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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
　　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开篇这首诗，是羁旅北周的南朝文人庾信的《拟咏怀》。
　　庾信出生在南梁，文采一流，声名显赫，先后担任过东宫学士和建康令，却因为侯景之乱，从建
康颠沛流离，逃到江陵，又因为西魏攻陷江陵，成为亡国奴被带到长安。
南梁灭亡后，庾信留在北周，终老一生没能回到南方，他感世伤怀，思念故国，写下了二十七首题为
《拟咏怀》的诗篇，此为其中的第十一首。
　　庾信生活的时代，便是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公元六世纪。
　　公元六世纪，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与庾信有着相似的经历；而公元六世纪
的中国，也和庾信一生的遭遇一样，有悲、有欢，有起、有落，有咏不完的激昂，有叹不尽的情怀。
　　这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纪。
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大分裂时代，从东汉末年算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南北对峙的局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南方的梁国刚刚取代混乱腐败的南齐，而北方的魏国，则渐渐显
露出暮气。
在这个世纪中，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头一件，是北方的六镇之乱，第二件，就是南方的侯景之乱，
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
在大乱之后，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反而迎来了大治，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
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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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带你走进公元六世纪的古中国，品味一部满载恩怨情仇、风
急雨骤的历史悲喜剧。
一对棋逢对手的冤家，一位争议千年的皇帝，一场难分正邪对错的大动荡，一段沧海横流、显英雄本
色的大时代。
从黑暗走向盛唐，整个中华民族在烈火中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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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羡，网名“残雪”、“石门居士”，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加拿大
攻读博士学位。
　　1999年，开始在浙大BBS上连载历史叙事系列作品《纵横十六国，煮酒话英雄》，受到众多历史
、军事网迷们的热烈追捧与好评。
此外，还发表有史评、书评及诗文，如《“胡思乱想”史评》、《闲谈大理》、《字母小史》、《汉
音随笔》等。
本书的前篇《纵横十六国》已由我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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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传奇的开端　　公元546年的冬天异常漫长。
这年的年底，在亚平宁半岛上与东罗马人交战了数年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在国王多迪拉（Totila
）的指挥下重新占领了罗马城。
然而，他们却无力守卫这座惨遭战火蹂躏的城市，被迫宣布退兵。
与此同时的东方，同样争斗多年的两个政权也在一场攻城战后暂时停息了战火。
与西方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损兵折将的东魏并没有攻下这座守备坚实的城池，却只因为一个人的倒
下而全军撤退。
　　十二月，东魏军退往晋阳，上上下下惶遽不安，人心思反，士气低落。
有人开始传播一个来自西魏的消息：在攻打西魏重镇玉壁的过程中，东魏的最高统帅高欢被西魏守将
韦孝宽的劲弩射中，已经身亡，只不过真相被高欢的左右严密封锁了。
　　西魏境内的传言则更加传神，嬉戏的孩童都把“劲弩一发，凶身自陨”的儿歌挂在了嘴边，可怕
的诅咒弥漫在两魏交界的黄河边上。
　　面对如此的危机，只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化解，他就是事主本人，东魏丞相、渤海王——高欢。
　　高欢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杀，但年过五旬的他已经身染重疾、力不从心。
他勉力撑起病体，在中军大帐召集众多大将。
环视帐内，将军们依然生龙活虎。
自信都起兵以来，风风雨雨十六个年头，将士们出生入死，马上马下，几度干戈，几度浮沉，今日无
功而返，情何以堪？
　　看透高欢心思的老将斛律金肃然起身，道：“卑将今日触景生情，愿在帐中高歌一曲，以振军中
士气！
”　　高欢两眼放光，欣然同意。
斛律金遂用鲜卑语引吭歌道：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曲至高潮处，高欢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和声共唱，于是整座大帐里都回响起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
曲《敕勒歌》。
　　高欢这个名字，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他几乎是用一生改变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
他那传奇的故事，以及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会像《敕勒歌》一样，不断流传下去。
而这一切，都从“传奇”的开端说起。
　　高欢的先祖出自渤海郡蓨县（今河北景县），高氏在当地是大族。
五胡大乱，幽州是后燕的势力中心，高欢的曾祖高湖在后燕慕容垂手下任职，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
还被免官。
北魏入侵后燕，高湖就投奔了拓跋珪，官至右将军。
高欢的祖父高谧做到侍御史，因为犯了事，被流放到北魏北方六镇之一的怀朔镇。
高欢父亲高树那一辈一直就住在这个胡人聚居的地区，从语言到习俗逐渐与鲜卑人没有什么差别。
高欢出生后，高树还给他起了一个鲜卑名字：贺六浑。
　　与刘寄奴一样，贺六浑出生时也是难产，孩子下来了，老娘就去世了。
幸亏他还有一位成年的姐姐，嫁给了镇上的狱队尉景，就把高欢接到家里来养着，小高欢才免却了夭
折之灾。
　　高欢四岁那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朝中发生了大事，孝文帝元宏在最后一次
南征的归途中驾崩。
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
　　在《明主昏君》里我们提过，元宏临终之前，本打算将政事一概托付给弟弟彭城王元勰。
元勰这个人是元宏兄弟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懂事理的一个，他深知官场复杂，权高盖主，将来
必难全身而退，所以硬是不肯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
孝文帝无奈之下，便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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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加上太尉咸阳王元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六个人同为
顾命大臣。
　　这六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其中王肃和接替李冲之位的宋弁都是汉人，王肃更是南朝的降将，于
皇帝家事自是远了一层。
遗诏下来没多久，宋弁就去世了，王肃也倍受排挤，一直被限制在南方边境不得回朝，两年后死在北
魏刚刚到手的南朝重镇寿阳。
去掉了这两位，剩下的四位就都是北魏的宗室了：元禧、元详是孝文帝的弟弟，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
，元嘉则是孝文帝的叔祖，前两位权力较大，后两位则威望颇高。
　　新登基的宣武帝只有十七岁，被立为太子的年数也极浅，执政经验明显不足（北魏皇帝的成熟年
龄不断延迟，不知道这是否也与汉化程度的加深有关系）。
他最为信任的其实还是六叔彭城王元勰，孝文帝虽有遗诏，命他遵从元勰归隐的意志，他却不死心。
宣武帝几次召见元勰，要任命他做丞相，元勰呢，则每次都搬出孝文帝的遗诏，执意表明自己不愿辅
政的心迹。
宣武帝不得已，只好任命他做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定州刺史，想用一大堆官衔压住他，迫他在政事上对自己有所帮助。
元勰屡次推辞不过，勉强接受，但也只是上任走走过场，对于权谋毫无兴趣。
　　（元勰打心底十分欣赏南朝文化，在感情上倾向于做一个清流。
问题在于，你既然身为宗室，处在权力的高层，想要一尘不染、独善其身地做一个宗室中的隐士，又
怎么可能呢？
元勰是个有才识也有能力的人，年纪也轻，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在皇帝对他信任的前提下，主动接
过重任，调协各方势力，以摆脱孝文帝死后北魏朝中权力争夺的危机。
在这个时候，是绝不可以念小我而废大家的，这是元勰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北魏政权的悲哀）　
　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
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
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
。
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
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
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
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
是万万行不通的！
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
”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仇怨，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
。
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暗中表示赞许。
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
元禧的确“专横放纵”，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辅政诸王”，不
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也就是这几位王爷，宣武帝久居深宫，若要亲政，一时没有可以倚仗
的势力，那就相当危险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天，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
依照惯例，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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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次日清晨入内侍卫。
　　天一亮，于烈来了。
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
极殿。
　　不一会儿，元禧、元勰、元详等人齐聚殿内，这架势哪里是请人，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
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心中有了些底。
　　他开口说道：“朕愚昧不才，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
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请暂回府上，自有职责安排。
”　　元禧被轻易夺权，心有不甘，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实在无法提出异议；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
官的，没有任何意见；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
气，还说了不少元禧、元勰的坏话，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料想不会给亏待了，当然也表示支持
。
　　王爷们回到府第，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元勰免职，算是遂了他的愿（也是毁了北魏的前程）；
元禧进位太保，得了个虚位，失了实权；元详则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捡了个最大的便宜。
亲政一事于烈功劳最大，宣武帝恢复他领军的职位，另外还加封车骑大将军，得以参预军国之事。
　　权力在手却用不好的，宣武帝大约就是个典型。
他整天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去太监宫女，那就是统领禁军的军官，以及宫中的侍卫了。
他在这年内一下子提拔了一批亲信，如茹皓、王仲兴、寇猛、赵修、赵邕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魏书?恩幸传》，可见得都是些什么料了。
　　宣武帝还想起了他的亲舅舅高肇、高显等人，决定把他们召入宫内，封他们做公爵。
高肇兄弟虽然早就是皇亲国戚，却都一直在高句丽待着（有人因此怀疑他们其实是高句丽人），没见
过啥世面，在皇帝面前手忙脚乱，闹出了不少笑话。
宣武帝靠这一帮子人治理朝政，北魏不出乱子那真是奇迹了。
　　果不其然，才过了四个月，朝廷里就闹起动静来。
丢了大权的元禧心中每每不自安，疑心皇帝要对自己进一步下手（从心理角度而言这是所谓权力失落
症，有此顾忌其实也正常）。
身边的护卫刘小苟还添油加醋对元禧诉说利害关系，搞得元禧心惊肉跳。
他让长子元通潜入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在外接应，然后与亲信们商量对策。
有人提议乘皇帝到北邙出猎的时候，占领洛阳，与之对抗，事情再不顺利，好歹也能割据河南，做个
天子。
　　元禧这家伙，贪心很足，魄力却不大。
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有的想观望，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元禧犹豫不决，最后散会，约定商量的
事情，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人心隔肚皮，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
会刚一结束，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向宣武帝禀报此事。
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对元禧严加防备，然后从容回城，捉拿元禧。
元禧被人告了密，却还蒙在鼓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哪还来得及。
惊慌渡过洛水的他，在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落网，被押回宫中，面见宣武帝。
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赐他自裁。
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也被河内太守捕杀。
　　据说，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为他写了一首诗，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　　可怜咸阳王，
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人生一世贪婪，到头来两手空空、死于非命，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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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群雄并起、英雄迟暮、灭族屠城、民族矛盾、社会动荡、能人辈出、文化融合⋯⋯莎士比亚或是
希腊老先生们那些最经典的戏剧与之相比简直太小儿科！
它所呈现给人们的是精彩得不能再精彩的历史话剧。
 　　　　——新浪网友 　　　　总算把这段乱哄哄的历史搞清楚了，出乎意料的精彩！
高欢、宇文泰、周武帝、高洋、侯景⋯⋯英雄、怪胎那是一把抓。
能把如此多、乱的线索梳理得如此清晰明畅，居士的功力真不容小觑！
 　　　　——天涯网友 　　　　这些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和出身的人们被乱世安排在一起，演出了
一幕幕壮观而又惨烈、真实而又唏嘘的戏剧。
远比三国那种在神秘气氛下的演义效果来得要精彩，更要真实。
只是我们没几个人了解这些远去的故事。
 　　　　——搜狐网友 　　　　非临祸，岂知福！
非晓乱世，岂明大治之不易！
 　　——图书编辑萧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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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是迄今为止最值得购买，最清晰、最全面解读南北朝历史的
白话读本。
　　公元六世纪，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头一件，是北方的六镇之乱，第二件，就是南方的侯景之
乱，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
在大乱之后，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反而迎来了大治，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
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声场难分正邪对错的大动荡，一段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的大时代。
　　整个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辉煌，最终在烈火中涅槃重生。
　　与南北朝的乱世纷争相比，三国的历史简直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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