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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面向大众的、可信的、通俗化的中国历史。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和著
名出版家郭志坤联合主编，由12位学者合力奉献，一套12册。
本书旨在以通俗的形式介绍隋唐兴衰过程，阐述唐朝在某程度上更是隋朝的伸展，兼论五代。隋唐深
刻影响往后的宋、元、明、清以至今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
，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安定、富庶，是大唐盛世的一大景观，而唐代的强盛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作者以“世界”的眼
光，将隋唐时代放在世界史、亚洲史的背景中加以叙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开放的帝国。另外，作者
对于宗教、信仰、艺术、文学等精神世界领域在此一时代的发展也予以格外关注，显现了隋唐时代的
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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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英刚，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多次受邀在美国、日
本、欧洲、中国台湾地区等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或作学术讲座。研究领域包括中古史、佛教史和史学
理论，目前主要关注“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以及佛教在中古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角
色。著有《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等，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现为复旦
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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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下面那个长源毅的书评，孙老师看到后估计要吐血。简言之，正因佛教对隋唐影响巨大，作者才
“长于佛教”的。另外，作者这本《隋唐五代史》其实在为整个隋唐五代史独辟一套新的解释范式，
字里行间有着宏远的抱负与关怀。普林斯顿回来的，从罗志田、王汎森到如今的孙英刚，都有着当年
胡适“我回来了，便不一样了”的抱负。 若日后书写当今学术史，普林斯顿系可独成一章，至90年代
回来的这么一批学者，对大陆史学界的影响至深至远。
2、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知识和信仰方面的论述，尤其是作者所擅长的佛教研究，在政治史上也有一
些新的见解。但是在政治制度上着墨很少，即使在有限的文字里也体现出这明显是作者的短板。我为
了备课，是与其它几种隋唐五代史教材一起看的，总体感觉是文字功夫一代不如一代，体现在此书里
就是文笔不畅，间有重复。另本书插图甚多，但基本与所出现地方的文字内容没什么关联。
3、早几天读的。
4、好书，帮助刚入坑的同学从另一角度快速了解隋唐五代的历史，但还要参看其他大家写的断代史
，毕竟是一本基础书。孙英刚老师的观点新颖独特 值得一看。
5、可以说是作者《神文时代》的通俗版本，同样值得一读。
6、突出了作者比較關注的議題：佛教、術數。五代部分過於簡略。
7、四平八稳的简史，通俗入门尚可
8、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文字朴素，线条清晰
9、在书店翻了一下，感觉佛教是贯穿的主题，有不少新知。
10、论述贵族政治部分，还行，糅合了多家观点。隋唐为制度及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书中论述太少，
提及处笔力未逮。
11、夹带了很多作者的私货，关于谶纬、术数啦，佛教的发展啦之类的，说实话感觉这些元素只能算
边角料，诸如此类的“插曲”只是手段而已或者时势所趋、并非目的或信仰的问题，至少不处于“历
史”的中心位置。天朝向来以政治史叙述为主，还是有点道理的。另，前后有些语句重叠，文气不顺
，五代十国太过简单；东亚世界尤其是隋唐对待高句丽的历史态度和行事写得比较清楚，好看。
12、对于很多政治细节的描述和人物评价方面和我有不谋而合之处，虽说是一本通俗读物，但作者对
于传统隋唐史观是有所突破创新的，其中图片引入很多敦煌卷子和出土的墓志（如李建成墓志）丰富
了书的史料和内容。作者长于对佛教史的研究，在该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似乎长处也成了该书的
不足，似乎把唐代佛教地位抬的过高了。
13、有想法的普及读物
14、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很好的一本断代通识性历史著作。孙英刚老师本书处处有对中国历史进程
与走向的关照，同时有些地方也流露出对当下中国的走向的关切。总之，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又
不乏反思之处，值得一读。另外本书附录三所列主要参考书目，似乎有小小讹误：唐长孺先生的《魏
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当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笔者未见有北大版。
15、大概由于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古佛教史，故此书读起来更像是隋唐五代佛教文化史。不可否
认，当时佛教的影响非常巨大，从佛教的角度观察隋唐五代史，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若过分强调这点
，难免会遮盖历史的其他部分。比如说唐诗，作者仅仅安排了一小节来讲述，而且所持观点明显十分
陈旧，甚至有严重错误，说明在文学史领域，作者应是外行。此外，对于隋唐五代这段历史的脉络地
梳理也不很清晰，全书章节的布置有些头重脚轻，中唐至五代的历史并不短，却给人一种草草收场的
感觉。行文也未仔细琢磨，间或有病句不通之处。
16、帝国中心论 逼格陋
17、#书读讫打卡#敬宗文宗武宗都是穆宗的儿子，宣宗以皇太叔身份继位，十六王宅，顺宗盛年患了
中风及早夭的永贞革新。贵族政治解体了皇帝需倚仗宦官力量制衡方镇及南朝，宦官做大左右帝位的
承续——相爱相杀到末日。契丹人学会了在五代宋初乱局中“以夏制夏”，也是汉化的体现？憋屈的
仆固怀恩
18、个人感觉较一般，不如余蔚的《宋史》，主要是事先对作者给予的期待太高。对唐代在政制、兵
制和税制方面的变革语焉不详，对中晚唐的乱局一笔带过，连作者所擅长的“中古知识与信仰体系”
也未能得到充分展开。尽管如此，作者还是用了心的，没有简单处理成一本平铺直叙的通俗读物。对
玄宗改制的内在意义的探讨，对安史之乱、武宗灭佛与“世界帝国”之关系的论述，都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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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很好地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配图丰富，如果是彩图就更好了。其实更应该叫佛教唐代史
，但比起市面上的通史和教材实在好太多了，高产学者更应该多写这样的普及读物。
20、简略异常，价格过高，政治史谬误不少。
21、没有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文化艺术这些最基本的介绍，甚至连基本的史实也不完整
，很多地方一笔带过，提出疑问，却没有详实的解答，非常缺乏条理，总是刻意的强调宗教的左右。
感觉作者试图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但是太想与众不同，反而弄巧成拙。
22、这本书其实很不错，很多观点都非常经典
23、可能因字数限制而头重脚轻。比起很多通俗类著作有史实而无史识，孙英刚已经做得很好了。
24、内容不拘泥于传统，融入了大量的作者个人研究成果，不足的是和气贺泽保规先生的书带有同样
的特点，一般的中学教师觉得难懂（可能限于个人理解水平）。
25、入门的通俗读物，达不到断代史的详细，只有些许观点新颖观点
26、一则限于篇幅,二则碍于"通俗"二字.首鼠两端.可惜.
27、隋唐史领域不乏通史，孙老师这本在极有限的篇幅内，将隋唐政治史与思想史线索扼要勾勒，以
安史之乱为分水岭，隋唐五代自贵族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过渡——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演进，由家
族统治向个人统治转化。更显用心的是，作者极力赋予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时代观，提供读者可供参考
的维度，如佛教国度的色彩、世界帝国的个性，思想和知识对于政治史进程的作用与影响，部分章节
只言片语间都浓缩了作者自己的论文或专著。对于隋唐史一些前沿研究，从这本通史中也可以略窥一
二，比如作者明显淡化了中晚唐的牛李党争，且强调其关系网的一面而非内在的政见团体。在不到两
百页的篇幅内，作者对于中晚唐涉足有限，但五代史的介绍却较一般通史要细致清晰。不过，本书无
脚注，书后参考书目所列过于精简，难以深入。总的来看，本书初唐至盛唐部分更具参考性。
28、神文时代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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