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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就算是像大唐这样的灿烂、华美的帝国背后，也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隐现
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权力、金钱、荣誉、美色永远是罪魁祸首，也永远是战利品。
　　《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脱胎于至今未被中国人重视的宋人曾先之的史学巨著——《十
八史略》，著名华裔通俗历史学家陈舜臣先生集数十年之笔力完成。
　　本书从散落于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料还原历史细节，以学者的修养，辅以通俗的笔法对读者熟知的
李唐王朝人物进行重新解读。
对诸如以美色设计逼迫李渊晋阳起事，玄武门事变的复杂内幕，李世民因纳隋炀帝之女为妾而贻害后
朝，皇太子的同性恋问题，武则天专政的历史逻辑、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始末等看似平常的历史事
件，因为都处在历史的关键环节中，所以左右了李唐王朝起伏迭荡，作者令人称奇的心得和研判，可
以说是扣住了历史的脉门。
　　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深入历史核心，直透人性深处，透视帝王的权力法则，可谓“中国权力游
戏的白皮书”。
二、析理出千古不变的历史本质── 互动消长的人性欲望，以切中事要的读史快感，引领读者从人际
学的切面判读中国历史，更深刻地掌握历史事件背后的人性风貌，直扣千百年来中国权力游戏的核心
关键。
三、从历史细节着眼，贴近日常生活，对于不同层面的读者而言，既有角逐权力高峰的权术谋略，也
有立身处世的生存智慧。
　　总之，陈舜臣笔下的历史让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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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舜臣，著名通俗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
祖籍中国台湾省，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
1961年，以《枯草之根》荣获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侦探小说奖），凭借《曹操》《诸葛亮》《秘本
三国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太平天国》、《汉古印缘起》等历史著作走红日本文坛数
十年。
其作品在日本数十年畅销不衰，在日本各大书店均有陈舜臣著作的专柜，特别是巨著《小说十八史略
》（共5卷）出版后，再一次掀起日本读史热，前后再版三十余次，发行二百万套。
现在推出的《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是这部巨著中的第4卷。
　　陈舜臣是日本家喻户晓、媒体追捧的大腕学者、作家。
日本各电视台，只要播放有关中国历史问题和介绍中国历史人物的电视节目，都会请他出场。
日本NHK前几年投巨资本制作的世纪大作《丝绸之路》和《唐诗纪行》，也请陈舜臣临场讲解。
《大黄河》、《大长城》等介绍中国锦绣河山之作，也常有陈舜臣先生在电视上现身说法。
身居海外，远观国史，也许这正是陈舜臣历史作品的精妙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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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盛世开篇一　天下大乱二　桃李之子三　李家老二四　引狼攻长安五　天下三分李家一六　吴公台下
悲风多七　绿影一千三百里八　李密命丧熊耳山九　皇帝轮流坐十　河东动荡十一　“沙尘暴”诛杀
窦建德十二　水淹刘黑闼十三　骨肉暗斗十四　血溅玄武门十五　君临天下，帝国开幕十六　偷渡出
境的和尚——三藏法师十七　“西天取经”和尚的魅力十八　李世民与“荣归东土”的玄奘十九　未
胜未败的远征二十　太宗辞世二十一　长孙无忌的毒计二十二　美女还俗二十三　恐怖的后宫二十四
　朝鲜半岛战云密布二十五　血染白村江二十六　狄仁杰出场二十七　众皇太子的悲剧二十八　武则
天的面首二十九　女帝还是女妖三十　大唐复兴三十一　威风凛凛李隆基三十二　不想当皇帝的皇帝
三十三　太平公主失势三十四　开元迟暮三十五　“十六宅”中的女人三十六　三千宠爱在一身三十
七　宠妃权臣三十八　天才赌徒——杨国忠三十九　渡海东去的上人四十　杀机重重客长安四十一　
安禄山造反四十二　阵前处斩两将军四十三　亡命出长安四十四　六军不发，贵妃玉殒四十五　九年
骚乱四十六　失去的头颅四十七　中兴的假象四十八　甘露之变四十九　官逼民反五十　天下全是贼
五十一　冲天大将军五十二　谁说黄巢不丈夫五十三　黄巢称帝五十四　血洗长安五十五　武夫当国
时代五十六　宦官尽灭五十七　享国二百九十年附图：隋末唐初群雄图隋代略图唐代图图唐长安城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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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船只一艘一艘地被火焰吞噬。
根据唐的记录，燃烧的日本船只达四百艘。
“烟焰灼天，海水皆赤。
”虽然史书上只有聊聊几句，实际上，这是一场凄烈无比的水战。
　　鬼室福信派遣至日本的使者是佐平贵智等人。
使者一行带着于游击战时抓到的百余名唐兵为礼物，到达日本，是齐明天皇六年（公元六六○年）十
月的事。
　　乞师求请，并乞王子余丰璋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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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长安的热情”与大唐的气象　　“欢呼之声不绝于耳，其程度远超过征讨突厥凯旋的将军所受
到的欢迎”。
公元645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唐贞观十九年。
正月初七，首都长安城的市民们以胜过迎接凯旋的将军的热情迎接一位“海归”学者———一位偷渡
出国，在异域精研学问近二十年，终于使他国学界为其才华而惊叹，并进而为能够降生如此优秀人才
的国度而心生敬仰的人。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然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以为，这一天是值得记住的，这一天长
安的热情也是应该被记住的。
长安的人们为这位名叫玄奘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标志。
这是大唐，一个青春的时代，一个能够感受学问的魅力，并为其风采所倾倒的时代。
　　　　西方学者兰克（Ronke）有过名言，他说“历史学家除了描写事实‘一如其发生之情境’外
，再无其他目标”。
　　　　但是关于历史西方也有另外一个更加著名的判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的言外
之意，是说在历史描写中不加入历史学家自己的判断是不可能的。
其首要的问题是，历史如此浩渺，叙述历史的第一步首先面临着选择材料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和
事来叙述，这本身体现着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体现历史学家的“思想”。
再进想“，体现其胸怀和精神的境界。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代，大唐帝国比起帝国末期的清史和混乱的三国时有更多认人
兴奋的东西。
至少汉唐盛世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荣光，对于喜爱高谈大国崛起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兴奋剂。
但是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可能并不表现为别的什么东西，而正在于前文所说的那种“长安的热情”
。
作为历史写作，如果有一本书能够传达这种“热情”，传达那种对于智慧的服膺胜于对军功的崇拜的
时代精神，那么其作者的胸襟识见及其对历史的洞察力就让人敬佩了，这样的书也就值得一读了。
我说的这本书就是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的《大唐帝国》。
　　　　《大唐帝国》叙述了隋唐三百年的历史，在汗牛充栋的隋唐史事中选择并重笔描绘“长安的
热情”，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这是非常具有眼光的。
见一叶落而知秋意，见一草绿而知春天气息，从“长安的热情”我们可以领略大唐的气象，也可以因
此领略《大唐帝国》作者胸中的氤氲之气，以及这本书值得期待的理由。
　　　　隋唐三百年的历史，细节自然无法计数，要用有限的笔墨把它说清楚、说生动实非易事。
人们常说历史是恢宏的画卷，那么历史写作也就史画卷，这无疑也需要采用绘画的技巧。
绘画技巧何在？
因为一幅画的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画出整个故事中的一场情景”，因此“画家应当挑选全部‘动
作’里最耐人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钱锺书：《读〈拉奥孔〉》），亦即“包孕最丰富的片刻
”加以表现。
　　　　而《大唐帝国》的选择显然遵循了这样的艺术规律，它反映隋唐三百年兴衰浮沉，主要截取
了一些断面，如隋末的天下大乱，武则天时代复杂的宫廷斗争，安史之乱的起因和经过，中唐时期宦
官的权势及皇帝、朝臣与之的斗争，以及晚唐黄巢起义和朱温如何崛起并取代唐王朝的过程，等等。
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大事在隋唐史中本来是绕不过的话题，所以关键的地方还是在叙
述过程中也要选择“包孕最丰富的片刻”，在历史细节中体现历史的生动和魅力，像“长安的热情”
这样的描写便属于这一类了。
　　　　另外，这本书有一个亮点也是很值得一说的：因为陈舜臣具有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文化背景
，所以不仅对中国历史非常了解，对日本历史也很精通，这一点体现在写作中，就是具有（唐朝时候
的）“世界”眼光，在一些历史活动中，比如隋和唐的几次征高丽战役，唐王朝，朝鲜半岛的百济、
新罗、很了解，就具有了高屋建瓴的通透感，可以把前后经过要言不烦地说通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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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帝国》一书是陈舜臣《小说十八史略》的隋唐部分。
《小说十八史略》原来是在日本的一家周刊上连载的，结集成书后非常受欢迎，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
便超出百万册，以后又一版再版，均十分畅销，有六卷本、十二卷本、十卷本等等，自1977年初版至
今，到底销了多少也很难说清楚了。
　　　　所谓“小说十八史略”，是说这是小说版的《十八史略》。
《十八史略》是宋末元初文天祥的同乡兼朋友曾先之所写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在明代曾经非常流行
，但在清代不受重视，《四库全书》没有收这本书，但在提要中作了简介，不过口气很轻蔑，认为根
本不值一读。
但是这本书在异邦日本却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尊重，在很长的时间内作为中国历史教科书而存在，并引
出了一种“史略”体的阅读传统。
　　　　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是借旧瓶装新酒，用“史略”的形式，重写中国从远古到宋代
的“十八史”。
“史略”的优长，可能正在于从全部历史“动作”择取了那些最精彩、最耐人寻味和想象的“片刻”
。
这对于想了解历史而时间都有限的人来说，正是一种实惠的选择。
 　　（作者：洪振快 来源：新京报）　　　　踏实敛蓄的中国典型学者　　文／陈静芬　　　　台
籍华裔?书香世家　　陈舜臣祖籍台湾省，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
父亲是位贸易商，家中有十个兄弟姊妹，陈舜臣排行老二，是所有兄弟姊妹中话最少、个性最平和的
一个。
虽然就读于一般日本小学，然因祖父从小便教他们兄弟诵读《三字经》等中文启蒙书，加上家中订有
《上海申报》等中文报刊，这些都为陈舜臣打下良好的汉文基础。
祖父儒雅的读书人风范，在陈舜臣心中种下对知识的向往，而祖父丰富的藏书，更是他童年的最佳良
伴。
在识字之前，他常爱从书架上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章回小说，贪看其中的插图，并将插图
想象成一个连续的故事，这种自由自在的想象，便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脑力训练。
由于幼年的耳濡目染，奠定了陈舜臣终生对书的特殊感情。
　　　　与书共舞的人生　　　　在家人的记忆里，提起陈舜臣，最快速联想到的是书、书房、墨水
及他特别缄默的个性。
陈舜臣的儿子陈由果在一篇谈到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小时在父亲的书房，有一张婴儿床，每天晚上
我都在父亲的摇篮曲或演歌的歌声中进入梦乡，在朦胧中随即听到笔快速书写的声音，并闻到墨水的
香味，因此蓝色墨水的香味，是我对父亲最美的记忆。
」陈舜臣的兄弟姊妹们，回想到有关他最深刻的儿时记忆，是他把脚放在火炉上一面看书的一幕。
当他的作品首度得奖上台演说时，全家人聚在电视机前，想看看平日寡言的他如何演说，当他在电视
上出现并精采的说话时，大伙儿都兴奋不已，尤其是陈舜臣的母亲笑道：「看，他还会说话嘛!」可见
他平日在家是何等的缄默。
当他成名后，也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成就，或说起自己写作的辛苦，就如他的好友司马辽太郎所提
，他最特别的地方即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如此内敛含蓄，该是他最令人尊敬的地方吧!　
　杰作晚成?一鸣惊人 陈舜臣从小即奠定了对书的特殊感情及良好的文字基础，大学时就读大阪外语
大学印度语系，兼修波斯语法，加上大学必修的英文课，他总共接触了五种语文，不同语言的训练，
帮助他从多重角度去思索事物，且吸收比别人更多样的知识。
他大学毕业后，并未立即从事写作工作，主要是帮助家业，也曾回台湾新庄中学教英文。
但他爱书读书，又因自身的汉人血统，使得他对中国有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所以研读中国的历史与文
学从不间断。
　　33岁(1957年)儿子由果出生约两个星期时，因得病请人照顾，医生特别交代随时要有人看护他，
并定时帮他吸鼻子，当时陈舜臣一面照顾孩子一面看书，觉得书的内容相当无聊，心想自己来写或许
还精采好看些。
四年后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枯草之根》，并得到第七届「江户川乱步赏」，真可谓杰作晚成一鸣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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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都是儿子带给他的灵感与福气吧!　　　　身为台湾人的归属　　　　陈舜臣的夫人苏锦墩也是
台籍华裔，在二次大战逃难时认识，育有一子由果、一女立人，从陈舜臣照顾子女的情况，可知道他
是个慈祥的好父亲，现在子女均已成家立业，真可说是家庭美满令人羡慕。
当时陈舜臣开始写作时，其妻即负责整理稿件及张罗内外事务，至今亦如是。
陈舜臣出国旅行或拍摄影片，陈太太一定随行，帮忙打理一切食衣住行，并随时帮他带着要看的书，
真可谓伉俪情深。
　　妻子的成长背景与陈舜臣相同，因此陈舜臣整个创作过程及跨入日本文坛的成功，她是最重要的
幕后功臣。
正如陈舜臣写给台湾读者的信中所言：「身为台湾人，我很清楚自己的归属场所。
」这份乡愁，化为积极的行动，写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宣扬中国文化，未来「也许有一天会试着
着手写台湾的历史」(「海的三部曲」自序)⋯⋯。
该是这份执着，支撑陈舜臣夫妇，使陈舜臣在平凡中创造令人尊崇的不平凡。
　　「小说家的工作，就是描述人生的真实面，因此，往往能从各种角度来凝视各式各样的人生。
每个人的气质和体质不同。
我提供给读者的，也一定是呈现我的精神的作品。
」正如陈舜臣所言，您将可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踏实敛蓄中国典型学者，不凡的精神呈现。
　　　　　　走在推理与历史的道路上──陈舜臣的小说创作　　文／傅月庵　　　　曾经被问过，
哪种类型小说最难写？
我不假思索便回答：「历史小说！
」其困难之所在，或可由历史与小说的本质谈起。
即使到了后现代的今日，学院围墙内早已不相信有所谓历史真实（Reality）的存在，然而就一般人的
认知，「历史等于真实，不容捏造，更不容扭曲」的观念，却依然坚定难移。
至于小说的本质，从英文字义来看，Novel是「新奇的、异常的」；Fiction则干脆坦承是「虚构编造」
的了。
由此看来，两者本质可说南辕北辙，矛盾重重。
如今却想要将调和鼎鼐于一身，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此一先天相悖的本质，大体来说，好的历史小说家除了文笔流畅之外，还必须具备几项条件
：第一、他要博学多识，且有过人的阅读能力，以便消化庞大的文献资料；其次、他要具备考证推理
的天赋，以便甄别数据的真伪妥适；最后则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与组织力，以便添补数据与数据之间
的空隙，将已消逝的历史舞台、人物，有血有肉重现于世人眼前。
日本文坛以历史小说创作安身立命者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具备上述条件的却为数有限。
巨擘司马辽太郎天纵英才，自不在话下。
他的知交好友，也是著名的华裔小说家陈舜臣或许也可列名其中。
　　陈舜臣祖籍台北新庄。
祖父渡海到日本神户经商，所以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第二代台湾人。
陈舜臣成名不算早，尽管毕业自大阪外国语学校，同时能通中、英、日、印、波五国语文。
战后大半时间，却都在家从商。
1957年时开始写小说，一写写了四年，始终乏人问津。
直到1961年三七岁时，以《枯草之根》获得「江户川乱步赏」之后，才开始以「本格派推理小说家」
身分崭露头角。
1969年，已经写了十多年推理小说的他，再以《青玉狮子香炉》获得代表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的「
直木赏」，从此站稳文学脚步，一帆风顺。
此后30多年间先后获得过「每日出版文化赏」、「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读卖文学赏」、「吉川
英治文学赏」、「大佛次郎赏」、「朝日赏」、「井上靖文化赏」⋯⋯等，大概除了「菊池宽赏」之
外，日本重要的大众文学奖都被他得光了，无怪乎有人要称呼他为「日本最会得奖的作家」。
　　陈舜臣的文学生涯可以1969年的「直木赏」为一个分界线。
在此之前的主要作品都是推理小说，此后则渐渐转向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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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或许有着身世底层的原因。
1994年他在其《小说甲午战争》中文本的出版座谈会上便曾明白感叹：「我原该是台湾人，因甲午战
争而成为日本人。
大约二十岁时，又变回中国人。
实在想探究如此玩弄我的命运的究竟是什么？
」这种特殊历史命运转换所引发的漂泊感觉，让他的文学创作隐藏着就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的主题，
某位日本评论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过：「陈舜臣的推理人物往往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世，这就是他大部
分作品的主题。
」经此提醒，他也发现坦承「我确实常以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寻访安身立命的归属场所，以作为故
事发展的轴线。
」　　这种对于历史命运的好奇心加上推理小说的创作经验，在在使得陈舜臣的历史小说，无论在选
题或创作手法上都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
一来他的小说取材几无例外的都是以中国历史为主题，而且很大一部份是在探讨1842年之后的中国近
代史，写作过程中也格外严谨，只要能收集到手的文献资料，几乎无所不读。
以成名作《鸦片战争》为例，从动手到完成，便足足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这种选题趋向跟审慎的态度，或许跟他潜意识里探索身世由来的冲动有很大的关系。
　　再者，就写作技巧而言，他的历史小说显然深受推理创作经验的影响，他甚至曾经说过：「历史
小说，广义的说，也是一种推理小说」这样大胆的话。
这样的认知透过实践，表现在小说上的便是特重情节铺陈、场景转移，甚至不惜创造虚构人物，藉由
虚实跌宕，营造出小说悬疑张力。
这跟司马辽太郎以史论见长，以复原历史现场为目标的写作风格大异其趣，各擅胜场。
这样的虚构转换虽然加深小说的可读性，但有人也不免怀疑历史的真实是否因此流逝？
关于这一点，陈氏亦自有其一套看法：「身为一个常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家，在史料调查方面，我建
立了一个原则。
那就是，谨记史料往往是胜利者的纪录。
胜利者常会将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抹除或重新修改。
」──既然史料都未必真实，那么小说家自然应该拥有更多的斟酌想象空间！
　　「青春过隙无人觉，朱服点头名渐驰。
把侬千劫襟怀事，深铸心中无字碑。
」这是1983年陈舜臣六十岁生日前一年所写、题为〈回顾〉的七言绝句。
诗中回顾创作生涯，决心将这一文学志业铸就内心的一块碑石。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块碑石无铭更无字，到底深铸其中的会是什么呢？
推理？
历史？
日本？
中国？
还是台湾？
有人说，写作只是为了取得一种生命的均衡，这样的一句话，对于陈舜臣而言，应当是更加深刻难灭
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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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先生郑重推荐　　日本狂销两百万套，被喻为“中国权力游戏的人性白皮书”
　　热播电视剧《贞观之治》、央视岁末压轴大戏《贞观长歌》、《大唐歌飞》等多部唐朝大戏的原
初故事底本。
2007年成为“观唐年”已是定局，并且将成为社会话题。
　　学术历史中正、严肃，但对一般读者未免艰涩、枯燥；演义小说热闹、传奇，但又戏说过度扰乱
了历史真实，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陈舜臣的历史作品。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
往事一片空白，遂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族群。
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
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
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
龙活虎！
——柏杨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就算是像大唐这样的灿烂、华美的帝国背后，也无时不刻、无
处不在地隐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权力、金钱、荣誉、美色永远是罪魁祸首，也永远是战利品。
　　《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脱胎于至今未被中国人重视的宋人曾先之的史学巨著——《十
八史略》，著名华裔通俗历史学家陈舜臣先生集数十年之笔力完成。
　　本书从散落于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料还原历史细节，以学者的修养，辅以通俗的笔法对读者熟知的
李唐王朝人物进行重新解读。
对诸如以美色设计逼迫李渊晋阳起事，玄武门事变的复杂内幕，李世民因纳隋炀帝之女为妾而贻害后
朝，皇太子的同性恋问题，武则天专政的历史逻辑、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始末等看似平常的历史事
件，因为都处在历史的关键环节中，所以左右了李唐王朝起伏迭荡，作者令人称奇的心得和研判，可
以说是扣住了历史的脉门。
　　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深入历史核心，直透人性深处，透视帝王的权力法则，可谓“中国权力游
戏的白皮书”。
二、析理出千古不变的历史本质── 互动消长的人性欲望，以切中事要的读史快感，引领读者从人际
学的切面判读中国历史，更深刻地掌握历史事件背后的人性风貌，直扣千百年来中国权力游戏的核心
关键。
三、从历史细节着眼，贴近日常生活，对于不同层面的读者而言，既有角逐权力高峰的权术谋略，也
有立身处世的生存智慧。
总之，陈舜臣笔下的历史让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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