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隋亡唐兴七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隋亡唐兴七十年>>

13位ISBN编号：9787563371587

10位ISBN编号：756337158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广西师大

作者：蔡磊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隋亡唐兴七十年>>

前言

关公战秦琼没错，单凭这种极不规范的书名你就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本非驴非马、能将学院里一派
端庄的老先生气得吐血的关公战秦琼式的书。
“你在唐朝我在汉。
你我交战为哪般？
”相声里的人物都如此这般发问了，笔者就是再“无知者无畏”吧，也决然不敢拿历史当玩笑。
更何况前几年戏说成风，有关影视剧乃至图书都已经臭了街，这才有了新一轮捧着正吏正襟危坐的“
正说”之风。
物极必反。
一切发生了的都是该发生的。
但仅仅正说就够了吗？
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置身事外，就故事讲故事，就人物说人物，除了能满足一点好奇心外，也依然是所
获不多。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丰富、科技空前进步、信息空前发达、每一天都日新月异的时代，之所以还有那
么多人对过去的人物和事情抱有那么大的兴趣。
就是因为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人们明白，历史和我们其实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的。
我们的昨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甚至还要影响到明天。
哪怕真的已经“幸福像花儿一样”了，现代人血管里奔腾的，哪里真的完全就是全新的、不带一点昔
日印痕的红、白血球和血小板？
现代的DNA检测可是能通过从我们身上抽出的血，将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面的老祖宗描绘得八九不离
十呢！
所以，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读书的乐趣全在于琢磨。
古人爱说“功夫在诗外”，其实，不但作诗如此，读诗读史读书莫不如此。
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是因为前人的肩膀垫起了我们。
如果在读史时再加以对照和比较，那就更是乐趣多多收获多多。
这本书就是如此情境下的产物，主要目的是想对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作一番带有实验性质的拼
贴比较。
道理既简单又充分，同时还很有趣。
因为不管是在正统的官修史书还是在偏爱信马由缰的民间野史中，他们都是形同水火、判若云泥。
尽管同是名垂史册，却分别作为坏皇帝和好皇帝的样板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甚至就是唐太宗自己，也动不动就以“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来说事儿。
有意无意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和隋炀帝的区别。
这当然没错，尽管都是皇帝，也尽管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之父李渊的表弟，也就是唐太宗
李世民的表叔：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或万世唾骂，或千秋颂扬，这可是马虎不得。
只是过犹不及，一个人若是总忘不了撇清在外人看来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也就多多少少有
了种欲盖弥彰的尴尬。
好皇帝李世民没法儿不尴尬。
曾是大隋第二代帝王的杨广，死后被大唐君臣追谥为“炀”。
这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评价了。
《谥法》是这样解释的：“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炀”，就是既昏庸又残暴的意思。
这本身又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炀”字作为一个糟到不能再糟的谥号，本是隋炀帝自
己最早发现，并加之于陈后主这样贪图女色、醉生梦死、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的。
加给别人的谥号转眼间又成了别人加给自己的谥号，杨广若地下有知，还能说些什么呢？
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取代大隋而崛起雄立的大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前朝君王钉在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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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柱上，让隋炀帝的恶名遗臭万年。
这时候的李世民是坦然的，因为他还只是父皇李渊册封的秦王。
后来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那当然是在李世民自己也当了皇帝之后。
汉承秦制，隋唐一家，这原本没什么好说，但这却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心病，尤其是当他回首往
昔，检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因为那竟是一段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
的隋炀帝杨广大同小异的喋血之路！
他们都是老二。
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
为了那把椅子，杨广弑父屠兄囚弟。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
为了那把椅子，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杨广就在经略江都的过程中，结党营私大肆活动，刻意培植自
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也早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一边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一边罗致了大批武将，
为日后发难未雨绸缪。
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也都文武双全，身兼创守，功业卓著，声名远播。
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
他们都想建立不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
甚至就连他们的寿命也差不多，杨广活了五十岁，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
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遗臭万年；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流芳千古。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隋亡唐兴，从杨广的大业到李世民的贞观，也不过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何
以会出现，两个既惊人相似又反差极大、好坏都达于极致而堪称“样板”好样板与坏样板的皇帝？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就是为解答这个疑问，才有了这本将两个朝代、两代父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的书。
因为没有面面俱到的企图，也就没有正襟危坐按部就班，而是采取了一种剪贴拼图的写作方式，叙述
上也显得跳跃不定，所以就有了那样一个不无拗口的副标题。
如此写法为的只是方便比较及显示效果，并不全是为了标新立异。
但愿读者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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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公战秦琼式的作品。
作者在隋亡唐兴的大背景中，将隋文帝、隋炀帝与唐高祖、唐太宗这两对父子，尤其是唐太宗与隋炀
帝这对历史上好坏皇帝的典型，做一番对比阅读，别开生面。
　　勤政而多疑的隋文帝杨坚为何改立次子杨广为储君？
唐高祖李渊在建国过程中的作用为何受到遮蔽？
从心怀鸿鹄之志的大业天子。
变成受后世唾骂的隋炀帝，是怎样的心结令杨广沉沦下去？
挣得天下的玄武门之变，又给唐太宗李世民心里留下了怎样的死结？
隋炀帝的臭名背后，他的丰功伟绩如何为人忽视？
被奉为好皇帝样板的李世民，怎样利用对-历史书写权的控制，来达到流芳百世的目的？
 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本书既有对历史事实的拨乱反正和对人物心理的深刻剖析，又有对历史独具一格的反思，在探求历史
真相的同时，启迪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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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磊，一九五七年生人。
插过队，上过学，当过中学教员和文学刊物编辑。
一九八二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两部和中短篇小说多篇及一些纪实和评论类文章。
一九九七年后涉足影视，参与创作了故事片《情义两重天》，电视连续剧《永远的非洲》、《黄河人
》、《冷的大海热的血》，《石瀑布》等。
现居北京，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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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公战秦琼（自序）卷一 开皇、武德初年纪事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第二章 晋王秦
王：两家皇王的崛起卷二 开皇、武德末年纪事　第三章 祸起萧墙：两起以次夺嫡的宫闱之变　第四
章 殊途同归：两位高祖的夕阳晚景卷三 大业、贞观纪事（上）　第五章 大业宏图：杨广的执政生涯
　第六章 贞观之治：李世民的巅峰时刻卷四 大业、贞观纪事（下）　第七章 难解难分：两个王朝的
关联　第八章 大相径庭：两个榜样的造型历史给了我们第三只眼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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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开皇之前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一个年号，用了二十年，开皇元年
也就是公元581年。
在这之前，杨坚的身份还是承袭父爵的隋（隨）国公、北周太子宇文赟的老丈人。
随着北周武帝逝世，太子即位成为周宣帝，身为太子妃的女儿杨丽华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杨坚因此
由大将军之上的柱国晋位上柱国，从南兖州总管任上调回京师任大司马。
紧接着，又成为宣帝新设的位在百官之上的四辅官之一的大后丞；刚过半年，再跃升为大前疑，成为
四辅官之首。
这时候的杨坚还不到四十岁，可谓是恩宠连连飞黄腾达，但杨坚自己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那个
当了皇帝的宝贝女婿，杨坚是既反感又蔑视，但因为在南北朝众多荒淫暴君中，宣帝的凶悍实在名列
前茅，让他心惊肉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微妙又紧张。
甚至皇后杨丽华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的纨绔子弟，武帝生前对其颇不放心，但由于
其他诸子或年幼或更加不才（例如次子宇文赞），现在的太子哪怕是摊狗屎也得硬往墙上糊。
因为将来要托付大任，所以武帝对太子管束极严，痛加捶打的事情时有发生。
除了精挑细选太子身边辅臣之外，他还派人在东宫记录太子言行，逐月奏闻。
在如此管束之下，太子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矫情修饰”，内心却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皇上早日
升天。
北周武帝是公元578年年中，在征伐北齐的路上一病不起、赍志而殁的。
这边老皇上刚咽气，那边即位的宣帝就抚摸着被父皇教训留下的杖痕，冲进殡宫，大骂其父死得太迟
，当晚就在其父后宫撒野逞泼为所欲为。
接下来就是改元建号，先叫“大成”。
可宣帝真正的爱好在于声色犬马，既想独裁，又不耐烦处理日常政务，不到一年，就将皇位交给七岁
幼子（是为静帝），改元“大象”，自己二十岁就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
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新皇即位，首要的大事就是去掉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老家伙，安插自己的心腹
。
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赟更是变本加厉，对武帝朝的重臣大开杀戒，腾出的位子则由自己的亲狎侍从出
任。
一时间搞得满朝文武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开始重找靠山另谋出路。
杨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升再升，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的。
也许是在武帝朝中窝憋太久的缘故，眼看着自己的女婿皇帝挥舞屠刀，将那些前朝重臣诛杀殆尽，早
有不臣之心的杨坚刚开始还窃喜不已，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进行政治布局。
一次在和自己的亲信交谈时，他曾这样说道：“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
”但杨坚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原因在于天元皇帝虽然没有政治远见，不懂得积德树恩邀买人心，但在铲除异己方面却目光如炬不择
手段，只要一发现谁的势力坐大，就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天元皇帝心黑手辣，因为有了变魏为周、功勋殊伟，同时又骄横跋扈、视皇上为手
中玩物的权臣宇文护的教训，北周的皇帝对权臣的出现都非常警惕，天元皇帝只不过行事更坚决，目
光更敏锐罢了。
即位之后，他一方面把武帝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尽加清除，同时命令宗室亲王各就封国赴任，以免留下
隐患；另一方面则重用身边那些无资历威望也不见有什么能力的人，以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即使如此，天元皇帝还不放心，经常派人秘密查访，将朝臣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奏报，略不顺眼，辄
加其罪，甚至对大臣鞭笞捶挞，号称“天杖”，每次行杖，起码是百二十下，朝臣几乎无人幸免，直
打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
对颇具实力的老丈人杨坚，天元皇帝自然是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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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族灭尔家！
”他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皇后杨丽华面前发誓的。
那是大象二年（580）五月的一天，天元皇帝和杨皇后生气，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派人召杨坚入
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他砍了。
那一次杨坚举止合礼，神情自若，所以脑袋也就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杨坚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其实，杨坚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如果不说是越来越难过的话。
身逢乱世，父亲杨忠是真刀真枪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大将军。
杨坚出世的时候，父亲是西魏云州刺史、大都督。
由于当时战事频仍，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明保佑，杨忠夫妇像当时许多笃信佛教的王公贵族一样，辟
出自家宅院一部改作佛寺，将小杨坚交给一个法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
杨坚就这样又有了个小名：那罗延，在佛典里是护法金刚、大力金刚的意思。
一直到十三岁，被认为是金刚转世的杨坚进入当时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太学学习。
同年，他又被辟为功曹，由此踏上仕途。
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官本位，也从来都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更是赤裸裸地
对此来了一次集大成。
由于出身的原因，加之又是赫赫有名的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在太学未满一年，杨坚就
因父亲平定江陵的军功，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官，封成纪县公。
第二年又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
在当时的勋级表中，这已经是最高的九命一级：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品。
不知是不是自惭于自己的外族身份，当时的统治者刻意仿古，中枢官制用《周礼》六官之制，设“三
公”、“三孤”、“六卿”及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
又定“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
具体地说，就是将“命”与“品”结合，品高命多，以一品为九命，九品为一命。
话扯远了，继续说杨坚。
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如此，杨坚该是一路春风得意吧？
否。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波诡云谲，稍不留神就会站错队，导致身败名裂或身首异处，所以夹在皇
上与权臣之间的杨家父子小心翼翼不偏不倚，这才得以度过了一次次危机：对杨忠来说是亲家、对杨
坚来说是岳丈的独孤信，被罢官后又被迫自尽，与他们无涉；朝臣李植等人密谋诛杀宇文护归政孝闵
帝，结果事泄，连孝闵帝本人也难逃一死，这样的惊天大案也与他们无关。
有过这样一件事：独孤信自尽之后，把持朝政的权臣宇文护任命杨坚为掌管皇宫宿卫的小宫伯。
按官制，小宫伯是宫伯的副职，都隶属于天官大冢宰，而当时担任大冢宰的正是宇文护本人。
对宇文护来说，此番任命颇有一石二鸟之效：既可安插亲信监视宫中，又可拉拢杨氏家族。
送上门的官自然是要当的，但如何当则另有学问。
杨坚特意就此事和父亲商量，老谋深算的杨忠沉吟半晌，建议儿子最好还是与宇文护若即若离，理由
也是现成的：“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
”家常话说出了大道理，杨坚心领神会遵行不误。
宇文护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暗中窥测，甚至屡次派术士去给杨坚看相，一旦抓住破绽，就要
来个猛虎扑食。
把柄没有抓着，但杨坚却被冷冻在起家的官职上，整整八年没有变化。
后来武帝计除宇文护夺回权柄，但杨坚依然没有摆脱被猜忌的命运。
深受权臣之害的武帝哪怕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也不能不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臣百倍警惕。
更何况关于杨坚“相貌非常”、“恐非人下”的议论不断地吹进耳边，以至于他也像当初的宇文护一
样，屡次派术士察看杨坚究竟有无反相。
现在又是暴虐昏聩、治国才情远不及乃父的天元皇帝当家，杨坚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麻秆打狼两头怕，就是对当时君臣关系最形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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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曾经有过的血光之灾又一次逼近在杨坚面前，起因还是与皇后杨丽华有关。
按规制，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但正宫皇后只能有一位，以为国母，以御后宫。
但整个南北朝时期荒淫暴君数不胜数，不仅政治一片黑暗混乱，对人类伦理底线的践踏也到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所以才有了今日看来无异于动物世界的光怪陆离秽气弥天。
为了不污人眼目，让我们剪断截说：天元时代，皇宫大内居然同时有五位皇后，整个后宫制度给搅得
一塌糊涂。
杨丽华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妃，太子即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天元皇帝就与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宫女生下了后来的静帝，登上皇位后，那宫女
母以子贵，被封为天元帝后。
天元皇帝后来又四下搜括美女，先后立了两位皇后。
最后一位皇后尉迟氏其实是天元皇帝自己的侄媳妇。
她是随宗室命妇按惯例入宫朝拜、参加宫中宴会时被天元皇帝看上的，当晚就被留在宫中，苟合乱伦
，逼得其夫家起兵造反，结果尽被抄斩，尉迟氏被迎入宫中，立为皇后。
杨坚之女杨皇后位居正宫，却也奈何不了夫君，只得听之任之，一体容纳。
只是有时见天元皇帝日夜宣淫，精力不济，且喜怒无常疯疯癫癫，不免关心几句，发发牢骚。
天元皇帝乘机发作，咆哮如雷，皇后却面不改色，镇静如常，看惯了人人像狗一样在自己面前摇尾乞
怜的天元皇帝愈发恼怒，竟至气急败坏要令皇后自裁。
天元皇帝要处死皇后的消息由宫中飞报到杨家，杨坚不好出面，便由夫人独孤氏赶赴宫中，对着自己
的女婿磕头不止，血流满面，这才让天元皇帝怒气稍解，皇后逃过一劫。
眼见天元皇帝浑身戾气磨刀霍霍，杨坚悄悄找到天元皇帝面前的头号红人郑译，让他帮自己活动活动
，找个外放之职，好歹先保住性命再说。
郑译此人原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属官，当时迎合太子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被老皇帝除名。
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立刻就将他请了回来，拜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上大夫，大有委以朝政
的意思。
有郑译帮忙，事情当然不能不成。
很快，就在那年的五月初四日，杨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任务是领兵南征，平定江东。
按说呢，既然是自己讨来的任命，那就该急速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都虎狼之地。
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坚却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谎称足疾，闭门养病深藏不出。
事情也实在是蹊跷得很，就在五天之后，不理朝政、几乎整日都在吃喝玩乐的天元皇帝突然心血来潮
，说走就走，备法驾连夜巡幸天兴宫。
由于天元皇帝平时就昏聩得可以，常有类似荒诞不经的举动，所以这次夜出避暑，也并没有人拿它当
回事儿。
但仅仅隔了一天，只有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就突发急症且病势沉重，被左右迅速护送回宫。
史书记载那一天是大象二年（580）五月乙未。
杨坚可以长长地喘出一口闷气了吧：那口气都快把他憋死了。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杨坚与其心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的谈话，杨坚是这样说的：“天元实无积
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
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
”若不是洞悉朝中局势，若不是久怀异志，这哪里是为人臣者所能言、所敢言的？
！
他早就料定当今皇上活不长活不久，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刑政乖僻，昏纵日甚。
”“居丧才逾年，即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娶美女以实后宫，增置
位号，不可详录；游宴沉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者奏之。
”通过史书中的这些记载，不难看出自视为天、自称为天元皇帝的那家伙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嘴脸！
由于天元皇帝的暴虐无道，巴不得他赶快咽气的实在是大有人在。
曾经有一个叫杨文佑的侍卫在天元皇帝的酒席前当面且舞且唱：“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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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日无次。
”若不是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若不是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谁会忤逆龙鳞以至于此？
更何况还是皇帝的贴身亲随侍卫！
重杖之下，杨文佑当场被活活打死。
自作孽，不可活，上天终于要来收人了。
尽管宫中御医想尽办法，但天元皇帝还是未见起色，几日之后，待他想起该对身边亲信交代后事时，
却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其实，就算他还能说出话，又有谁愿意听呢？
树倒猢狲散，他的那些亲信眼见大厦将倾，此时正忙着另择新主，以便投靠效忠，他们既要保身家性
命，也要保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
一出改朝换代时常见的宫廷好戏就这样紧锣密鼓拉开帷幕：参加这场阴谋的有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史上
大夫郑译，以及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谟及御正下士皇甫绩等人，发起人则是小御正刘昉。
御正也好，御饰、内史也好，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近侍，其职责是掌管机要、参与决策、沟通内外
、承上启下。
一句话，都属最接近皇帝的要害机构的要害人物。
依靠他们，皇帝既可以加强对朝臣的监视控制，又可确保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
而这些人的职权在天元时期也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
自视甚高的天元皇帝到死都没想到，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正是他平时最倚重的亲信们，这大概也算
作报应吧。
由于杨坚早有不臣之心，与郑译等人串通一气也非止一日，再加上杨坚是国丈，在位列朝臣之首的四
辅官中领衔靠前，在朝中的威望如日中天，郑译等人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也只有杨坚最适合作他们的
新主子。
杨坚就这样被召进宫中。
迷雾重重，玄关处处，关于天元皇帝从发病到去世前后的经过，《周书》、《隋书》乃至《资治通鉴
》等书的记载莫衷一是，好在最终的结果和事实并无不同，那就让我们只说结果和事实。
结果是进宫后的杨坚以奉先皇遗诏的名义，坐镇宫中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
据说，由于事出突然，心怀忐忑的杨坚进宫后还可怜巴巴地问迎面碰上的术士来和：“我无灾障不？
”自宫中而出的来和大约了解了什么情况，立刻喜滋滋地拱手相贺：“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
属。
”来到宫里，郑译和刘昉等人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
杨坚当然还要谦让一番，但由于时间实在是太过紧迫，没工夫装模作样，刘昉出语惊人：“公若为，
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柳裘也在一旁劝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除了点头答应，杨坚还有什么好说？
接下来就该向天下发布大行皇帝的遗诏了。
刘昉拿着拟好的所谓遗诏找到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会签，深知有诈的颜之仪拒不签署不说，还义正词严
厉声呵斥：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
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
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
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话说得实在是不能再清楚了。
尽管杨坚等人打着辅佐幼主的招牌，但对方一眼就看出他们的真实目的，认定只有宗室亲王入主朝政
才是正理，并且摆出一副以死抗争的架势。
颜之仪同时还飞召大将军宇文仲入内辅政，胜负一时难料。
死的是自己的皇帝老公，牵扯的又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位居正宫的皇后杨丽华不可能无动于衷。
尽管史书对此语焉不详，但日后回忆当初，杨坚自己不无侥幸地感叹道：“公主有大功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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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所说“大功”云云，在《隋书》中就成了这样一句：“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
军国事。
”皇后一语定乾坤，结果是兴冲冲赶进宫来的宇文仲于御座前被捕，宫内局势得以控制。
大喜过望的国丈明白，接下来就该控制朝廷与京师，进而掌控全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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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曾经呕心沥血焚膏继晷的隋文帝杨坚真的老了，一反壮年时关注民生力戒奢靡勤勉谨慎的为政之风，
变得耽于享受并且乐此不疲。
这种蜕变当然不仅仅是杨坚个人的悲剧，有多大的权力就该有多大的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必然伴随
着至高无上的享受，就是在今天，在许多人那里，不也是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吗？
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
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
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
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
也就是在真的当了太上皇之后，李渊才痛心疾首地发现和明白了——太上皇的滋味真不好受。
无人问津门可罗雀的滋味真不好受。
说了不算、还不能想说就说的滋味真不好受。
受制于人，被人——尤其是被儿子——含沙射影屡屡指责的滋味真不好受。
人生在世，不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草民百姓，大都会有自己难解的心结，如果总也解不开，那就成了
死结⋯⋯李世民也有自己的心结。
玄武门事变就是他解开自己心结的一次努力。
玄武门事变是成功了，但让李世民始料未及的是，他为解开心结所做的努力，结果却导致了更大更难
解的新的心结，甚至成了登上皇位当上皇帝的李世民终生难解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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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隋亡唐兴七十年》是讲述隋亡唐兴的两代帝王父子的通俗历史著作。
杨广与李世民，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
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
他们都是老二，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
甚至就连他们的岁数也差不多，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杨广活了五十岁。
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
为什么如此相似的两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如此不同？
本书就是了解决这一历史谜团，对两个王朝的两对父子进行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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