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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能像隋唐一样，让无数华夏子孙为之倾倒向往，让时至今日的我们依然想梦回唐朝
。
隋唐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开疆拓土，在这方面，它比不上蒙元帝国；也不在于它的科技文化，在此
领域，它稍逊于北南两宋。
它吸引人的是一种多元的包容与自信，一种豪放的胸怀与坦荡，一种放任四海而万邦来朝的优越与尊
贵。
当历史的脚步缓慢进入公元6世纪晚期，此时的中国大地上。
仍然是一片破落景象，长达数百年的内乱虽已经是强弩之末，却依然笼罩在各族人民的头上。
这种持续的长期的战乱，似乎就像中国传统历史的间歇性疾病一般，总会在一段祥和安定的时段后出
现，以其狰狞的面孔蹂躏着中华民族的肌体与血脉。
在这一点上，罗贯中的话语无意间成为历史的禅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从有朝代记录开始，就一直演绎着这一普遍的真理，统一与分裂成为中国历史最常见的形态和
带有周期性的循环。
在这里，让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去探讨一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离离合合的悲
喜剧，去探寻一下在这些悲喜剧背后所隐藏的成因和规律，由此加深对我们所关注的这段历史的认识
与感悟。
如果从远古算起，最早的离合时代应该是黄帝时代，黄帝与蚩尤的征战是为离，而黄帝与炎帝的依附
是为合，从数字上看，在黄帝时传说有百里之国万区，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尚有执玉帛者万国，但
至商朝便锐减至3000国，周朝更减到1800国，到春秋时代竟只有一百几十国了。
而从有可靠文字可查的夏朝开始，这种离合趋势(分裂与统一)愈加明显。
夏商西周时期，加起来约1357年，以上3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
这种形式不同于以后的封建王朝体系，如果给他加上一个名字，暂且可以称之为共主联邦制，因为这
时候它名义下各诸侯国的军政主权比较独立，只是名分上的共主。
开创这一时代的夏朝国君。
就是著名的大禹的儿子启，这个朝代共有16王，历经大约500年。
随后商汤取而代之．商有31王，持续了大约600年左右，然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封神演义》里的武
王伐纣了。
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其中西周共13王，历经257年，而结束这大一统美好时代的，则是首倡“愚人节
”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搞得诸侯们个个以为“狼来了”，其结果就是都城被狼的兄弟——犬
戎攻破，西周灭亡。
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延续了600年左右，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创立新型统一国
家的过渡时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时段，从数量上讲，是多国变少国；从质量上说，是小国成大国。
在春秋300余年中，大鱼吃小鱼的故事屡见于记载。
如齐灭掉10国。
鲁灭掉9国，宋灭掉7国；最厉害的是楚晋秦，其中，楚国灭43国，晋国灭34国．秦国灭23国；就连小
国郑卫也各灭3国，由此出现了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
结束这一时期的是在公元前771年以为周王养马的身份被分封到西北边陲(现陕西省西南部)的“秦国
”(子爵侯国)，这个被其他侯国普遍鄙视的蛮夷之国在经历了500多年的发展后，秦王赢政只用了短短
的17年的时间，就结束了长期的四分五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
秦汉两朝则持续了约441年的统一帝国。
其中有过短期的内乱与战争。
秦朝二世而亡，仅仅生存了15年。
楚汉相争用了5年时间，最后刘邦建立了西汉，延续了215年，到公元8年，汉王朝被外戚王莽篡夺，也
生存了15年；后又被汉光武帝刘秀夺回来，建立了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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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100多年，到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州郡长官起兵讨伐董卓，中原大地又一次步入分
裂。
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约376年，典型的分裂时期。
这一时期经历了三国鼎立，魏灭蜀，晋篡魏，晋灭吴，大约60年左右。
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又进入短暂统一的局面，西晋名义上算是统一了52年，但其中后15年
还是内乱阶段。
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彻底进入全面分裂的局面，经过东晋的偏安和十六国的纷扰以及南北朝的对立，
这种大分裂一直延续了近300年。
这个时代的终结者，是这个时代特殊的产物——民族融合的混血儿杨坚。
公元581年，北周的隋王杨坚(周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接受了自己的外孙周静帝宇文衍的“禅让”，兵
不血刃地登上了皇帝宝座，随后，又经过了数年的大规模征战，中华大地终于在公元589年再度实现了
强大的统一。
隋唐，约315年统一时期。
其中隋朝39年，天下转入李唐手中，包括史无前例的武周时期，共经历了约276年。
公元907年3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梁王的朱全忠，接受了唐哀帝李祝的“
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
统一了300多年的中国，再次走进了分裂时期。
历史似乎陷入了循环的怪圈，在统一、分裂，再统一、再分裂中徘徊前行，总是让我们在往返式地兜
了一圈后重新回到原点。
然而，聪明的你肯定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简单的复制循环，在事实上都没有出现过，即
使是再相像的循环，实质上都是螺旋式的上升与前进。
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从黄帝时期开始的离合反复，其内在主线恰恰是君权的扩张与
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凝聚。
黄帝时代，所谓的最高统治者，不过是各部落酋长共同拥戴的大酋长，就连他本身的专职工作也是部
落酋长，他的实际控制范围不过是在自我部落之内，对于外部落所能行使的权力十分有限，类似于今
天联合国的地位。
夏朝正式建立了领导世袭制，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方慢慢巩固起来，权力也随而增加，但依然是名义上
的领导，类似于今天的大英联合王国。
到周朝时，由于采用了分封子弟或功臣以控制其他诸侯的政策，使得统治者通过血缘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权力日渐膨胀。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总领导形似傀儡，但诸侯国的国王却在自己的地盘中加强了专制的权力，他们努
力的方向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帝国。
而这时的统一，不仅仅是地域上的一统。
更有完成君主政治的内涵在里面。
秦汉的统一正是这种趋势的最终反映。
秦亡汉兴，暂时的分裂只能破坏统一的局面，而不能破坏统一的基础。
这种基础是历史沉淀的集合，分裂只能破坏其形，而无法动摇其核。
我们看到，汉朝是嫁接在秦朝的政制之上的，所作的调整只是对施政方式的改进，而加强的则是君权
的无上地位。
其后的分裂则完全是与君权的纷争息息相关。
这时候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不甘忍受压迫的平民，更有拥兵自重的地方长官和割据实力，因地方势力
引起的分裂，短期内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们都有雄厚的势力，巩固的地位，彼此不相上下，势均力
敌的斗争必然是持久战。
所以东汉末年群雄吞并的结果，只能造成三国鼎立，而不能立刻进入统一的局面。
西晋统一仅仅是地缘上的合并，它本身固有的也是历史遗传下来的门阀世族，成为限制王权、影响统
一的又一障碍。
“八王之乱”中各王动辄起兵百万正是这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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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更因内乱牵动了外患，一直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在此时集中爆发，这更使得分裂的系数大大
增加，分裂的时期越发漫长。
但恰恰正是此时的战乱分裂削弱门阀世族的力量，使得各种组织集团发生解构与重组。
而作为主旋律的，无论是东晋的北伐，还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不管哪朝哪代的共同目标还是统一，这
个巨大的向心力保证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最终趋势。
虽然历经近3个世纪的分裂，最终还是回归了统一的大势。
对于这次大分裂，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以至于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颇为尴尬。
对这近300年的混乱时期，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形容字样和定位。
作为后秦汉、前隋唐的时段，中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作为铺垫；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
免牵扯得过长。
这一时期，是一个宦官干政的恐怖时代，是一个官场超强腐败的空前时代，也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闹剧时代，是一个创造奇迹、诞生英雄、制造恶魔的时代，涌现出了无数的“快男”和“超女
”。
这也是一个充满杀戮与血腥的时代，王朝瞬间转换，皇帝朝不保夕，怎一个“乱”字了得。
但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和封建王权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众多繁杂的民族族
群一步步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熔炉，丰富了中华的肌体，补充了民族的血脉，更成就了后世民族统一
的基石。
围绕君权的厮杀，优胜劣汰，强者为王，数易其手，更显现出君权地位的尊贵与排他。
更迭的朝代、纷攘的帝王都在追寻同一个境界，那就是皇权专制的唯我独尊。
隋唐正是在这片滋润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奇葩，是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赢得的硕果。
它的诞生，代表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我们探讨隋唐王朝的崛起，必须关注他们的生前身后事，解读历代帝王的精彩亮相与表演，阐释在每
一个历史的角落中不经意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与力量源泉，从中找出王朝崛起的潜规则与原动力，找
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原生态的秩序与脉络。
无论我们对隋朝有着怎样的褒贬不一，但结束分裂，重获统一，这个不更的事实无疑是值得浓墨重抹
地大书特书，况且它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旧时代，它开辟的则是一个强大富足的新世界。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着重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价隋文帝杨坚这个形象。
虽然他的亮相令人腹议，名为禅让，用脚后跟想想也是诚实的谎言，实则是夺权于孤儿寡母，而且还
是自己的外孙，让人感到不齿；但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杨坚也无疑是个成功人士，14岁就登台拜
将，随后一帆风顺，直至最后成功地黄袍加身。
而他的作为也堪称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在他的手中，中原王朝的疆域又大致恢复到了汉代的范围，而37年的大隋王朝所建立的正式行政区域
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却超过了以往。
而他的一些带有创新性的政策工程，无疑是集前代之大成、发后世之初轫，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楷模
，造福当代，泽被后世。
如果把秦始皇比成是开天辟地的盘古，而杨坚则是补天造人的女娲，前者开一代之风，后者修万世之
福。
大家知道，创世容易守世难。
平心而论，同样作为开国皇帝，杨坚“开皇之治”的高度，是秦汉两朝以及后来的唐初李渊父子所无
法企及的，史书称之为“鸿恩大德，前古未比”。
接下来出场的是杨广。
和大多数亡国之君一样，这也是一个贬多褒少的暴君形象。
很多人喜欢拿他与秦朝的胡亥相比．以其都是两代就亡国：也有人喜欢拿他与陈后主相提并论，因二
者都好江南美女。
但胡亥与陈叔宝都是不通世事的富贵王孙，杨广却不是，他亲自领兵打仗，开运河、立科举，办学校
。
他决不同于那些昏天昏地、无所作为的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有作为、有抱负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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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他的作为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用现在的话说，是主观上的善意成就客观上的恶果。
我们一向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物，但不知道为何对待亡国君主总爱一锅烩。
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败亡，但却不能因为失败而全盘否定他的作为。
隋朝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却是中国封建社会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阶段，没有隋朝的孕育发芽就没有
唐朝的全盛时期。
正是有了隋朝的这块跳板，唐朝才能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心，人间的天堂。
可以说，唐朝享受了隋朝的巨大遗产，而隋朝承担了全部的成本，可谓是伟大的牺牲。
因此，《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度评价隋朝：“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
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
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
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无论你生在何处，长在何方，只要你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的DNA，一个伟大的朝代就是你无法
割舍的童年记忆——那就是唐朝。
这个朝代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却又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生命力最顽强的标志，有如国外的唐人街
，国内的唐装热(虽然那并不是真正的“唐装”)。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王朝。
而是中华民族自强繁盛的一种符号，一种凝聚，一份热血。
与其他朝代一样，唐朝的建立也是在兵马厮杀中尘埃落定的。
所不同的是，他的开创者是拥兵自重的豪门世家，这一点颇有南北朝的遗风。
这也使得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少了些拖泥带水的羁绊，多了些畅快淋漓的洒脱；少了些市井野乡的
传说，多了些武林豪杰的佳话。
我们发现，这时的演绎主角已经换成开国功臣武将，皇帝的神圣光环已然褪色。
这里也没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诠释，而是成也英雄败也好汉的气概，一种大气赫然涌现，一种胸怀表
露无遗。
没有小人的钩心斗角，没有政客的朝秦暮楚，有的是英雄惜英雄的快意，有的是好汉重好汉的磊落。
这就是大唐盛世的底蕴，这就是大唐威严的内涵。
唐朝是幸运的，他几乎继承了隋朝的整个家底，不要说李唐，就连各地的起义军都沾了隋朝的光。
隋朝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国富民贫。
据《隋书·食货》记载，在隋朝灭亡之前：“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
然所在仓库，犹大充韧，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
”也就是说，隋朝仓库的银子哗哗的，全国百姓饿得哇哇的。
于是，包括李唐在内的起义军，都毫不客气地奉行拿来主义。
由此，唐朝建国初期就已经是腰缠万贯了。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大唐的诞生直接赢在了起跑线上。
唐朝是勃勃向上、开拓进取的朝代，自开国之初就南征北战：破突厥，李世民被推戴为“天可汗”；
占西域，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极盛时期的唐朝拥有的疆域，最西到达成海，最北到达西伯利亚，最东到达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
至北纬180，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了武功，大唐最值得称道的是文治。
唐朝继续完善隋朝确立的三省六部、科举制度、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等，社会迅速发展。
大唐出现了历史上极有名的两个好时代：“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李世民的政绩总结为《贞观政要》，还成为当时日本和朝鲜的帝王教科书，后世君主模仿学习的对象
。
此时的唐朝，国势登峰造极，四海成归，八方来朝，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
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
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48“国”。
其中有名的如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每次来访的人数多达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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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
与此行对应的，唐朝也是一个标新立异、爆料不断的朝代：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毒死皇帝的皇后，
“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子纳父妃，父抢子妇，公主干政，醉打金枝，可谓绯闻不断，丑剧频出
。
以至于乐极生悲，盛极一时的大唐，终于栽倒于女人的怀中。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让盛唐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随后的藩
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让苟延残喘的唐朝慢慢走向死亡。
但唐朝的晚节不保并没有使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折扣。
因为唐朝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的精神财富与制度文明。
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横跨欧亚非大陆的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
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远不止此。
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元明清等朝代延续。
唐朝的血脉还在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后世王朝不过是他的翻版和复制，只不过名称各异罢了。
唐朝更是科技和文化的丰收季节，为中华文化做出了许多贡献。
天文学家僧一行是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子午线长度的人，《千金方》是集医学大成的医药著作，当时的
中国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和火药术。
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则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且不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作者李白，自陈子昂、王勃等“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的诗人就层出
不穷，盛唐时期与李白同工异曲的杜甫、岑参、高适、王维、孟浩然，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
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自我的丰富想象，又有现实的细致描绘，更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秀丽清
新的田园诗和沉郁厚重的“诗史”。
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使得唐诗成为中国古诗乃至中国文学不可逾越的巅
峰。
唐朝(加上隋朝)绝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朝代。
中国历史因为有了隋唐元素而愈显华丽与高贵。
隋唐是创造奇迹、制造神话、成就伟业的时代，在那里有我们遗失的梦想，有我们渴望的复归。
回味隋唐，就是追随我们精神的家园，寻找我们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呐喊！
对于历史，很多先人都有过名言。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龚自珍则认为：“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而每一部王朝兴衰史，就是一部启迪我们的智慧、告诫我们经验的百科全书。
每一个王朝的崛起与衰亡，都会帮助我们去认识世事发展的因缘，认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盛世修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历史本身，更在于有助于现实的发展。
从这个层面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鄙人不才，自幼颇爱历史，杂读百家，无论《史记》、《汉书》，还是《三国演义》、《红楼梦》都
认真阅读过。
既长，诸科中偏爱文科，尤以历史为最爱，正论野史不论理解与否，统统收入囊中。
以后又经历了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3年，研究虽愈发深入，但领域却日见狭窄。
今有李子迟、张博二兄不以鄙陋，邀为著书，自感实力淡薄，勉为其难，敢不尽心尽力，数易其稿，
皓首穷经。
不敢称一家之言，只为读史偶有心得，与诸君分享一二。
望所有一直热爱历史或曾经热爱历史或还未热爱历史的人都能来看一看、想一想。
希望不同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部宏重的历史，能够找到一种借鉴，产生一份遐思，进出一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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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历史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其中所蕴含的无限可能与变数，最大限度地阐释其中的奥秘，找到打开历史
宝库的钥匙，是每个读史者最大的乐趣。
我们愿与各位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属于探索者自己的快乐。
任吉东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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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世中国：隋唐卷》是本丛书的第二本，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文风，介绍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太平盛世——东土大唐和它的先声——杨隋王朝，那些猎猎风尘和滚
滚狼烟、凛冽寒潮和刀光剑影⋯⋯
　　《盛世中国》丛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五个主要盛世(秦汉、隋唐、两宋、明朝、清朝)的起源、发
展、高潮、衰落、灭亡全过程，并重点介绍了其政治管理的出色、军事外交的强盛、文化科技的辉煌
。

　　本丛书作者基本上以著名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以及部分专业作家和知名撰稿
人组成，知识广博，史料丰富，秘闻多见，故事精彩，且观点、见解把握到位，可读性强；兼之语言
流畅，文笔生动，佳句不断，通俗易懂，是一套不错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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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中华五千年第一朝：东土大唐
上部 隋杨王朝
第一章 大分裂的终结者——隋文帝杨坚
王侯将相，岂无种乎
外戚夺权，源远流长
家贼难防，外公篡位
第二章 短暂而伟大的隋朝
隋朝军事外交的强盛：(1)杨坚的远交近攻
隋朝军事外交的强盛：(2)在《后庭花》歌里势如破竹
隋朝政治管理的出色：(1)新时代的开创者
隋朝政治管理的出色：(2)开皇之治
隋朝文化科技的辉煌：李春与赵州桥
第三章 又是二世而终
兄弟阋墙，杨广登基
都是皇帝宝座惹的祸
隋朝政治管理的出色：(3)他也曾励精图治
三伐高丽导致王朝动荡
大业神话的破灭
下部 大唐帝国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奠基人——唐高祖李渊
从太原城到长安都
军事外交的强盛：开国天子东征西战
政治管理的出色：贞观之治的开创者
第五章 大唐“进行时”
自古英雄出少年
同根相煎的伦常惨剧
道德光环笼罩下的名君形象
两朝帝王宠一妃
以周代唐，女主天下
男权社会的颠覆与沦陷
神龙革命与无字碑
权力斗争的胜利者——李隆基
唐明皇多才多艺
开元名相·天宝佞臣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弱势君王与强势军阀
李唐一朝的宦官专权
甘露之变，除阉不成
第六章 大唐政治管理的出色
贞观之治是一座高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伯乐天子的人才观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明君的明镜——魏征
天意政治与佛教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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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入瓮与模棱两可
女性立场的改革运动
开元盛世是另一座高峰
两税制的出台
昙花一现的王叔文改革
第七章 大唐军事外交的强盛
“天可汗”与胡风汉韵
气吞四海的开元朝
唐德宗：以藩制藩，虎头蛇尾
唐宪宗：整肃诸侯，夕照回光
魏博结盟，不战而胜
淮西之役，雪夜奇袭
一代名将李晟
平乱重臣裴度
第八章 大唐文化科技的辉煌
伟大的唐诗
李白杜甫，双子星座
韩柳古文运动
繁盛的音舞书画艺术
佛教兴盛与三大石窟
熠熠唐三彩
“药王”孙思邈
印刷术与火药
子午线的测量
第九章 大唐徐徐落幕
牛李党争，朋党之乱
“天补平均大将军”王仙芝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朱温的禅让闹剧
唐未经济，虽败犹盛
附录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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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历史的脚步缓慢进入公元6世纪，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仍然是一片破落景象，长达数百年的内乱虽
已经是强弩之末，但仍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朝。
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
北方则经历了北魏的短暂统一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代替，历史上把这北方
的5个朝代总称为北朝。
隋文帝杨坚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北周末年。
杨坚之所以能最后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和杨氏的世族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杨氏是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
杨坚发达后，自称是汉太尉杨震的14世孙，意思是出自汉代士族高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华阴杨氏。
按玉牒所载，杨震共生5子，分别为牧、里、秉、让、奉，人仕者牧、秉、奉3子。
隋文帝系长子杨牧的13世孙，世系如下：1世杨震，字伯起，号关西夫子；2世杨牧，字孟信，富波侯
；3世杨统，不仕；4世杨琦，字子奇，侍中；5世杨亮，阳成亭侯；6世杨孕，不仕；7世杨渠，不仕
；8世杨铉，为燕北平太守；9世杨元寿，后魏武川镇司马；10世杨惠嘏，太原太守；11世杨烈，平原
太守；12世杨祯，宁远将军；13世就是皇考杨忠，隋国桓公；14世杨坚，隋文帝。
杨家真正发迹是在杨坚的父亲杨忠时期。
公元439年，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初步结束了北方纷乱局面，建立起东起辽河、西至甘凉的稳定政权，经
过孝文帝改革之后，一度呈现兴盛之势。
然而好景不长，拓跋氏皇位尚未热乎，便又面临内讧的危机，两大势力集团：西边的宇文泰和东边的
高欢已经剑拔弩张、分庭抗礼了。
宇文泰在关西起事，打败尔朱集团大将，进据长安，随后迎孝武帝西迁，与高欢彻底决裂。
拓跋氏的北魏政权自此一分为二，成为东西两魏，实则分别是宇文氏与高氏的傀儡政权。
后来这两个大集团的后代干脆废掉了傀儡，自己当上了皇帝。
高欢的儿子高洋改东魏为齐，史称北齐，建都邺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改西魏为周，史称北周，建
都长安，变成了北周和北齐两个对峙的新政权。
就在这个朝代更迭的转折时期，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宇文泰，而后杨忠在为宇文泰及其
子嗣成就霸业、创建北周、统一北方中立下汗马功劳，号称孤胆英雄，历任车骑大将军、都督朔燕显
蔚四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成为西魏府兵12大将军之一。
当时朝中最高首领是八柱国，宇文泰为八柱国之首，杨忠则是八柱国之一。
最能说明宇文氏把杨家看成是自己人的，就是宇文泰逼着当时的西魏皇帝把杨忠从汉族变成鲜卑族，
并赐姓“普六茹”，这在当时是一种荣幸和地位的象征。
公元541年，即西魏大统七年，杨坚出生。
和许多帝王一样，传说他出生时也有祥云出现，并且相貌不凡。
据《隋书·文帝纪》中记载：“生高祖(杨坚)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
角出，遍体鳞起。
(杨坚)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人顶，目光外射，有纹在手日'王'。
”杨坚的小名叫那罗延，是佛教中的“金刚力士”之意，杨坚的“坚”字也由此而来(取金刚坚硬之
意)，他的童年是在寺庙中度过的，这也成为他以后推崇佛教的根源。
少年时代的他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反而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遭人耻笑。
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自嘲地说他“不晓书语”。
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杨坚在14岁就开始了政治生涯，被举荐担任功曹，官职不大却是好的开始。
后又被授予散骑常待、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荣誉职衔，晋封为成纪县公。
当时，西魏权臣宇文泰非常赏识杨坚。
第二年，宇文泰的侄=产宇文护废恭帝，立堂弟宇文泰三子宇文觉为帝，即孝闵帝，建国号为“周”
。
杨忠升为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子杨坚也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升为大兴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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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岁时，杨坚被任命为随州(今属湖北)刺史，进位大将军。
公元568年杨忠去世，杨坚袭爵，成为随国公。
不仅如此，他还娶了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伽罗为妻。
因为她的姐姐嫁给了皇帝，从此杨坚成为周明帝的连襟，地位更加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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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世中国:隋唐卷》介绍了隋朝的兴亡。
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
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
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
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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