“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深刻认识而已。
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
隋朝是骨，唐朝是肉。
刚柔并济、骨肉相连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 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
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
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
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
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
，而只能在歧路徘徊。
2011年6月于京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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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权威学者迈克尔·H·哈特认为，在中国，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皇帝，第一是秦始皇，第
二就是隋文帝。
但是从他们的功绩来看，中国最伟大的皇帝无疑是隋文帝杨坚。

　　他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大范围内的多民族的统一；他首次实行了一直沿袭到清朝的三省六部制；他
开创了科举，制定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律法《开皇律》。
不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了千古传颂的"开皇之治"。

　
然而，《隋书》认为，隋文帝杨坚"好为小术，不达大体"，这是为何？
毛泽东评价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这又是为何？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2011年最强人气讲史名家蒙曼为您解读人性真实的隋文帝杨坚，披露他成功上位的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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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蒙曼，女，河北承德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政治军事史和中国古代妇女史。
2007年开始，蒙曼主讲的32集系列讲座《武则天》开始在百家讲坛播出。
2008年重登百家讲坛，18集《太平公主》讲述后武则天时期政局。
2009年，41集《长恨歌》系列在百家讲坛开始播放。
2010年至今，蒙曼在百家讲坛录制《大隋风云》，该系列于2011年5月14日在百家讲坛开始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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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隋文帝这种两面性是从哪儿来的呀？
有三个方面重要的原因非常重要。
第一是他的个性。
隋文帝从小就是一个自律的人。
自律到什么程度？
到了刻板严肃，毫无情趣的程度。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爱书法，唐玄宗爱音乐，谁能知道，隋文帝爱什么？
他似乎什么也不爱，除了政治。
毫无疑问，这种心无旁骛的自律精神正是隋文帝超过南北朝时期大多数皇帝的优点，是“开皇之治”
能够实现的基础之一。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刻板自律的反面是什么？
是不宽容。
既不宽容自己，也不宽容别人。
甚至是更不宽容啊。
自己道德高尚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自己早上班晚下班，就要求别人也满负荷的工作，无论对儿子、
对大臣，还是对百姓都是这一个态度，这是什么啊？
这不就是多张少弛的来源吗？
第二是他的文化素质。
隋文帝小的时候受过寺院的佛教教育，少年时代又在太学念了不到两年书。
这是什么样的文化素质啊？
隋文帝可以说是一个半吊子文化人。
这种文化素质意味着什么呀？
从正面讲，意味着隋文帝知道文化的力量，所以，他才会搜集图书，兴建学校，力图偃武修文，打造
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半吊子文化又意味着，他对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只知道利用文化，不
知道涵养文化。
一旦文化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他就会急躁，就会抛弃文化。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隋文帝曾经大力兴建学校，不仅在中央设立学校，地方州县也要求兴建学校。
这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但是，到了仁寿元年（601），也就是办学十年后，他忽然下了一道诏令：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
诸生，咸亦不少。
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
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
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什么意思呢？
我办了这么多年学了，怎么还没选出几个有用的人才呢？
看来，招这么多学生没用，干脆精简一下吧。
怎么样精简呢？
全国只保留了国子学的七十二个学生，其余的学生一律回家，不用念书了。
那么，隋文帝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啊？
太有问题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个人才的培养哪是几年就能见成效的啊？
就算是今天的学生，从小学上学到大学毕业，不是也需要至少十六年的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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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只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远远不能说发挥什么真正的作用。
而隋文帝就因为十年内没有培养出高级人才，就急不可耐，干脆解散学校，这不是典型的急功近利吗
！
而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就是多政少德的来源吗！
第三是他生活的时代背景。
隋文帝生在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
他自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既有胡人的尚武精神，也认同汉人的制度文化。
这种融合性使得他能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国家。
但是，几百年的战乱和胡族统治带给他的也不都是好影响。
因为胡族政权的短命和统治的不稳定，几乎每朝每代，包括他自己建立的隋朝，都伴随着阴谋和血腥
，这无疑在他心中种下了猜忌和杀戮的阴影，让他对任何人都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甚至不惜对儿子和
功臣大开杀戒。
这不正是多威少恩的来源吗！
正是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时代，一方面促进了隋文帝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了隋文帝
的发展，让他在取得丰功伟绩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急功近利。
开皇十四年（594），正是在隋文帝的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临幸并州，写了一首诗。
这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首诗。
诗是这样写的：红颜讵几？
玉貌须臾。
一朝花落，白发难除。
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年轻的容颜能保留多久啊？
花容月貌不过是转瞬即逝。
花儿瞬间就会凋落，白发也很快就会覆满你的头顶。
人生不就是这样短暂吗？
到明年、后年的时候，有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会一去不复返了呢？
这首诗写得好不好呢？
这首诗写得很真诚，但是，并不好。
为什么呀？
因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来，隋文帝的内心世界太不丰满了。
他只知道感慨人生的短暂，他不知道，人的肉身之外，还有精神可以永恒。
比一比曹操的《龟虽寿》就明白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也感慨人生的短促，但是，这种感慨让他升华，升华成“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这就是
曹操的伟大与雄壮之处，也是隋文帝不能超脱的地方。
我也正因为隋文帝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太执著于肉身的功业，太急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什么
事都办好，太不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
这其实正是隋朝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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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当然可以涵盖很多内容。
但是，面对这本书，我只想表达感谢。
感谢我的编导—— 张长虹女士。
跟她合作总是那么愉快。
家里人说，只要听到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哈哈笑，就知道电话那头，必定是张长虹。
真的，他们一次都没猜错过。
我不是一个守纪律的人，经常完不成任务，交不上稿子，长虹总是适度地施压，让我感觉到动力；但
是同时，也总是适度地宽容，让我感觉到温暖。
有一次我问她，几年下来，我变了吗？
她说，变了，变得更有人情味了。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慢慢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了吧。
和我这样一个慢热的人交朋友最需要耐心，这一点，雷厉风行，有丈夫气概的长虹做到了。
感谢化妆师杨静女士。
美丽、温柔与善良那么完美地统一在她身上。
我跟她开玩笑说，每次到百家讲坛，都希望能坐在你的化妆椅上，任你一直画下去，永远不要结束。
确实，她手里的笔墨是用来诠释美的，而她的温言软语则诠释着善和真。
真善美，这不是我们永恒的眷恋和追求吗！
感谢制片人聂丛丛女士。
我们私交不多，但每次打交道，都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有温情，也有热情的人。
出书的事，她比我还着急，比我还细致，让我在不经意、不期然中体会到感动，还有什么样的感动比
这更可遇而不可求呢！
感谢出版社的责编王华女士，感谢为本书制作煞费苦心的王元平先生、朱晓鹏先生、杨帆女士，出书
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一个月以来，元平和他的同事们都在为了这本小书焚膏继晷、夜以继日
地工作。
很多时候，我并不真的了解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劳动，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同样凝结着他们的心血
。
感谢我在前几本书中一直没有提到的人—— 我的父母。
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感情都藏在心里，羞于出口。
而且，我一直觉得，大恩不言谢，他们给我的已经太多太多，如果只说一声谢谢，那简直就是轻慢和
亵渎。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爱是需要说出口的，即使这出口的爱根本无法报答他们于万一。
感谢爸爸，总为我的讲课操心，时时愿意提供意见和建议，即使被我粗暴地打断和拒绝，也从来不生
气、不灰心，下一次还会提醒我，小心翼翼地提醒我。
感谢妈妈，总是为我的身体操心，怕我衣服穿得不够多冻着，怕我吃饭不及时饿着。
事实上，妈妈对我上百家讲坛最持消极态度，因为怕我讲课多了累着！
这几年，有父母在身边照顾，我已经增长了十斤以上幸福的脂肪。
可是，只有妈妈还觉得我瘦，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我永远都是那个羸弱的孩子。
是的，我要感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忘我地工作，给我树立了敬业的标杆；现在，他们年过花
甲，还在勉力支撑着我的生活和情感，让我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还有，感谢我的朋友马晓英女士。
我们的友谊已经经历了十五年的风雨。
这十五年间，我算不出来，我们讨论过多少问题，吵了多少架，又握手言欢了多少次。
回首一起走过的如歌岁月，似水流年，我只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观众、听众和读者。
也许，我真的是天生的老师吧，教书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狂热的爱好和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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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你们观看、倾听和阅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我实现我的人生意义。
所有我提到和未能提到的，让我的生活焕发光彩的亲人和朋友们，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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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她是为讲坛而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被她举重若轻地娓娓道来，让人恍
然大悟，豁然开朗。
　　——易中天蒙曼思路十分清晰，对事物的剖析丝丝入理，张弛有度，既能道出我心中能见能想之
外，又能更深一步，探幽入微，想人所未想，见人所未见。
其犀利深刻让人好生敬佩，更兼语言幽默风趣，妙趣横生，既有名言警句发人深省，又有风趣点评让
人忍俊不禁。
　　——读者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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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曼说隋:隋文帝杨坚(下)》编辑推荐：国内首部颠覆性解读误解最深之大隋王朝权威力作，2011百
家讲坛最强人气主讲人蒙曼深入解密隋文帝成功上位的历史密码，再现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
，一个人性真实的杨坚。
易中天，钱文忠，毕淑敏，孟宪实，郦波，梅毅一致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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