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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内容概要

《唐太宗政变24小时:玄武门之变》内容简介：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最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玄
武门之变。以帝王家族内部的血腥屠杀开篇，以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收尾。这场政变筹划之细密，布
局之完备，过程之惊险，都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李世民的两千名私人护卫，力克十倍于己的禁军
，一举夺得大唐天下。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丑时正（凌晨1点整），李世民发动政变，带刀强闯长生殿，亲手斩杀了数名
侍卫，命人将父皇李渊囚禁起来。
卯时二刻（约清晨5点30分），李世民埋伏在玄武门，一箭射穿自己的大哥——太子李建成的脑袋，为
自己腾出了太子的位置。
卯时五刻（约清晨6点15分），尉迟恭持械逼宫，三言两语将李渊生生气晕了过去，又逼迫几位宰相假
传圣旨，立李世民为太子。醒来之后，痛失二子、自身性命也岌岌可危的李渊也只得接受既成事实，
李世民如愿以偿登上了太子之位。
翻开《唐太宗政变24小时:玄武门之变》，看李世民深藏不露的隐忍和先发制人的决断。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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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作者简介

老克，原名董哲，2005年开始专攻唐史题材，遍查《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在史料记载
中的诸多疑点之上，进行了大量比对和反复推敲，耗时两年，一点一点地还原出玄武门之变的事实真
相，作出《唐太宗政变24小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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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书籍目录

序章 李世民构陷太子以争储位
第一章 遭皇帝猜疑，李世民即将被废
第二章 太子东宫设宴，李世民设计自饮毒酒
第三章 突厥精骑来袭，李世民欲借机脱离京城
第四章 李建成巧布局，李世民干将遭斥
第五章 临阵替换禁军守卫，李世民控制玄武门
第六章 李世民操控玄武门全局，杀兄囚父
第七章 平定太子余党，李世民安稳政局
第八章 虚张声势，李世民单骑震退百万突厥兵
第九章 不计前嫌，李世民大力起用东宫旧人
第十章 大局已定，唐太宗开创大唐盛世
尾 声
附录一 唐代政治体制简述
附录二 玄武门人物最终结局简述
附录三 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

Page 4



《唐太宗政变24小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意外变故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太白金星再次于白日现于当空，立时间震动朝野。历来天象
有变，往往意味着君主失德朝廷失政，不过历代大臣当然不会将责任向人主身上推。按照惯例，政事
堂六位宰辅大臣纷纷上表自劾。然而三日之间主大凶的太白金星两次现于白昼，这等诡异事就连李渊
也不能泰然视之。关于皇帝要不要下罪己诏一事，君臣七人在两仪殿议了半日，也未能有个结果。辅
臣当中，裴寂、封伦和宇文士及坚决反对皇帝下诏罪己，裴寂称，“天象有责，是为政者不善政故，
请辞尚书左仆射之职”，而萧瑀、杨恭仁两人则赞同皇帝下罪己诏以慰天下臣民。只有老成持重的侍
中陈叔达低着头一语不发。直到天将迟暮，太史令傅奕的奏表终于由殿中省呈了上来。 这位朝廷天文
星相权威的奏表极短，核心内容只有三两句，意思却极为明白浅显，只是，这意思却是皇帝君臣万万
想不到也万万不愿去想的，“太白形于日侧，见于秦分，主秦王当有天下”！ “朕还活着呢——”李
渊怒吼道，一把将傅奕的奏表掷在了地上。他脸色铁青地站起身离开了御座，快步绕过御案，盛怒之
下将丹墀上晚间照明的竖盏碰了一下，他随手抽出佩剑，挥剑将竖盏劈为两截，唬得站在丹墀之下的
几个大臣面如土色，慌忙跪倒叩头，连呼“陛下息怒”。皇帝喘着粗气站在御案前，手中的宝剑斜斜
指着丹墀之下，手在微微颤抖，额头上青筋暴现，沙哑着声音冷笑道：“朕身体康泰，有人就已经迫
不及待了啊！好，朕今天就杀一儆百，给百官、给天下人做个样子看看！中书省着即拟敕，立刻将傅
奕拿赴大理寺问罪，妖言乱政，形同谋逆，朕断然容不得他！” 陈叔达方才在罪己诏的事情上含糊迟
钝，此时却第一个反应过来，抬起头挺直了上身肃容叫道：“陛下，万万不可！” 李渊凌厉的目光立
时移到了他的身上：“怎么？你陈子聪要为这等乱臣贼子鸣不平？” 陈叔达沉稳地说道：“陛下，傅
奕职在司掌天文历法星相，其所释天象或有确实差误，但不应获罪，况且傅某与秦王素无来往，此番
也不似为秦王争储而谬解天象。陛下深思，若是傅奕党附秦王，陛下尚且健在，且春秋鼎盛，他在此
刻上此奏表，岂不是要陷秦王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境地？他若是真的为秦王着想，怎肯出此下策？
” 裴寂也叩头道：“陛下，自汉高祖以下，历代帝王无诛史官者。司马迁著谤书遗世，直斥汉武皇帝
之非，汉武帝都没有诛杀他。当今陛下乃仁爱之主，怎能为此连一代独夫都不敢为之事？史官地位超
然，自古便是如此，纵使触怒人主，亦不可轻诛。今日陛下盛怒之下诛杀太史令，将遗后世不尽之害
⋯⋯” 陈叔达点了点头：“陛下，裴相国所言乃赤胆忠心之言，纯为陛下着想，还请陛下雅纳！” 
皇帝直着眼睛看了看这两位老臣，冷冷问道：“朕若是不纳呢？” 陈叔达抬头直视着皇帝道：“臣万
死，若陛下一意孤行诛杀太史令，门下省将不予副署！” 良久，皇帝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苦笑道：“
罢了，朕不做这个无道的昏君了！你们都起来吧，你们说得对，朕不能杀史官，不能给后世开这个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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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后记

唐代初年的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演绎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一段始终笼罩
在迷雾中的历史。目前可查的有关记载主要来自于《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然而这三
部书对于这一事件的描写均太过简略，因此而产生的诸多政治悬疑就给玄武门之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按照惯例，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而唐太宗却偏偏打破了这个惯例，
作为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帝王，他这一行为本身符合其性格特征，然而却不可避免地给后世的史
学研究带来了极大难题。至少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就很清楚他所依据的《太宗文皇帝实录》
当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并不全部可信，然而李世民毕竟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也是历代
王朝和帝王所讴歌效仿的对象。因此经过一千四百年时光的冲刷洗涤之后，武德九年六月长安所发生
的这场流血政变的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仔细推敲的话，史书上所描写的此次事变过程
当中存在许多疑点。所谓疑点，就是指一般被认为史书描述中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按照史书描
写，李世民直至最后一刻才在下属的劝说甚至胁迫下下定决心拼死一搏，然而其进入宫城伏兵临湖殿
直至击杀建成和元吉的行动都顺利之极，中间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根据((常何碑》的记载，李世
民推荐常何出任禁军统领驻守玄武门是在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前后，或许当时李世民还并没有决定以
政变模式登上皇位，但是很难想象他的这一举动是无意为之。另外，在政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
吉的十个儿子全部被杀死，一个都没有逃脱，这一点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根据记载，当时李世民
手中兵力远少于宫府军，在没有事先周密部署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是相当正常的。十个
皇孙之中只要逃出那么一两个去，就会给李世民的善后造成极大麻烦，然而事实是，在政变发生当天
，长安城里乱作一团，这十个皇孙却一个也没有逃走，乖乖留在城中被李世民的部下砍了脑袋。这个
疑点太过明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史书所描写的情景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策划完美部署周密执
行彻底的政变方略，正是在这个方略的指导下，秦王和他的追随者们才最终击败了宫府联盟夺取了政
权。    还有两个小疑点，一个是东宫鸩酒案，另外一个就是政变发生时李渊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
环境。我确实很难想明白，李建成既然要对李世民用毒，为什么竟然没有毒死反而吐了几升血就没事
了，转过天来这位食物中毒患者就在临湖殿生龙活虎地用一支箭结果了投毒者的性命。有一个很愚蠢
的想法，即假如我是李建成，我起码能找到十种以上能令李世民当即毒发身亡的毒药；还有一个更加
愚蠢的想法，假若我是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太子，我根本没有必要去毒杀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劣
势竞争对手，从而为自己引来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个故事里的李建成似乎显得略有些弱智，而
在他身边辅佐他的人也似乎同时感染上了这种弱智症。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当
李世民在临湖殿诛杀自己的亲兄弟的时候，作为皇帝并且兼任父亲的李渊正在湖上泛舟。我怎么也想
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闲情逸致让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一大早就跑到皇宫的湖面上去划船，而
这天早上他本来是安排了对建成元吉在昆明湖伏兵刺杀世民的重大刑事案件进行调查的。亲生儿子之
间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居然还有心情去划船，而且是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这一点实在令我百思不
得其解。这个描述中的李渊不太像一个领导一方势力平定了天下的政治家，反倒像一个反应迟钝没心
没肺的傻老头儿，就是这样一个傻老头推翻了隋朝并且兼并了各方诸侯开创了一个二百四十年的强盛
王朝吗？面对这样的一个李渊，我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    这本三十万字出头的书就是建立在以上诸
多疑点的基础之上的。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我所能够做的仅仅是依据现有的资料
和一般道理进行猜测，当然，这种猜测并不要求准确，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合理”两个字而已。玄武
门政变的结果是有明确记载的，而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进行简单的研究，研究一下用怎样的方案才能
够实现这个近乎于完美的结果。    另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由隋代创立、唐代所完善
的三省制当中竟然隐约有现代政权组织模式的影子。在唐代，皇帝的诏书被门下省的官员们涂抹得一
塌糊涂甚至当场驳回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在学中学历史的时候曾经学过三省六部制，但当时囫囵吞枣
，完全没有理解这个制度较之于之前的三公九卿制有何先进性可言。虽然这一制度的完整性后来被横
空出世的一代女皇破坏掉了，但我还是被一千四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所创造的这一制度当中所蕴含的
深刻思想所折服。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我们以往所熟识的历史。    玄武门这个故
事或许离奇，但绝谈不上精彩。要把一个并不精彩的故事讲出一点趣味性，就不可避免地要用到一些
戏剧化手法。在描述中我尽可能让故事偏离实际史实不太远，但是故事就是故事，它毕竟不是历史教
科书，其中的时间偏差和事件、人物偏差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尽可能从正史的角度来描述这个故
事，却终归还是没能撇开“戏说”的影子，就这一点而言，这部小说并不算是一部符合我初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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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    历史小说的题材很难把握，需要扎实的历史功底和文字功底，而我恰恰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欠缺。
作为一个费了很大力气来讲故事的人而言，我只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历史进行关
注，认真地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才能更好地开拓我们的未来。    我所写的，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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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编辑推荐

《唐太宗政变24小时:玄武门之变》编辑推荐：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最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玄
武门之变。以帝王家族内部的血腥屠杀开篇，以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收尾。翻开《唐太宗政变24小时:
玄武门之变》，看李世民深藏不露的隐忍和先发制人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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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变24小时》

精彩短评

Page 9



《唐太宗政变24小时》

章节试读

1、《唐太宗政变24小时》的笔记-尾声

        唐太宗也畏惧魏徵，有那只被活生生憋死在袖筒里的可怜鸟儿的冤魂作证。然而这种畏惧并非是
对一种更加强大的权力和势力的畏惧，而是一种对道德的畏惧，对因犯下错误而即将遭受到的批评的
畏惧。贞观朝的政治特色之一，便是天下人都知道，皇帝做事也分对错，皇帝做错了事情，也要像小
学生一样接受老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贞观朝的大臣们，对于质疑皇帝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报以极高的
热忱，因为这是公认的对天下有利的大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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