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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
　　这大概源于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之说，后世人因此说，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
话说来容易，可历史为什么是现实生活的镜子啊？
没有几个人能够解答出充分的理由来。
唯物主义看历史，历史就变成了物质基础的发展史，亦即农民英雄造反运动史；唯心主义看历史，历
史无非是精神思想的演绎史，亦即帝王将相精英史；各派人物看历史，都从他们个人的主观视角、社
会立场来领会，所以大家都喜欢引用胡适的一句话：“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　　历史是过去的岁月。
而岁月由时间推动而流逝，历史无非是一个时间推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事件相互关联和运
动，因而造就了各种事件的交集。
这些交集构成了故事，历史也就由故事而构成。
　　西方的圣人说：“世无新事”；东方的圣人也说：“人世轮回”。
说的都是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历史的重复演绎；但东西方的圣人和哲人又同时说，“诸
行无常”、“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亦即世界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世事如棋局局新”。
这样普通老百姓就傻眼了，我们的现实相比历史，究竟是在重复过去还是在不断推陈出新？
　　有人作结论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矛盾，历史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无处不在嘛！
意味着新和旧两种因素和表现是一种并立的存在，对立统一规律决定历史的进程，因而历史总是在对
立和统一的进程中循环发展，因而我们的生活是既旧又新，这就是所谓的辩证历史观。
　　难道这就是说，历史既是镜子，又不是镜子？
　　其实，这里有一个视角的问题。
用矛盾的眼光来看历史，历史当然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也就是说，历史是相互矛盾的存在；而用统一
的眼光看历史，历史又表现出一个发展方向，也就是争论不休的唯物或者唯心的发展方向，延伸的意
义是历史发展是由社会底层的物质推动（比如农民运动）还是由社会上层的精神推动（比如济世良治
），二者必居其一；虽然有对立统一规律，但究竟是对立好还是统一好，人们依然莫衷一是。
自古以来的历史学家们都是我行我素，唯物主义执着于唯物观，唯心主义死守唯心观，互不买帐，各
执一词，这种相互的抱残守缺在和谐社会里倒还会相安无事，但到了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历史因为
和现实的映射关系，攸关各方的胜负和利益，历史问题的争论就必须来个PK到底，你死我活。
　　其实，从上述唯物或唯心历史观描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
假如我们把对立统一的整个过程当作一个单位波段，那历史就是由一个对立统一过程连着另外一个对
立统一过程，对立和统一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也就是说，历史不能看作对立的矛盾和统一于唯物或唯心的“唯一”主义来决定，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的“唯一”，都不过是整体运动中的两个片段，真正的历史是对立和统一两个片段所组成的对立统一
的完整单位，即历史故事都是广泛联系着的条件关联，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上层都处于一个波段单位
的整体中间，相互联结和影响着。
把历史发展归结于整体中的某一个局部不过是在割裂历史。
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史观无非都是在对历史断章取义。
真正的历史观应该是唯物和唯心的合一观，矛盾的对立和统一都不过是对称运动的片段表现。
这个世界的所有事件都是因果关联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对立统一的，而是对称合一的！
　　用对称合一规律来看历史，就会既简单又明白。
历史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对称合一运动，农民基础和统治上层是一个对称的存在，他们以合作又分立
的形式而相互依存，二者不过是对称体框架内的相互关联运动，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历史观都不过
是世界观的一个极端表现，其实就是两个执着于“唯一”的盲人在摸象，愚死在中国老祖宗那个“盲
人摸象”寓言的主角意识中不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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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回到上面的问题，那历史和现实的故事究竟是每日新还是依然旧？
用局部的眼光即矛盾的眼光来看，万事万物总是在矛盾中破缺，世界上新的事物当然就层出不穷；但
从对称合一的总体观来看，万事万物都不脱离不了因果关系的整体对称运动，对称的本质是重复，所
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新生事物，都最终摆脱不了向对称回归。
所以，说世事是新的，描绘的是局部的现象；说世事是旧的，抒发的是历史的映照，是万事万物依存
着对称规律而螺旋上升，是重复循环中的发展。
宇宙的法则如此，人类历史同样如此。
人间的一切社会关联，都必然遵守着这一规律；而各个不同的人生故事，又总是燃放着生生不息的绚
丽火花。
　　历史是过去人类世界事件的集合，而人类事件是在时间加空间的多维舞台上演绎的。
也就是说，每个故事都应该有多维的视角才能够看得更完整。
志东先生的大唐故事，表达的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多维关注，有一个打破唯物史观或者唯心史观的多
维视角。
历史事件因果关联，诸种要素纷繁复杂，我们发展出多视角的历史观，才能够更真切地描述曾经的故
事。
虽为野史，亦有补益。
　　陈天威 是为序，时二千零九年十二月三日。
　　（作者系对称论哲学理论创立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拨云见日>>

内容概要

唐太宗“天可汗”称号盛名难负，玄武门事变的道德死结，武则天的政治才干从哪里来⋯⋯历史是过
去故事的集合，故事是时间加空间的演绎，多维视角关注历史，真切还原历史的真相，拨云见日带你
重返盛世大唐。
唐朝那些人，唐朝那些事，尽在本书中，还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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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作品在天涯社区、博客网等网站被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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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朝在中亚的信用危机　　西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地理概念。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即今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而广义的西域
则泛指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和印度半岛。
狭义的西域在汉朝时期就曾纳入中国版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只是由于后来中原战乱无暇顾及
。
因此，唐朝强盛后重新向西域扩张，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唐朝建国初期，狭义的西域属于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如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国，都
附属于强大的西突厥。
虽然这些小国也同时向唐朝称臣入贡，但那不过是小国的生存策略，实际上他们更亲近西突厥。
唐朝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开始，陆续灭掉了这几个小国。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朝又灭亡西突厥。
至此，狭义西域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唐朝手中。
唐朝在这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作为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
随着唐朝的向西推进，原先附属于西突厥的诸多中亚小国，也纷纷归附唐朝。
唐朝于是在中亚诸国设置羁縻府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中亚纳入羁縻统治范围。
　　唐朝夺取狭义西域后，在青藏高原上逐渐壮大起来的吐蕃也企图抢夺西域，双方多次交战。
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甚至被迫放弃了安西四镇。
直到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才将失地夺回。
此外，原本遥远的阿拉伯帝国大食也加紧向东扩张，与唐朝争夺中亚的控制权。
由于唐朝忙于对付吐蕃，先前附唐的中亚诸国大多落入了大食之手。
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扶持附唐的突骑施，在中亚建立起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
突骑施多次给予大食人以沉重打击，使叛附大食的康、石等国复归于唐。
　　唐玄宗天宝初年，吐蕃为拉拢葱岭上的附唐小国小勃律，把公主嫁给小勃律国王为妻。
小勃律国遂投靠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二十余国。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任命大将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一万步骑征讨小勃律。
唐军经过百余日的长途跋涉，首先攻下了吐蕃的连云堡，斩敌五千人，活捉千余人。
然后唐军主力翻越冰川，大破小勃律，活捉了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
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唐军声威大震，“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附唐小国吐火罗上表唐廷，称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师国
投靠吐蕃，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所以吐火罗欲发兵攻击师国，请求唐朝出兵助战。
此时已升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的高仙芝再次奉命出征。
第二年，唐军击破师国，俘虏其国王。
两次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
　　唐朝的西域扩张战略，虽然艰难，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不过，这种局面却没能长期维持，原因在于唐朝后来在中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起因是高仙芝灭掉了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石国。
石国本来与唐朝关系友好，对唐朝一直朝贡不断。
石国国王曾被唐玄宗册封为怀化王，并赐予优待和免罪的证明——铁券。
但是，自从突骑施因内乱衰落，唐朝在中亚的防御体系彻底崩溃之后，大食重新恢复了在中亚的统治
地位，石国不得不臣服于大食。
高仙芝为了打破大食的统治，发动了对石国的战争，俘虏了石国国王，并大肆抢杀，甚至连老弱病残
也不放过。
高仙芝从石国回军的途中，又攻打同情石国的突骑施，俘虏其可汗。
石国国王、突骑施可汗押送长安后均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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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国和突骑施都是当时西域各国中与唐朝关系最亲密的国家，竟被如此对待，直接导致了唐朝在
西域的名誉扫地。
石国王子出逃后将高仙芝的暴行遍告西域诸胡，向各国求救。
诸胡部落愤愤不平，暗中联合早已蠢蠢欲动的大食，准备攻打唐朝安西四镇。
高仙芝闻讯后，决定先发制人。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四月，高仙芝率安西都护府两万唐军，加上附唐的拔汗那国和葛逻禄部盟军一万
人，翻过葱岭，远征大食。
经过三个月的跋涉，到达了大食控制下的怛逻斯。
大食调集本国和属国至少十五万大军迎战。
双方在怛逻斯展开决战。
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形势突变。
唐军中的葛逻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前后夹击唐军。
高仙芝大败，差不多是全军覆没，最后仅率数千人逃回。
　　对于葛逻禄部众叛变的原因，许多人认为是经历五天战斗后，唐军已经显露败相，所以叛变。
这个解释似乎非常牵强。
眼看唐军战败，葛逻禄部众放下武器向大食投降，可能还说得过去，怎么会与大食前后夹击唐军呢？
所以，这背后一定有大食方面策反葛逻禄部众的内幕，只是没有留下证据而已。
怛逻斯之战，唐军在西域诸胡眼里绝对是非正义之师，葛逻禄部众不可能没有是非观。
大食策反葛逻禄部众，无疑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怛逻斯战后，阿拉伯帝国完全控制了中亚，唐朝在中亚的羁縻统治随之结束。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边境主力被调回中原平乱，吐蕃趁机大举东征，唐朝西
域之地尽失。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唐朝一百多年来在西域的辉煌战果于是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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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是一本读不完、写不尽的大书，怎样读、如何写也是见仁见智。
谢志东先生主攻唐代史，擅从细微处取材，更兼勾连得法，行文生动，一篇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在
当前的历史阅读热潮中，别具一格。
　　　　——北京青年报历史纵横版编辑　尚思伽　　一曲贞观歌，一幅开元锦，一缕唐诗魂，狼烟
走，牧笛来，这是众人眼里的大唐，但谢志东先生的《拔云见日——你所不知道的唐朝与唐人》从细
微处入笔，轻轻撩开了盛世华章的边边角角，那些遗留下来的人与物便寒牢生动了起来。
　　　　——百家讲坛红版编辑　赵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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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是过去人类世界事件的集合，而人类事件是在时间加空间的多维舞台上演绎的。
也就是说，每个故事都应该有多维的视角才能够看得更完整。
志东先生的大唐故事，以通俗笔法、从不同角度来评说唐朝历史，顺便借古论今。
表达的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多维关注，有一个打破唯物史观或者唯心史观的多维视角。
历史事件因果关联，诸种要素纷繁复杂，我们发展出多视角的历史观，才能够更真切地描述曾经的故
事。
虽为野史，亦有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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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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