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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大家，系内藤湖南之后的日本京都学派的二
代掌门。
其学术研究的触角，几乎涉及汉学沃壤的全部领域。
作为日本东洋文化及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敏锐地看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上真正的平等睦邻外交
正是起始于炀帝执政的隋朝。
于是，作者便“试图通过隋炀帝这样一位个体人物来考察那段重要的历史”，并想通过他专业、缜密
和驾轻就熟的“深层次”的探究，“写出些许前人所不曾言及的内容”。
美国汉学家Anhurwright曾经这样评价隋炀帝：“（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
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写道：“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
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么，本书的作者，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本什么样的“隋炀帝传”呢？
宫崎教授认为：对于隋炀帝的生平研究，不可单以兴趣为出发，甚至专门为了猎奇而杂说。
他强调：“其实，隋炀帝的传记不必借用小说的形式，单单述说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故
事。
我甚至认为反倒是纯史实读起来更有意思、更有厚重感。
于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便尽可能尊重历史史料。
”他希望“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对人文关系的探究”。
所以作者“不愿仅只抚摸史料的表面浮尘，更想切人内部做深层次的探究”。
于是就有了《宫崎市定说隋炀帝》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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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炀帝其实相当勤奋敬业，在位十四年中多数时间奔走在巡游的路上；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国
家统一；攻打高丽是为了消除边境威胁。
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可说相当辉煌。
即使隋炀帝弑父继位的事情，实际上也并非可以一口断言的史实。
然而，尽管有关他的野史那么漏洞百出，人们却津津乐道了千余年；而其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公平
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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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崎市定，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留学法国。
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兼教育学部长、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美国
哈佛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
是战后“京都学派”第二代巨匠，最负盛名的东洋史学研究家。
1958年，宫崎市定以专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大奖；1989年，日本政府颁予
其文化功劳者勋章。
著作《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
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
刻的研究。
译者简介：杨晓钟，男，1964年11月生，教授。
2000年6月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日语语言文学硕士毕业同年12月获得副教授任职资格。
2005年12月获得教授任职资格。
译著、编著图书共二十余种。
盂简，男，1964年5月生，1989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系1989-1995年，国营、日资企业从事翻译
管理工作，1996年至今先后在国际义化培训学院、西安外事学院任教。
魏海燕，女，1981年10月生，先后在西北职教中心、西安通信学院、西安翻译学院等院校任日语教师
。
现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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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坚作为皇后的父亲，此时地位急剧攀升，一跃成为朝中重臣。
大臣们早就厌倦了天元皇帝不务正业、放荡不羁的样子。
杨坚的出现就好像救命稻草，使大家又看到了希望，人们都纷纷投奔于他。
可是昏庸的天元皇帝，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猜疑心和嫉妒心。
当他发现皇后的父亲杨坚正在逐渐扩张势力，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时，便决定铲除他。
一天，天元安排好一切便宣杨坚进宫，只要他稍有不轨举动，就会命人将其杀掉。
可是也许杨坚更是棋高一着，或许他早在天元皇帝身边安插人手，对宫里任何动向他都了如指掌了吧
，这天他来到宫里，举手投足都透着十二分的小心，神闲气定、镇定自若。
始终没有给天元任何下令动手的机会，最终这次暗杀计划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天元又命杨坚为江南讨伐军总司令，将他派往扬州。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杨坚自己提出要去扬州的。
可临行前，杨坚却称患了脚气不得不推迟出征，这托词听起来未免有些过于蹊跷！
原来，他早就看出天元皇帝荒淫无度，活不了多久。
因此当他早早得知皇帝生病的消息后，便谎称自己患病在身，故意推迟出征。
比起天元皇帝，这位皇室外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显得更为深谋远虑。
果然就在杨坚借口生病拖延出征期间，天元皇帝果真发病且病情突然加重。
杨坚早就收买了天元身边的近臣，那些人一看太上皇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几个人一商量就把杨坚叫
进宫来。
杨坚则谎称自己是奉皇帝圣旨来宫中探病的，实则召集心腹大臣，一行人急忙赶到宫中，一来便住下
不走了。
也就在当天，刚刚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病死了，他只留下了一个年仅八岁的静帝。
杨坚封锁了天元太上皇死亡的消息，并假借圣旨颁布新令，对朝廷事务一一做了安排，将所有天下大
权及宫内指挥权都揽于自己手中。
他先是将自己封为全国军事总监，这个官衔就相当于全军总统帅。
接下来，他又下诏召回在地方任职的五位皇室亲信，让他们火速独自进京。
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防止了这些人以地方为根据地谋反叛乱。
之后他才将天元太上皇的死讯昭告天下，那已是天元死后的第二天。
与此同时，他还发布了一封伪造诏书，内称皇帝将一切后事均托付给了杨坚。
诏书中委任他为“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
“大丞相”即可以向朝廷上下所有官员发号施令；“假黄钺”则可代替天子对任何人施以惩罚；“都
督中外诸军事”即拥有指挥军队的所有权力。
一句话，就是要求所有的官员民众都要把杨坚当做是皇帝的指定代理人，对其必须是绝对服从，如果
有人胆敢违背杨坚的意志就是违背皇帝的旨意，会以欺君犯上之罪受到惩罚。
可是，实际上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不是谁定个什么规定就一定能让所有的人臣服。
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也许就可以拒绝遵守皇上的旨意。
与之相对，拥有天下最高权力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通过实力来证明自己，这样才能杜绝别人的背叛
。
在当时，有两位颇具实力的军队统帅，他们手握地方兵权，且远离中央控制，表面上遁世超然，实则
相当有分量。
一位是驻守邺城的尉迟迥，一位是安营于洛阳的韦孝宽。
对于杨坚来说此时的首要任务即是必须向他们显示政治实力。
杨坚巧妙地利用了两人之间的竞争意识，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
尉迟迥早在少年时期就曾讨伐平定了前南朝领地：蜀（即现在的四川），并将其纳为北周领土，功高
盖世。
而且尉迟家族盛产美女，他的孙女就是个大美人，曾经得到天元皇帝的宠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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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程有些不光彩，但最终也算是和皇室扯上了关系，从而稳固了尉迟家在朝廷中的地位。
他驻守的邺城从前是北齐国的国都，是山东一带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
北齐亡国后，那些曾经为北齐效力的官员一时无所事事，他便重新任命那些失业的前朝大臣，借以收
拢人心。
这足以显示尉迟迥处事之精明周到。
可现如今的尉迟迥已年逾七旬，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已经人老气衰反应迟钝，再也没有当年的英武之势
了。
尉迟迥以北周王室第一旧将自称，同北周王室一样，他也不是汉人，因此更有了一份亲近感。
虽不是武川镇军阀，但因姻亲关系，和北周武帝成了表兄弟。
然而此时出现的汉人杨坚，不曾有过任何显赫的战绩，却能仗着外戚的身份，迅速掌握朝中大权，如
今更是骑到了自己头上，这让尉迟迥愤愤不平。
于是他暗中开始收整军队以防不测，并盘算着一旦时机成熟，就率领军队一举攻入长安，肃清乱臣，
整顿朝纲。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安杨坚的耳朵里，杨坚立刻起用尉迟迥的竞争对手，打算利用韦孝宽除掉尉
迟迥。
韦孝宽出身国都长安的汉人名门，在与北齐的常年交战中屡次带兵于战场的最前线，立下无数战功；
尤其是在与北齐的最终决战时，更是大显神威、威名赫赫。
此时他正为了应对南朝的反抗镇守洛阳，时任洛阳驻军总督。
杨坚派韦孝宽赶赴邺城，代替尉迟迥接任邺城驻军总督，时值韦孝宽七十二岁。
于是一场生死角逐便在两位七旬老将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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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迄今，对于隋炀帝的生平研究大多数以兴趣为出发点，甚至专门就是为了猎奇。
而且这种倾向由来已久，唐朝《开河记》《迷楼记》等小说中所描述的内容几乎原原本本被人们当成
了史实。
《隋炀帝艳史》或直接称《艳史》，就是这样一本把想象的故事经过加工综合而编出的通俗小说。
可是，当它摇身一变更名为《隋炀帝外史》后，就基本被认定为历史事实了。
德川宝历年间（175l-1764）日本还出了此书的日译版，并且收入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早稻田大学
出版部发行的《通俗二十一史》里。
明治二十六年（1893）发行出版的《隋炀帝》也只是它的另一个译本。
其实，隋炀帝的传记不必借用小说的形式，单单述说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甚至认为反倒是纯史实读起来更有意思、更有厚重感。
于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便尽可能尊重历史史料。
然而，这样做并不容易，原因在于历史学的复杂性，并不是说要尊重史料，就拿一本《隋书》照葫芦
画瓢就万事大吉了，《隋书》本身已经包含了许多野史的记述，前后冲突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就说隋炀帝弑父继位之事，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为中国人所接受，但实际上它并非可以一口断言的史实
。
就连备受推崇、可信度较高的《资治通鉴》对此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一开始根据《隋书》的本纪记录了隋文帝的自然死亡过程，其后根据列传作为异说讲了对惰炀帝弑父
篡位的疑惑。
我的这本书也大体依照这样的基调来处理。
有关这一问题我曾另外做过考证。
有关这一章节，《资治通鉴》的记述非常到位，尤其是在人物关系的把握方面，在写作这本书时也给
了我有力的支持。
近来的史学家似乎有回避描写当权者、不重视人文关系的风潮，这或许缘于某种误解吧。
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对人文关系的探究。
理由很简单，所谓人类生活说到底不就是人文关系吗？
人文关系当然也应该包含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层面。
认知这一关系的变迁过程应该是历史学的重大课题。
如此一来，以其中的帝王一族为对象进行研究就再自然不过了，为什么要回避呢！
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它做好。
这里，我并无意评价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只是想说我对从事这样的研究很有信心，首先我个人今
后依然会写，同时也很有信心推荐其他同人也来写。
另外，和本书记述内容有关的学术论文如下：布目潮讽《杨玄感叛乱》[《立命馆文学》第二三六期昭
和四十年（1965）]；拙作《隋代史杂考》[《史学研究》第七十二期昭和三十四年（1959）四月]；山
崎宏《隋朝官僚的性格》[《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五十一期昭和三十一年（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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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宫崎市定说隋炀帝:传说的暴君与湮没的史实》中，日本久负盛名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讲述著名“
暴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作者“试图通过隋炀帝这样一位个体人物来考察那段重要的历史”，并“
写出些一许前人不曾言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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