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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朝在中华帝国的正午时分高调登场，却匆忙谢幕，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一段宛如昙花般脆弱短暂的
璀璨辉煌。
本书中有隋文帝杨坚的奋斗，万邦来朝的盛世欢歌，隋炀帝杨广的雄心，丞相杨素一家的沉浮，唐公
李渊的犹豫和程咬金的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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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程，编辑，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学士、外交学硕士，现从事时事政治及历史图书的编辑和写作。
曾出版译著《中国人本色》（中国言实出版社），专著《三国大外交》（重庆出版社），《禅让》（
线装书局），《夺宫》（九州出版社），《剑锋春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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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百年乱世出新朝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北方的西魏王朝和南方的梁朝经过外交协商，
接收了一批流亡在梁朝的西魏将领。
这些将领包括贺拔胜、独孤信等名将。
西魏权相宇文泰非但没有惩罚他们，还热情接见，加官晋爵（比如贺拔胜被封为太师，独孤信被提升
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让归来的游子们立即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将领名单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独孤信的部将——杨忠。
宇文泰第一眼看到杨忠的时候就被杨忠漂亮的髭髯和威猛的体态吓了一跳，再一打听，更是吓了一大
跳。
　　原来杨忠同志不仅相貌非凡，而且胆子更加不凡。
人家是提刀射箭杀野兽，杨忠是左臂夹住野兽腰，右手拽掉野兽的舌头，赤手空拳干掉一头猛兽。
宇文泰当即拍板：人才，难得的人才啊，杨忠调入我的帐下听用。
　　如果宇文泰知道正是杨忠的儿子日后篡夺了宇文王朝的天下，他很可能会为自己对杨忠的信任和
重用感到后悔。
　　普六茹一家　　杨忠成为宇文泰的心腹重将，追随宇文泰，在对突厥、东魏和南梁的战争中屡建
奇功。
宇文家族后来创建了北周王朝，杨忠也就成了王朝的开国元勋。
　　宇文泰特别感激杨忠的忠诚和功劳，决定给杨忠家族赐姓“普六茹”。
“杨忠”也就变成了“普六茹忠”。
姓氏的改变，在汉族人看来是一件大事，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数典忘祖”的表现。
可在宇文泰看来，这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宇文泰是鲜卑人，当时的华北是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天下。
北魏王朝也好，宇文泰建立的北周王朝也好，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杨忠是正儿八经的汉族人，出身于北魏边镇晋北的汉族家庭，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立下再大的功劳，当
了再大的官，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看来依然是个异族的奴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现在，宇文泰赐姓，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从内心里认同杨忠是自己人，是族人。
这不是天大的恩赐，是什么？
　　杨忠只能接受这样的恩赐，谁让你是人家帐下的奴才呢！
　　在乱世之中，杨忠已经是一个幸运儿了。
　　杨忠出身很低，年轻时又遇到边镇骚动、北方大乱。
一开始，杨忠不想像多数年轻人一样去当兵，而是希望过平稳安逸的生活，所以就拼命地往南方逃亡
。
但是跑到北魏南部边境的时候，那里也在打仗。
杨忠不得已，也参了军，做了名北魏政府军士兵。
　　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北魏的北海王元颢等宗室和高官南逃投降了梁朝。
杨忠也莫名其妙地被裹挟在这股南逃的潮流中，到了江南。
不久，南梁扶持元颢返回中原争夺帝位，杨忠又莫名其妙地随军返回了中原。
尔朱荣打败了这股北上的军队，杨忠做了俘虏。
因为身强体壮，杨忠被编人尔朱荣部下将军独孤信的部队，继续当兵，扛枪吃粮。
　　北魏分裂后，杨忠追随独孤信西入关中，投入宇文泰的阵营。
独孤信的部队被派去收复东魏的荆州，结果一败涂地。
独孤信、杨忠等人只好逃亡江南，这一游荡就是三年，直到被宇文泰交涉接收回北方。
　　宇文泰死后，侄子宇文护辅佐儿子宇文觉执政。
杨忠继续当宇文政权的铁杆将领，因功受封为柱国、随国公（后改为隋国公）。
杨忠历经了宇文泰、宇文觉、宇文毓、宇文邕四朝，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因病结束征战生活，回
到京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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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宇文邕和主政的宇文护亲自到杨家探望病情，授予杨忠帝国元勋的荣耀。
　　几天后，杨忠死在家中。
　　《隋书》对杨忠的记载相当简单：“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
、隋国公。
薨，赠太保，谥日桓。
”　　杨忠留下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杨坚（普六茹坚）。
　　杨坚于大统七年（541年）六月出生在冯翊的般若寺。
乱世里养活一个孩子很难。
杨忠很迷信，就把杨坚放在寺庙中，觉得那样可能会好养活一点，还给儿子取了个小名“那罗延”。
那罗延是鲜卑语，原意是“金刚不坏”的意思。
杨坚果然没坏，在寺庙生活了十二年。
　　等杨坚大富大贵以后，官方给杨坚的出身和出生造了很多“谣言”，什么杨坚诞生的时候“紫气
充庭”、小时候头上长龙角，等等。
得到杨坚本人肯定的一个“谣言”说杨坚出身于著名的弘农杨氏，是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世孙。
这样显赫的出身已经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起码杨坚的父亲杨忠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出身带来的任何
好处。
杨忠奋斗一生，留给儿子最大的遗产就是“普六茹”的姓氏。
　　人一旦出名了，是非就多，就很难被他人看清楚。
大学问家李德林后来专门写了《天命论》，吹捧杨坚的外貌说：“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
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
吴天成命，于是乎在。
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　　李德林将杨坚身上的特征都和天命、日月等敏感事物联系在一起，极力论证杨坚的形象注定了
他必将成为皇帝。
实际上，杨坚因为遗传的关系，长得像杨忠一样威猛魁梧——我们看那一时期的雕塑，武将的形象大
致如此。
　　一代枭雄宇文泰看了杨坚后，感叹说这个小孩子长得很好，不像是来自于晋北那样的北方边镇。
宇文毓即位后还曾经派遣善于相面的赵昭去观察杨坚，看看这个小孩子日后会不会成为奸雄。
赵昭回来对宇文毓说：“杨坚不过是做柱国的料。
”柱国类似于大将军，意思是说杨坚日后最高也就做到大将军，不会对北周的皇位造成威胁。
　　但是一转身，赵昭就悄悄对杨坚说：“你以后肯定会登基做皇帝的，但是要先经历一场残酷的杀
戮才能平定天下。
”　　杨坚十四岁的时候得益于家庭的帮助进人政坛，在首都做了一名功曹。
因为父亲的功勋，杨坚在两年时间里就升到了骠骑大将军的高位，进封大兴郡公。
宇文邕即位后任命不满二十岁的杨坚做了随州刺史的实职。
　　566年，杨忠的好朋友、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把刚十四岁的女儿许配给杨坚。
独孤家的女儿成为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
两家联姻后，关系更近了。
独孤信所代表的关陇军队势力站到了杨坚一边。
　　顺便说一句，这个独孤信非常厉害，分别将三个女儿嫁给了周明帝宇文毓、杨坚和贵族李家。
嫁人李家的那个女儿生前没有前两个姐妹的荣耀，但生下了唐高祖李渊，在唐代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杨坚进入仕途之初，宇文护主政北周。
宇文护不知为什么，看杨坚特别不顺眼，多次想加害他。
他曾晋升杨坚职位，想拉拢他为自己所用。
杨坚问父亲怎么办，杨忠只淡淡说了一句：“少说话多做事，要和权臣保持距离，要学会明哲保身。
”杨坚照做了，宇文护也无计可施。
　　不久杨忠去世，杨坚袭爵为隋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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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宇文护的周武帝宇文邕聘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皇太子妃，给杨坚的地位上了一层保险。
杨忠死后四年，宇文邕诛杀了主政的宇文护，开始亲政。
北周的前两任皇帝在位都很短，无所作为，宇文邕却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北周帝国在宇文邕的治理下，逐渐强大。
他力排众议，御驾亲征，消灭了北齐王朝。
从此北周拥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
这时，齐王宇文宪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这小子有反相，不会甘心居于人下，应该早日除去这个祸
害。
”宇文邕说：“我只让他做到大将军，不会有事的。
”　　话虽如此，宇文邕还是对相貌奇特、出身将门的杨坚产生了猜忌之心。
内史王轨又劝宇文邕说：“皇太子不像是个好君主，而杨坚却有反相，恐怕日后⋯⋯”　　宇文邕见
有人说自己接班人的坏话，不高兴了：“有天命在，能怎么办，能有什么事情？
”　　雄才大略的宇文邕下不了铲除功臣、亲家杨坚的决心。
杨坚听了这些对话后不免心惊胆战起来。
在宇文护时，杨坚就学会了韬光养晦，现在继续装出一副平庸木讷的样子来，“苦练内功”。
　　尽管不断有人想打击杨坚，但杨氏家族、独孤家族的势力护卫着杨坚基本的地位，加上杨坚又是
皇亲，所以这些明枪暗箭始终不能对杨坚构成致命的威胁。
　　吞并北齐的第二年（578年），宇文邕在征讨突厥时暴病而亡，年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在世时，挑选长子宇文赟作为接班人。
他对宇文赟的要求非常严格，动不动就施用体罚，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宇文邕严令太子的属官们每月写一份详细报告，禀明太子在这个月的所作所为；还常常警告宇文赟：
“从古至今被废的太子数目不少，难道我别的儿子就不堪继任大统吗？
”　　尽管父亲从来没有将更立太子的事情提上日程，但宇文赟始终生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
子里。
宇文赟原本好酒好色，现在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癖好，坚持每天和大臣们一样，五六点钟就伫立于殿门
外等待父皇早朝，即使是严寒酷暑也不例外；坚持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说话温文尔雅。
因此，宇文邕对宇文赟的表现大致还是满意的。
　　实际上宇文赟是个杰出的演员。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像他这样登基之前规规矩矩，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太子。
　　宇文赟平常因为有老爹的严格管教，言行不仅正常，而且还多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但一旦父亲去世，没有人再拘束他时，他就会坐在皇位上将天下闹得天翻地覆。
　　宇文邕早逝的时候，宇文赟刚好二十岁。
父亲的棺材还摆放于宫中没有人殓，宇文赟就原形毕露。
他不但没有丝毫悲伤之色，而且还抚摸着脚上的杖痕，恶狠狠地对着父亲的棺材大声叫骂：“死得太
晚了！
”宇文赟将父亲的嫔妃、宫女都叫到面前，排队阅视，将长得漂亮、自己喜欢的都纳入后宫，毫不顾
及人伦纲常。
　　从此，宇文赟开始了淫荡荒唐的执政生涯。
　　宇文赞虽然昏庸荒淫、倒行逆施，但对手中的权力看得紧紧的，对任何潜在的政治威胁都特别敏
感。
即使是王公贵戚和宠妃，宇文赞觉得谁有问题、有二心，就把谁叫到跟前来领“天杖”。
所谓的“天杖”就是打板子，先是以一百二十杖为度，后来增加到二百四十杖。
打板子的效果很好，有异心的没异心的大臣都早早地被宇文赞打死了。
　　宇文贽在宝座上肆虐了九个月后，觉得做皇帝太麻烦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干脆将帝位传给
七岁的儿子宇文阐（周静帝）。
宇文赟以“太上皇”的身份，通过宠臣郑译等人遥控指挥朝政。
　　既荒唐又专制的宇文赟对自己的岳父杨坚也起了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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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升为皇后。
杨坚水涨船高，升任大司马，位列群臣之首。
暗地里，宇文赟老想把老丈人叫到跟前来领“天杖”。
　　一次，宇文赟单独召见杨坚，事先对左右侍卫说：“如果一会儿杨坚在席上神色有所异常，就立
即杀了他。
”　　宇文贽小看了杨坚。
杨坚在宇文护和宇文邕时期，整天小心谨慎，早就练得喜怒不形于色了。
　　他来了后神色自若，与宇文贽面对面毫无异常，左右侍卫们也就没有下手。
　　宇文赟既没有杨坚谋反野心的真凭实据，又碍于他是自己的岳父大人，更难下决心除掉杨坚了。
　　那么杨坚到底有没有“不臣之心”呢？
　　北魏、北周延续下来的是一个到处君臣相残、朝代兴亡的乱世，形势瞬息万变。
要让一个人，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大臣，对某个王朝死心塌地的忠诚，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杨坚不是圣人，对北周王朝没有“愚忠”。
他前脚刚从宇文赞的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来，后脚就对心腹说：“宇文赞这么乱搞，迟早要出事的！
我看他的相貌，是个短命相，而各个宗室亲王又散居力弱，不久朝廷就会有大变乱了。
”杨坚的这个判断，现实得惊人，哪里是一个“忠臣”应该说的话！
　　尽管杨坚对北周王朝怀有了异心，但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暴君宇文赟的手下保命的问
题。
只有保住了性命和地位，才能谈宏伟蓝图。
杨坚觉得不能和宇文赟硬碰硬，不如到地方上去任个实职，既可以避祸又实惠。
杨坚就去找老同学、皇帝身边的红人、内史上大夫郑译。
他送钱送物，拼老命巴结郑译，说：“我想到外地去镇守藩镇，希望你能在宫中帮我多留意留意。
”郑译对杨坚的印象很好，打了保票说：“杨公的德望，天下人谁不知道。
大家都支持你。
现在你想进一步发展，我怎么能不帮忙呢？
”　　宇文赟决定出兵南伐陈朝，想调郑译去南边监军。
郑译便向皇帝请示元帅人选。
宇文赞反过来问他的意见。
郑译趁机郑重地推荐了杨坚：“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
可令隋国公杨坚出征，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军事。
”宇文赟对郑译一向信任，而且觉得将杨坚放到外地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下诏任命杨坚为扬州总
管。
　　这是580年间的事情。
　　无名政变　　杨坚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还没有出征，宇文赟就病倒了，而且是日益严重。
　　宇文赟的病完全是游戏过度、纵酒荒淫的结果。
杨坚平时很注意保养，但突然声称自己“暴得足疾”，走不了路了，不能去扬州赴任，逗留在京城。
杨坚心想宇文赞万一病死了，谁还愿意去扬州前线和说鸟语的南方人打仗啊！
　　隐约地，他觉得自己命运的转机要来了。
宇文赟的病越来越重，呈现出“龙驭归天”的可能了。
　　现在，不仅是杨坚，宫廷内外的许多人都活动开了。
皇帝的死意味着一场新的权力分配的开始，谁都想在其中捞上一把。
即使什么也捞不着，也不能让自己成为权力分配的牺牲品。
深受宇文赟信任的两个近臣：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正大夫刘昉，尤其紧张。
近臣的权力完全得益于他们和皇帝走得近。
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近臣的权力基础是最脆弱的，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就会用自己亲近的人来替代老
皇帝身边的人。
郑译和刘哮眼看着宇文赞气若游丝，心里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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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保住已有的权位，或者再前进一步呢？
　　郑译、刘昉二人都是世家子弟出身，祖祖辈辈都是大官。
因为政治起点高，他们才能长期活动在宫廷中，亲近宇文赟。
宇文赟也将他们都作为心腹。
这样的宫廷政治人物通常都轻浮奸诈，随性妄动。
比如刘昉“性轻狡，有奸数”，“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
刘昉在宫廷中的轻浮狂妄的举动，曾经使他受到废黜。
但宇文赟离不开这样的角色，不久又任命他为大都督、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一起主持宫廷事
务。
　　郑译的情况也差不多，先是在宫中欢歌狎饮被宇文邕除名为民，后来又擅自把修建皇宫的木材运
回自己家造房子被宇文赟削职为民。
郑译虽然不成器，但很对宇文赟的脾气。
加上刘防多次为郑译求情，宇文赞很快将郑译叫到后宫中陪吃陪喝陪玩耍，还把郑译作为自己和外面
的联络人。
　　如今，郑译、刘昉二人一合计，新皇帝宇文阐年幼无知，如果要想保持富贵荣华，必须与新的主
政人搞好关系。
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扶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臣主持朝政。
得了，干脆我们“造”出一个主政大臣来吧，到时候自己也能分享朝廷大权。
郑、刘二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个名字——杨坚。
　　一来，杨坚是皇亲国戚——隋国公，群臣之首；二来，杨坚是两人共同的朋友，关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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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昙花王朝：隋帝国的短暂与辉煌》是一个被宏图大业压垮的王朝，这是一个持续发酵着争议的
王朝，这是一个名声扫地但留下丰厚遗产的王朝。
　　隋、唐时代，建立统一帝国之趋势已成；隋之瓦解，似为这大趋势中之一个波折；所以为时不久
，即有唐之统一。
这情形与秦、汉时代，颇相仿佛⋯⋯不过到底只是相仿佛而已，并非全然相同。
隋、唐时代，部族的成分，文化的内容，甚至帝国的地位，实较秦、汉时代为复杂，为丰富，为伟大
。
　　——周谷城　　农民起义推翻隋炀帝统治，给唐统治者一个严厉的教训。
唐前期的三个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进步倾向，也
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
在全国行施租庸调制和主要在关东推行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唐前期国内安宁，四
裔宾附，富强无比，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获得土地。
　　——范文澜　　用昙花来形容隋王朝，一下子就抓住了隋朝的基本特征：转瞬而逝的美丽。
这个统一中国不足三十年的短命王朝，在中华帝国的正午时分粉墨登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起
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隋朝出现在唐朝的前面，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短暂的隋朝引出了大唐盛世。
 也许是隋朝实在过于短暂，后人论及隋朝，通常关心的是隋朝灭亡的原因，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有观点认为“乱隋”亡于朝廷的横征暴敛和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情形与“暴秦”相似；有人认为隋朝
的灭亡，多半是由于王朝施政举止失措，政策脱离现实，导致了“崩盘”。
有的时候王朝“自加压力”，希望在历史大潮中“奋勇争先”是好事。
但自加压力并不一定都能够奋勇向前，反而可能把自己累趴下。
隋朝的情形大致就属于后者。
 《昙花王朝》一书就带着探究隋朝灭亡原因的“问题意识”，将隋帝国从王朝胚胎孕育到天下汹涌、
势力星散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参与到了隋朝灭亡原因的大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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