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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王士立和闻有红撰著的《隋文帝杨坚 》一书
,

是 一部全面系统述评隋朝开 国皇帝隋文帝

杨坚生平事还的大型传记
。

该书史料丰富
,

论理 深刻
,

叙述生动活泼
,

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

是 一

部颇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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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点
,

也是一个难点
。

王士立和闻有红撰著的《威外疑内

隋文帝杨坚 》一书
,

是黑龙江大学谢景芳
、

姜世栋主编的《中国名帝书系 ))( 共 28 册 )之一
。

19 9 8

年 2 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

这是一部述评隋文帝杨坚生平事迹的大型传记
。

王士立教

授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多年
,

尤其对隋唐史有颇高造诣
,

成果颇丰
。

他和闻有红

合作的《威外疑 内一隋文帝杨坚 ))( 以下简称 《隋文帝杨坚 ))) 一书
,

全面系统地叙述 了活跃在

6 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隋文帝杨坚创建隋皇朝和统一全国的历程
,

详细分析 了他的

各项治国方略和成效
,

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他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了深人探讨
。

全书 3 1 万字
,

分

12 章
,

井于书末附《隋文帝杨坚生平大事年表 》
,

简明扼要
,

可备查阅
。

综观全书近 4 00 页的洋

洋大传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

一
、

内容丰富
,

全面系统地叙述了隋文帝杨坚的生平历史
;
评价公允

,

深入地探讨了隋文帝

杨坚的历史地位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
,

他在政治上的建树对后世影响深远
,

但是千百

年来
,

却没有人愿意为他立传
。

新中国建立以后
,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皇帝大多有传记 问世
,

有的

名帝还不止一种
、

两种传记
,

但隋文帝传却基本上是一项空白
。

这是为什么 ?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资料不足和资料纷繁
,

因此撰写其传记有较大的难度
。

《隋文帝杨坚 》一书作者迎难而上
,

详

于搜集
·

参阅的文献资料近百种
,

直接引用者达 50 多种
,

主要以正史
、

《资治通鉴 》等信史为主
,

兼采野史
、

笔记
、

考古资料
,

加以梳理
,

并吸收 了史学界有关研究的成果
,

一一注明出处
,

资料可

信
,

取舍精 当
。

同时
,

还发掘 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材料
,

如隋文帝幼年曾受养于尼姑智仙
,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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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仙的身世
,

隋文帝对智仙的感情
,

这些内容对于研究隋文帝崇信佛教的原因有一定参考价

值
。

该书又引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印顺所著 《华雨香云 》一书所记
:

杨坚是其父杨忠 与尼姑所

生
, “

为数所限
,

乃诈为夫人儿
,

而由尼鞠育之
” 。

这对隋文帝的身世又提 出了一个新 问题
,

虽然

限于史料
,

传记作者持慎重态度
,

没有断定杨坚即为尼姑智仙所生
,

但在本章注释中写出
,

为人

们提出 了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题目
,

应该视为本书的一个贡献
。

该书前三章
,

叙述了隋文帝杨坚的家世
,

杨坚在北周仕途之艰危
,

以及代周建隋的经过
,

揭

示 了杨坚代周的社会基础
,

杨坚在北周复杂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摔阖的政治才能
,

从而说明

杨坚代周建隋成功的必然性
。

该书第四章至第八章
,

叙述了隋文帝杨坚治隋的业绩
.

从创制立章
,

革新进取
,

制胜突厥
,

灭梁平陈
,

到励精思政
,

形成了
“

开皇之始
” ,

都作为重章加以详细叙述
。

隋文帝的一生
,

主要作

r 两件大事
。

第一件大事
,

是结束了自西晋以来延续了 2 70 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

使华夏再次

统 一起来
。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的关键人物
。

第二件大事
,

是因时作法
,

沿革变通
,

开创了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新阶段
,

影响后世 1 0 0 。 多年之久
,

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

展
。

作者抓住了杨坚所作的这两件大事
,

写 了 9 万多字
,

几乎占全书的 1 3/ 篇幅
,

从而显示 了隋

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

i亥书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

叙述了隋文帝杨坚政治上的失误
,

猜忌苛刻
,

以及晚年刑酷用奸
·

由于废立太子引起的内乱
,

直至他被新立的太子杨广所杀
。

深刻揭示了隋文帝杨坚 为政的局限

性
,

从而为全面评价杨坚的历史地位提供 了多方面的依据
。

作者既占有丰富翔实的史料
,

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对隋文帝杨坚的历史地位进行 了

深入的探讨
,

对隋文帝杨坚的基本方面给以充分肯定
,

指出他的
“

政治思想有超人之处
” , ` 、

为政具

有改革思想
,

因时设法
,

反映了他博大进取的精神风貌
。

这种思想和精神
,

他坚持一生
,

至死未

变
” ; “

他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改革家之一
” 。

他统一中国
,

安定边疆
,

任贤使能
,

澄清吏治
, “

不思

苟安
,

也不尚浮夸
。

他是一个励精图治
,

笃功务实的皇帝
” 。 “

隋朝的大统一不仅造成隋之富强
,

更

泽及唐
、

宋
。

杨坚统一南北的历史功绩可与秦始皇媲美
” 。

在他统治期间
,

出现了
“

文明之花盛开
”

的
“

开皇之治
” 。

该书又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具体分析和肯定了隋文帝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

指出
“

开皇年间的隋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
、

文化最发达的国家
,

在世界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

位
,

远非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
、

波斯及西欧各国所可比拟
” 。

又同时指出
“

开皇之治
”
的出现

·
“

首先

是由于千百万劳动人民汗水和血泪的浇注
,

也不能忽略那些明君贤臣的智慧之光的照射
” 。

作者最后写道
: “

杨坚是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

是 6 世纪后半叶顺应历史

发展潮流
、

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物
。

他的疑内威外的弱点
,

他晚年的失误
,

在他整个政治

生涯中只占次要的位置
,

不影响杨坚作为封建社会杰 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

也掩盖不住开皇盛

世的光辉
。 ”

这些论述把隋文帝放到了与秦皇
、

汉武
、

唐宗
、

宋祖同等的地位
。

立论审慎
,

评价公

允
,

基本观点令人信服
。

二
、

立意创新
,

不囿于旧说
,

对许多事件提出了新的见解

《隋文帝杨坚 》一书一方面吸收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

加以综合提高
; 另一方面

,

又表达 了

许多新的学术见解
,

从而把对隋朝前期的历史研究引向深人
。

比如
,

该书完全突破了史学界关

于隋文帝减轻农 民赋役负担的旧说
,

明确指出
:

隋文帝只减征了调绢数量和力役天数
,

而加征

了租粟数量
。

一般史著认为隋初一夫一妇岁征租粟三石是较北周岁征五解为轻
,

该书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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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曾改革度量衡
,

以古斗三升为一升
,

岁输租粟三石
,

约折合 1 78
.

32 公升
,

在几个实行均

田制的皇朝 中
,

隋朝的租额是最重的
。

进而指出
,

开皇年间
,

国家财政富裕
,

是与隋文帝实行重

租政策密不可分的
。

这就突破了一千多年来封建史家关于隋朝之富是由于隋文帝
“

薄赋敛
”
或

“

行俭约
”
的说法

,

令人耳 目一新
。

又比如
,

由于隋文帝杨坚用法严酷
,

学界 曾一度把他说成是法家人物
。

该书没有苟同
。

作

者引用史料
,

说明杨坚认为
“

刑可助化
,

不可专行
” ; “

欲使生人从化
,

以德代刑
” 。

杨坚 自幼受儒

学熏陶
,

有
“

情类孔丘
”

之称 ; 史称开皇年间
, “
中州儒雅之盛

,

自汉
、

魏以来
,

一时而已
” 。

因而得

出结论
,

杨坚的治国思想是
“

教化政刑
”

并用
,

他
“

重视以法治国
” ,

但
“
以儒教为先

” 。

该书批评

《隋书 》一方面记载了杨坚许多尊孔重儒
、

发展儒学 的事实
; 一方面又指责杨坚

“

素无学术
” , “

不

悦诗书
” , “
废除学校

” ,

陷于自相矛盾
。

言之有理
。

关于隋文帝杨坚用人问题
。

杨坚在中国历史上素有
“

猜忌贤能
”
的坏名声

。

该书公正地指

出
:

杨坚
“

虽有忌能之失
,

也有任贤之美
” 。

列出专节
,

叙述杨坚摧用贤才
,

执掌机要
;妙简贤能

,

出为牧宰
。

又举 出
“

寒微之士参典机密
,

憧仆而至大将军
” ,

说明杨坚有
“

不拘一格用人
”

的气魄
。

所举史料
,

皆翔实可信
。

该书进一步指出
: “

就杨坚整个统治时期看
,

他有明有暗
,

大致说来
,

可

以 开皇十九年 ( 5 9 9 年 )废黝高顺
、

专任杨素 为标志
,

前一时期基本是明君
,

后一时期 比较 昏

暗
。 ”
这种见解

,

确有独到之处
。

该书在评述杨坚用人上的失误时
,

同样不囿于旧说
,

而是批评了《隋书》的偏颇
。

比如
,

书中

一方面列举杨坚诛夷罪退功臣 的许多事例
,

一方面仍然指出
: “

杨坚统治前期
,

在用人 问题上
,

正确的方面还是占主要地位
。

《隋书 》所说
`

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
,

诛夷罪退
,

罕有存者
’ ,

并不

符合事实
。 ”
同时进而指出

,

有些草创元勋和有功将吏被诛夷罪退
,

是由于他们罪有应得
。 “

如果

因为是草创元勋和有功将吏
,

就有罪不罚
,

恐怕不能视为清明政治
。

因此不应该笼统指责杨坚

罪退功臣
,

要加 以具体分析
” 。

很显然
,

这种 高见卓识应受到肯定
。

再如
,

历史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
“

从谏如流
”

曾经赞不绝书
,

隋文帝杨坚 由于被认为
“

天

性沉猜
” ,

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能信任臣下
,

也不纳谏净
。

该书力排众议
,

实事求是地指出
: “

这

是不符合事实的
。

杨坚为政有独断专行的一 面
,

说明他是专制皇帝
;
但是他又常常虚己受人

,

说

明他是贤明的君主
。 ”

该书写了隋文帝许多热心求谏和虚 己受谏的事实
,

明确指出
,

百官对杨坚

的
“

犯颜直谏
”
和杨坚的

“

从谏如流
”
是

“
开皇之治

”
的内容之一

。

并且进一步指出
: “

像杨坚这样

的封建皇帝
,

为了维护统治
,

有时不得不虚己受人
;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

,

有时又难于做到屈己

受人
”

这样的分析
,

可谓人木三分
。

可以说
,

该书对隋文帝杨坚 的评论
,

既有宏观
,

又有微观
,

在公允 中寓以创见
,

闪烁着历史

唯物主义的亮光
。

反映了作者史学的功底厚实
。

三
、

在全面叙述传主生平时
,

不吝笔墨叙述了与传主生平相关的众多人物
,

有声有色 ; 在对

相关人物的历史叙述中展示了传主隋文帝杨坚的性格特点

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和隋朝前期的政治活动
,

不是孤立的
,

他与众多历史人物存在千丝万缕

的联系
。

他的成功与失误
,

与许多人物活动交织在一起
。

作者主要写隋文帝杨坚
,

也饱蘸笔墨
,

写与他相关的历史人物
,

这样便能完整地展现历史
。

比如高顾开皇年间居宰相位近 20 年
,

他的治国之才
,

他对隋朝前期政治上的贡献
,

以及杨

坚由对他信任倚重到猜忌罢官的经过
,

都有细致 的叙述
,

展现了这个杰出政治家的历史悲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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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 自断手臂
,

由明君走向昏暗的历史过程
,

很有可读性
。

对于宰相苏威
、

李德林等也有描述和刻画
。

对于给隋文帝后期统治以重大影响的宰相杨素
,

该书不 吝笔墨加以叙述
,

留下 了惊人 之

笔
。

该书一方面指出
, “

杨素有杰出的军事才能
,

曾参加北周和隋朝的多次战争
,

是一位常胜将

军
” ;
同时尖锐地指 出

, “

杨素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 。

他为相 10 多年
,

大奸似忠
,

干的

坏事累累
,

给隋朝 的统治带来 了危机
, “

其消极影响极大
,

超过了他在军事方面所起 的积极作

用
” 。

该书评论说
: “
可以说杨素是人杰与奸俊的混合体

。

他是军事上的巨人
,

政治上的矮子 ; 曾

是安世的良将
,

又是乱国的奸雄
。

杨坚用其为将
,

是用其所长
; 用其为相

,

是昏暗不明
。

尤其是

杨坚在开皇十九年 ( 5 9 9 年 )采取的罢默高领和倚重杨素的人事变动
,

更是颠倒了忠奸
,

混淆 了

贤愚
,

是巨大的失误
。 ”

笔锋犀利
,

痛快淋漓
,

既评论 了杨素
,

也评说了杨坚
,

非常精彩
。

此外
,

该书对于独孤皇后
、

太子杨勇和继太子杨广
、

秦王杨俊
、

蜀王杨秀以及汉王杨谅
,

都

有相当的叙述
,

表现了人物各异的个性特征
。

也值得一读
。

四
、

在写作风格上
,

笔调比较生动活泼
,

克服了以往一般人物传记刻板枯涩的模式
,

做到了

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该书开头有一段 《引言 》
,

言简意赅
。

作者以散文诗一般的语言
,

高度概括了隋文帝杨坚的

一生
,

说
“

他有贤主之才
,

又是愚君之资
” ,

可谓的论
。

接着作诗一首
:

励精思政大略藏
,

再统中华步赢 皇
。

革弊北朝 功 荤荤
,

开发 南国业煌煌
。

疑 巨数度 离心起
,

易储一朝遗恨长
。

刑 滥法苛人暖怨
,

大兴城里落 夕阳
。

开卷就以具有浓郁文学色彩的笔法
,

展示了传主的总体形象
,

如洪钟震耳
,

引人读之不舍
。

该书结构严谨
,

逻辑性强
。

全书 12 章
,

每章又分设若干小标题
,

最少为 4个
,

最多至 18 个
,

都比较简明准确
,

重点突 出
。

这种主题式的分节小标题
,

可 以说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

小标题

句斟字酌
,

活泼生动
。

如
: “

娶了柱 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为妻
,

杨坚春风得意
; 独孤信被逼令 自

杀
,

杨坚如履薄冰
” ; “
杨坚施妙计

,

胜过十万兵
” ; “

镖骑北指
,

八道反击沙钵略的胜利
” ; “

楼船南

迈
,

八路伐陈
” ; “

杨坚办了一件大蠢事
,

他 自断手臂
” ; “

杨坚又错了
,

他重用了一个大奸似忠的

人
”
等等

,

颇有吸引力
。

该书语言流畅
,

感情饱满
,

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多处生动的描绘
,

刻画了人物的性格
。

如北周末年杨坚图谋篡位
, “
三方之反

”
和

“

六王之谋
”
的粉碎

,

隋对南陈的战争
,

以及开皇
、

仁寿

年间皇室的内争和隋文帝的暴死等
,

都写得很有气势
,

也很有声色
,

引人人胜
。

正如《中国名帝

书系》主编在《总序 》中所言
,

这套书系在写作风格上
,

要
“

采取一种更为生动活泼
、

笔墨酣畅
、

文

学色彩浓郁的形式
。

以史实为依据
,

写出人物个性和特点
,

使每个传主再现昔 日风采
。

力图使

作品严肃而不刻板
,

生动而不低俗
,

感情饱满
,

又论理深刻
; 既有较强的历史凝重感

,

又笔调活

泼
,

既有可读性
,

又富启迪性
,

让人耳 目一新
” 。

《隋文帝杨坚 》一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

王士立教授积数十年专业功力
,

与闻有红合作
,

写出了如此一部资料丰富翔实
、

评论公允

的隋文帝大传
。

驰骋挥笔
,

给人启迪
。

此书在已 问世的帝王传记中
,

堪称具有特色的上乘之作
,

是近年来对隋朝历史研究 的可喜成果
。

此书的唯一缺憾
,

是个别章节的文字尚欠优美
,

有罗列条 目之嫌
,

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著

作的价值与地位
。

(下转 2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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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

执法犯法
、

贪赃枉法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

总之
,

加强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转变
“

人治
”
思想和法律

工具主义的错误观念
,

突出依法制权的中心
,

确立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
。

要号召全国人民在党

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

以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为指导
,

认真贯彻江泽 民总书记依法治国的指示精

神
,

加大依法治国的力度
,

把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

积极推进法治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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