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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故事》的内容从远古开始一直讲到民国时期，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讲到
了。
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反映了
各时代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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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关中和陇西地区已经稳定，但要想统一全国，还必须打出潼关（今陕西境内）去，平定各地
的割据势力。
当时的形势是：窦建德在河北建立了夏国；辅公柘、杜伏威占领了江淮；王世充击溃了瓦岗军，于武
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在东都（洛阳）自称郑国皇帝；还有对关中威胁最大的刘武周等多处武装割
据势力。
刘武周占据了雁门等几个郡，依附突厥，自称皇帝，猖撅一时。
武德二年，刘武周率军南下，接连取得了几次胜利。
留守晋阳的李元吉，见刘武周来势凶猛．吓得不敢抵抗，只身匹马逃回了京城长安，白白把太原城送
给了刘武周。
刘武周长驱直入，占领了晋阳后，继续向汾水下游进攻，严重威胁关中的安全，声势也越来越大。
唐高祖李渊和李元吉吓破了胆，主张“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
要放弃黄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做一个关中王就算了。
李世民坚决反对这种苟安思想，据理力争：“晋阳是个军事要地，是我唐朝立国的根基，怎么能就这
样放弃掉呢？
而且，河东之地物产丰饶，是我们的财源和生存之本；失去了河东，关中也难以保全，必须坚决反击
刘武周！
”然后，他积极请战：“父皇，让我率三万精兵，前去收复这些失地吧！
”这年十一月，李世民领兵到达龙门（今陕西韩城），乘河水封冻之际，迅速渡过了黄河。
刘武周不甘示弱，调大将宋金刚率兵反击，双方于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一带僵持不下。
李世民坚壁不战，只命令后勤人员加紧运粮，却叫主力部队休整；同时，另派小股游击队骚扰敌人，
敌出即退，敌退便追，扰得宋金刚不得安宁，只好被迫后撤。
李世民乘机前进，在美良川一战大获全胜，俘虏了刘武周部下的大将尉迟恭。
此后，李世民率领大军继续避实就虚，养精蓄锐，等待有利战机。
到了第二年（公元620年）四月，这时李世民出兵已快半年了，兵士们都十分辛苦。
李世民认为必须赶快解决战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于是他一面调兵遣将，布置兵力；一面鼓励战士们振奋精神，奋力杀敌。
这时，正好刘武周进攻潞州失败，军威大挫；同时粮道又被切断，被迫撤退。
李世民抓住机会，穷追猛打，一天一夜追了二百多里，终于追上了宋金刚。
宋领兵且战且退，一天之内交锋八次，都被唐军打败；七零八落的败军，一个个心惊肉跳，士无斗志
，只好缴械投降，宋金刚落荒而逃。
刘武周见大势已去，就逃往突厥，突厥可汗不想得罪唐朝，就把刘武周杀了。
五月，李世民收复了晋阳，稳定了河东的局势，丢失的大片土地，又回到了唐朝手中。
打败了刘武周以后，西北的几股割据势力都已铲平，关中两面的威胁均已解除，唐朝有了稳定的后方
。
那么，进攻的锋芒就必然地指向了中原。
此时，王世充占据了东都洛阳，成为河南最大的割据势力。
王世充本是隋朝的大臣，原与隋炀帝的孙子杨侗一起镇守洛阳。
隋炀帝死后，王世充先立杨侗为帝。
后来，他打败了瓦岗军，便废了杨侗，自立为帝，取国号为郑。
七月，李世民领兵出关。
王世充是必须首先解决的第一个劲敌。
对王世充的作战方针主要分两个步骤：首先，是扫清外围据点，切断其补给线；其次，才是包围洛阳
，全歼守敌。
王世充见唐兵到来，非常紧张。
一方面，选派亲信防守要地；另一方面，颁布禁令：一人失踪，杀其全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故事>>

年末，洛阳周围的汴州（今河南开封）、荥州（今河南汜水）、隋州（今湖北随县）、许州（今河南
许昌）、毫州（今安徽亳州）、阳城（今河南登封）等地，全部被唐军占领。
王世充的补给线，已被切断。
于是，李世民下令发起总攻。
唐军反复冲杀，日夜不停地攻城。
但王世充依仗着城坚墙固，躲在城里严守不出，还不断地用石炮、弩箭还击。
唐军伤亡甚大。
一直打到第二年春天，仍不能攻下洛阳。
于是有人动摇了，建议李世民暂停攻城，回长安休息一段时间再打。
李世民坚决不同意。
说：“我领大军前来，是为了一劳永逸。
现在中原各地已望风臣服，纷纷投降，只剩东都一座孤城。
目前这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攻下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怎么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呢？
如果让王世充缓过气来，以后就更难打了。
”为了坚定军心，他下令：“东都一日不破，我一日不还，今后敢有说班师者，一律斩首！
”从此再没有人敢说撤兵了。
其实，城里的王世充早就慌了手脚，为了摆脱被困挨打局面，他派人悄悄地赶往河北，向窦建德求救
。
窦建德也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河北义军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但随着唐朝的兴起，他反隋的斗志逐渐泯灭，反而声称要为隋朝报仇。
王世充称帝后，窦建德也自称皇帝，取国号为夏，向南攻占了唐军的不少土地。
在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后，窦建德立即发兵去救援。
他一方面是为了保全自己，向西扩充地盘；另一方面是想先与王世充联合打败唐军，然后再寻机消灭
王世充，最后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
窦建德一面发兵三十万，一面派人送信给李世民，要他立即退回关中。
这封信对唐军影响很大（但也给了李世民以充分准备的时间），唐军将领们议论纷纷，主战主退的都
有。
最后李世民接受了部将薛收的看法：王世充部下皆江淮精锐，勇敢善战，只因缺乏粮饷，所以固守孤
城，坐以待毙。
一旦窦建德运粮相济，两贼联合，贼势更强，战争将旷日持久，前途难以设想。
不如兵分两路，一部分深沟高垒，围而不打；另一部分精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就能够打败窦建
德。
窦建德一败，王世充必然投降。
李世民调整部署，让弟弟李元吉留下围城。
自己则亲率三千五百精兵及徐世劫、秦叔宝、尉迟恭等，去迎击窦建德。
李世民领兵来到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当头拦住窦建德大军。
窦军连续几天猛攻都无功而返，李世民只是坚守，并不出战，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
李世民一边守关，一边派轻骑抄小路断了窦军的粮道。
窦建德的军心开始骚乱起来，很多将士都想掉头回去。
有个谋士劝窦建德改道去攻上党（今山西长治县），然后进军关中，迫使唐兵回救长安，洛阳之围就
可不战而解。
窦建德的妻子也认为是条好计谋，应该采纳。
可窦建德就是不听，还把他的妻子臭骂了一通。
他自高自大，认为自己兵多势大，不愁打不垮只有三千多人的李世民。
终于，窦建德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全军出动，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势，列阵二十余里，一边擂鼓呐喊，一边向虎牢关冲来。
李世民沉着地观察一番后，对将领们说：“窦建德仗着兵多，骄傲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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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兵不动，等他们疲劳松懈时，再突然杀出城去，定能杀得他们措手不及，溃散而逃。
”窦建德领兵在虎牢关下摆开阵势，等待唐军出关交战。
可是整整等了一上午，也没一点动静。
兵士们又累又饿，许多人都懒散地坐在地上，打起了瞌睡。
李世民见时机已到，指挥大军突然杀出关来，直冲夏军大营。
窦建德哪里料到李世民这一着，仓促之间慌忙应战。
李世民乘着敌人慌乱之际，带领一支人马猛插到窦军阵后，举起了唐军大旗。
窦军兵士以为大营已失，更慌了手脚，没有心思再战，顿时溃不成军。
在一片混乱之中，窦建德自己也受伤做了俘虏。
打败了窦建德，李世民又回兵东都洛阳，王世充看看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门乖乖地投降了。
李世民这一仗，一举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两股最大的武装割据势力，使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成了
唐朝的土地，为统一大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与此同时，已经归降唐朝的杜伏威，平定了长江下游；大将李靖也率军包围了江陵，迫使萧铣出城投
降。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江西、岭南一带也全部归了唐朝。
唐朝杀了窦建德，又要征集他的部将到长安；几位部将一商量：“我等到长安，必无保全之理。
”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刘黑闼为首领，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从漳南（今山东恩县西北）发动
第二次起义。
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功夫，刘黑闼就连续打败了河北的唐军，完全收复了窦建德故地，建号称汉
东王。
李渊只好又派李世民前去进剿。
第二年三月，两军在漳水边对阵，从午间杀到黄昏，不分胜负。
不料李世民预先派人在上游将河水堵住，一看不能取胜，就下令放水，刘黑闼军猝不及防，大败而去
。
武德六年正月，刘黑闼战败被俘，英勇就义。
到公元628年，占据江淮的辅公柘、依赖突厥占据朔方的粱师都等割据势力也都被唐军消灭了。
至此，李渊父子打败了所有的武装割据势力，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统一了全国，一个新的王
朝又开始了。
在唐朝整个建国过程中，李世民领兵从太原打到长安，又从长安打到陇东，再从陇东打回关内，打向
全国。
继平定西秦之后，他又领兵消灭了刘武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镇压了窦建德、刘黑闼等农民起义军
。
他是唐朝统一战争中的主要军事统帅，为唐朝立下的战功数不胜数。
他的军政谋略和统兵才干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战争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
隋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群雄并起的纷战局面，这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和极好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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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记录了我们祖先漫长而曲折的奋斗历程，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
，记录了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记录了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
，其中蕴藏的成败之道、历史规律，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仍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通史故事（唐-元）》梳理中国唐代至元代的历史知识，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历史，使读者在阅读
故事的同时了解历史，学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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