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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
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
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
。
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
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
有创见。
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
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
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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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城位于旧长安的东方和南方。
夯实的外围土城呈长方形，按罗盘方位布局但面南，东西长5.92英里，南北宽5.27英里。
城内按职能分成四区，皇城位于中央，背靠北城墙，内为皇帝的居住地、太极殿、宫廷、几个小议政
殿和宫内侍从的居所。
皇城南面隔着宽阔的斜坡是另一围有城墙的区域，那是行政城，政府各官署就分布在其内的街道上。
行政城为一项创新，因为以前的国都与近现代的巴黎和伦敦相似，政府的建筑分散在城的其他区域。
在这两个建筑群和外城城墙之间，排列了108个有长方形围墙的建筑群（这一数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即9天之数乘以12时辰之数）；其中106个为供居住的坊，排列在11条南北向和14条东西向的大道上
。
各坊坊内有两条街，交叉呈十字形，坊四面的中央各有一城门。
另外两个有围墙的建筑群为市场，一在西城，一在东城。
它们是有官监督的城市商业中心。
　　城的主轴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街，它从正北有五个门洞的主门通往行政城的中南门。
如果一个官员取得了能够通行的官品，他就能穿过行政城直达皇城巨大的南门广阳门。
隋文帝就是在此门楼上俯观战败的陈朝显贵的。
京城和皇宫都以隋文帝在称帝前所受的封地命名，因此称大兴城和大兴殿（作为隋朝的都城，大兴之
称富有吉祥之意，它可能使人想到“大兴”早已消失的汉朝光荣的业绩）。
　　当村落被清除，城墙拔地而起，城市的外形刚刚构成时，文帝就迁入（皇宫首先完工）。
此时正值583年阴历三月。
在有些人的眼中，此城的宏伟轮廓对一个掌权未满三年的君主来说，未免有些铺张。
杨坚也知道它的内部空荡荡，缺人居住，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吸引人们前来定居。
他命令诸王子和皇亲国戚在城的西南部建造他们的王府，以推动其他人也来营建。
他向捐助和建造佛寺的任何人都赏以御制牌匾。
有一史料记载，某人拆除其旧长安城中的房屋，以木料建造新城的寺庙。
文帝亲自把最佳的位置留给京师佛道寺观：在南北大道的东面，大兴善寺占了整整一个坊。
穿过大道，在较不繁华的西面则为道教的玄都观。
到了文帝执政的末年，他眺望其国都，可以看到100多座佛道寺观。
随着陈之灭亡以及它的精英从其国都迁到大兴城，那里的居民无疑增加了。
但在文帝末年，甚至可以说到隋亡之时，城的大部分地区仍无人居住，也未竣工。
近代发掘的遗址经确定是隋都外城的一段，发掘者发现城的建筑有赶时间的迹象。
直到伟大的唐帝国继承隋朝，并改进了京城与广袤而相对稳定的帝国各地的交通，此城才得到充分的
发展。
　　隋朝初期如此规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创建者及其顾问的信念，即他们相信他们的王朝会比以
前的政体具有更大的影响，更能长治久安。
至少关于前一点，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唐朝继承他们以此城为都，并在此地统治中国和整个
东亚几乎达300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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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
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
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
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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