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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将唐史与唐诗融为一体的惊世佳作。

　　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黄巢，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刘禹
锡⋯⋯那些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政客骚人们，书写过怎样的历史与传奇，胸怀过怎样的豪情与诗
意？

　　承载着亿万华人荣耀与梦想的唐朝，闪烁着中华文明恢弘与绚烂的唐诗，正如一卷华美的图景，
一点一点铺陈在你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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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圣云，80后知性自由作者，有男子豪爽之气的另类“才女”。
从小浸淫诗词歌赋，写作风格百变，可信手拈来，别具一格。
作品多有避世不遇之慨叹，亦含慷慨自在之洒脱，矛盾中集品禅、赏儒、修道、随性于一身，自成一
家。
已出版作品《人生若只如初见：纳兰容若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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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摆在唐国公李渊面前的时机刚刚好。
在太原起兵的李渊，不是第一个出手的，却是最后得手的。
李渊的成 功，可谓厚积薄发。
李渊的来头不小，按照族谱，他的祖先是西汉前将军 李广、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开国君主李暠。
与无数开国皇帝一样，李渊娶了 一个无论是家世还是见识都很靠得住的老婆——北周武帝的外甥女窦
氏。
对于从政者来说，一个好老婆胜过千军万马。
齐宣王的钟无盐，李世 民的长孙皇后，李治的武媚娘，皇太极的大玉儿⋯⋯“人生照镜须自知，无盐
何用妒西施”。
了解自己比模仿别人更重要，其貌不扬的无盐女何必 去嫉妒美艳的西施？
女人的价值不在脸上。
一个贤妻，可以没有美貌但必须贤惠如无盐；可以没有背景但必须有 才能如武氏；可能早逝但名流千
古如长孙；可能长寿而福泽后人如孝庄。
好女人不见得一定当得起“母仪天下”，但绝对会是一个有主见且全心全 意相夫教子的好妻子。
但凡女人嫁给有点儿地位财富的男人，大都需要一人分饰多角。
安分 贤淑的妻子，恩威并施的主子，温柔会教养的母亲，善谋有城府的助手，体贴可靠的朋友，优雅
可爱的情人⋯⋯男人要的其实很简单，可以帮不上 忙，但起码不能添乱。
也有些女人，很优秀很有远见，但是往往不被她们 的男人理解和发现。
窦氏就是一个意见不被重视的好女人。
按照辈分算，李渊与杨广是表兄弟。
不过这个表弟杨广自恃为帝目无 兄长，竟然在一次公开的宴会上嘲笑李渊长了个“阿婆面”，极其传
神地 刻画了他满脸褶子的面部特征。
位列唐国公的李渊十分郁闷。
回到家，窦氏见他拉长个脸，便追问原因。
他将事情说了一遍，窦氏 做出大喜过望的表情，劝道：堂就是朝堂，阿婆面就是堂主啊！
搞不好将 来你会⋯⋯“做皇帝”三个字不好说出口，但李渊已经明白其中的意思。
当时一定是当做劝慰的话听了，谁知竟然一语成谶！
李渊喜欢马，做太守的时候养了不少好马。
隋炀帝杨广是个喜欢完美 的人，他的天下要被规划得很完美，喜欢的宫殿要用大量萤火虫装饰，所 
以，如果有什么好东西，他知道谁有但是没进献给他，那一定是要杀人 的。
而且，兵马、兵马，养了好马的下一步是不是要开始屯兵了？
厉兵秣 马不是迟早要造反？
虽说兄弟一场，但对于猜忌心甚重的杨广来说，亲缘 关系并不是阻碍。
《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杨广）尝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时谒。
高祖有甥王氏在后宫，炀帝问之，王氏对以疾，炀帝曰：“可得 死否？
”高祖闻之益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说的是，一次，李渊没有奉召谒见杨广，杨广问李渊在宫中的外甥女 王氏原因，王氏回道，李渊抱病
在身。
杨广仅仅回了句：到了要死的地步 吗？
仅仅这一句已经将李渊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做出纵情享乐不思进取 的 样子，还要不断向皇帝献宝
，表现自己的臣服之心。
而此时的李渊尚未察觉有异，但窦氏却说，你养了这么多马，除了看 看遛遛还能怎么样？
不如把它们献给皇帝，还能换个大官做。
李渊不以为 然。
后来，或许李渊经过了本纪中记载诸事，终于开窍，开始进献隋炀帝 骏马珍宝，才得以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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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寄语无盐子，如君何足珍。
”可惜这样一个聪慧的窦氏四十五 岁就去世了。
或许李渊称帝后回想起妻子，会有一些惭愧和悔憾。
公元615年，李渊官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恰逢母端儿农民起义，他 击败起义军，收编近万人在麾下
。
第二年，升为右骁卫大将军，任太原道 安抚大使，镇守太原。
此时，民间“陈胜、吴广”已经泛滥。
李渊以平叛为名招兵买马，此 举 引来杨广派到太原其他官员的怀疑，李渊便一面安抚他们，一面派
人状告 他 们勾结突厥，恰好第二天突厥进犯，罪名坐实，眼中钉就这样被拔掉。
再说此时突厥大军来犯，李渊摆了出空城计，在突厥疑神疑鬼的时候 又派出军队夜晚从后门出城，白
天改道进城，造成援军已到的假象，这边 恐吓，这边又修书给突厥王，道：“若能从我，不侵百姓，
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若人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 厥。
”突厥这才撤兵。
这一旧事，在《旧唐书》中这样记载：“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 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突厥），
引以为援。
始毕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献马千 匹，会于绛郡。
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
” 是年7月，李渊发布檄文，指责杨广听信谗言，残害忠良，骄奢淫 逸，穷兵黩武⋯⋯天下若想太平
就要废炀帝。
李渊带领自己的儿子，率 三万大军直逼洛阳。
对于起事，《新唐书》的说法是这样的：“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 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
文静谋举大事。
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
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 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
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 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
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 此尔。
’世民因亦人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
’然未有以发。
而所在盗贼益多，突厥数犯 边，高祖兵出无功，炀帝遣使者执高祖诣江都，高祖大惧。
世民曰：‘事 急矣，可举事！
’已而炀帝复驰使者赦止高祖，其事遂已。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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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部将历史与诗词融为一体的惊世佳作　　最华美的史学盛筵&mdash;&mdash;诗中有史，史中
有诗　　透过唐诗看唐史，雄浑且不乏唯美；品读唐史悟唐诗，浪漫却更显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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