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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内容概要

《隋文帝传》主要内容：艰难时世、家世疑云、多事之秋、政变建隋、除旧布新、御侮安邦、开皇之
治、君臣之间、统一大业、偃武修文、太平志逸、家族纷争附表、苍凉晚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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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作者简介

韩升 男，1957年生，江苏省海安县人。生长于福建省厦门市，父亲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学家韩国磐
。1982年起从事高校教学工作，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日本唐代史学会会员。长期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史和魏隋唐史的研究，1987年
，首先提出隋炀帝时期南方官僚集团的崛起造成统治阶层内部分裂是隋朝灭亡的基本因素的观点，为
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述，成为一说。1990年起在《历史研究》及国际学术杂志发表系列论文，运用考
古新发现材料，论证日本佛教是在四世纪前后首先由中国传入，推翻日本学术界认为佛教于六世纪中
后叶由朝鲜传入的传统见解。1995年出版《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专著，在国内首次全面研究古
代中国前往日本的移民这一重大课题，论证魏晋时代中国人经由朝鲜移民日本的过程，研究其迁徙过
程、在日本的存在形态及对中国制度文化移植上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专文
，评价此研究为“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该研究还入选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1998
年出版《隋文帝传》，对隋文帝生平事业、“夫陇集团”说、隋朝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等重大
问题系统提出新见。创获良多，荣获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倍受瞩目。此外，发表东亚国际关
系史论文数十篇，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国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的汉唐史暨东
亚国际关系史学者，1991年度获日本外交部长奖，主特多项国家部委研究项目，获厦门市最佳藏书奖
，所承担的《中国古代史》课程获福建省优秀主干课程奖。　　著作：　　1、《渡来人の先祖传承
および渡来形态について》，日本富士ゼロツクス小林节太郎记念基金，1992年版。　　2、《日本古
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文津出版社（台湾），1995年版。　　3、《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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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艰难时世  第一节 “五胡乱华”  第二节 断裂的社会  第三节 道德沦落与离心意识第二章 家世疑
云  第一节 “那罗延”的诞生  第二节 弘农杨氏  第三节 武川英豪第三章 多事之秋  第一节 初入仕途  第
二节 “两姑之间难为妇”  第三节 崭露头角  第四节 危险的国丈第四章 政变建隋  第一节 变起萧墙  第
二节 控制京师  第三节 平定三方  第四节 禅让第五章 除旧布新  第一节 启运开皇  第二节 确立三省六部
制  第三节 制定律令礼制  第四节 构建大兴新都  第五节 厘定地方行政制度第六章 御侮安邦  第一节 塞
上风云  第二节 冲破包围  第三节 战略转折  第四节 构建中的世界性帝国第七章 开皇之治  第一节 勤劳
思政  第二节 孝治天下  第三节 继续均田  第四节 整治乡村  第五节 强化财经制度  第六节 增进国力第八
章 君臣之间  第一节 用人政策  第二节 组建新的领导核心  第三节 穿越潜流暗礁  第四节 扬清激浊  第五
节 监察防范第九章 统一大业  第一节 平陈谋略  第二节 直下金陵  第三节 再平江南  第四节 迈向世界第
十章 偃武修文  第一节 寓兵于民  第二节 崇文兴教  第三节 铨选改制⋯⋯ 第十一章 太平志逸第十二章 
家族纷争附表第十三章 苍凉晚景隋文帝年表引用地名一览表主要引用论著目录余言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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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买了8本帝王传记
2、好不容易收集的一套书，就缺一本啦
3、史料翔实，传记生动！
4、看了一点，很不错！
5、BUCHU
6、又读了遍 上回是10年 还是老看法 杨坚得位失正，持国失政。虽功烈过于魏武，智识不及。
7、简单翻了翻，不是胡说八道那种，有不少依据啊。
8、韩昇老师的书，不解释，必须读！
9、书还没看，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隋文帝是我崇敬的古代帝王之一。赞一个先！
10、想看传记，喜欢这种类型的，想买满一套
11、隋文帝传
12、也许是关于隋朝史料太少，总感觉读的不过瘾。相比起该系列其他图书相差太远。而且语句也晦
涩，分析的也不是很好
13、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理解个中核心便好。。。
14、如果只看书名，会觉得这是本大众畅销书。读了才知道，这完全是多虑。韩昇先生研究隋文帝，
将其放置到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线索和序列中，发现了大量重要的问题。例
如，陈寅恪先生反复强调的关陇集团，是周、隋唐的统治集团基础。可是，韩先生通过隋文帝一朝要
员与北周早期勋贵集团的比较，敏锐地发现其中核心不是“陇西集团”，而是寒族、山东与南朝人，
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恰恰可以印证东晋以来皇权上升，依靠笼络寒族以打击门阀的政治线索。此种线
索，又与唐代重用进士科，贬斥明经相关。通过此书，非常立体地勾勒出隋朝政治的本质，是强烈的
法家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是秦制的崛起。隋文帝重用苏威等人，对民间进行的国家控制，是南朝无
法相比的。因此，南朝人会强烈反抗隋的统治。
15、想研究隋炀帝，先认识一下他的老父亲。
16、写的不是很好，不建议购买
17、写作客观严谨  受益匪浅
18、太精彩了！非常过瘾，大专家写的随代开国皇帝文帝杨坚从出生，成长，一步一步直到称帝再就
是治国理政直至去死，写的非常详实，而且议论中肯、客观，又及其它一些相关材料，读来令人受益
非浅，真不愧为大家作品，这本是这套丛书中的精品，非常值班得购买。给予最高评价。
19、昨晚看完了《隋文帝传》。从翻开第一页到最后合上，几乎没有中断过，偶尔哪一天没有打开，
心里也会有些想念。　　这本书所吸引我的地方真不少，作者的文笔倒在其次；最让我震动的，还是
隋文帝的功绩原来如此不容抹煞。真是惭愧我原先对隋朝的认识那么浅薄！一直以来，总以为文、炀
二帝都至少是昏庸无能甚至暴戾无道的。现在终于知道，隋文帝在政府职能、行政区划、擢选制度、
边界纠纷、对外关系等等方面的表现实在聪明。隋文帝初登基时，中国已经在战乱中分裂成大大小小
的势力范围，各地方的经济、军事控制权都落入大小头目之手。能将那么一个七零八落的国家规整起
来，多方筹划，逐步使其走向统一和稳定，实在不是一般领导者所能做到的。隋文帝不仅基本做到了
，而且完成得极有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给唐朝的繁荣做好了经济、军事、领土和制度上的
准备。
20、作者依旧逃不出重男轻女的大男人主义思想。将隋朝的灭亡部分归咎于独孤皇后。被意识形态束
缚的历史态度，实在叫人唾弃。
21、听完韩昇老师的《百家讲坛·盛唐的背影》后，我很想再读一读，他的其他历史作品。《隋文帝
传》详细而客观的，写了杨坚一生的丰功伟绩。
22、在书中我读出了一个认真的学者，对一个时代的诠释，对历史的诠释。值得品味，值得收藏。
23、质量很好 完全符合介绍 快递很快
24、没有隋文帝的开天辟地,就没有唐太宗的旷古辉煌!
25、推荐购买，点评的客观
26、韩昇老师的课好，这本作为《隋唐史》的教材，不仅仅是人物传记，更重要的是，将开创中国诸
多制度的隋朝种种一一道来，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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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27、隋非亡于炀帝而亡于文帝。隋文帝自孙辈手中诈取其国，过于宋太祖自孤儿寡妇手中取国，故二
世而亡⋯⋯
28、开国雄主
29、上世纪出版的旧书了，有点破旧。不过咱买书是看内容，内容好就好不是吗？
30、人民文学的书，还是很好的，二皮脸布面，精装，不错。
31、　　作为西方人最推崇的两位中国古代帝王之一，隋文帝的雄浑、伟大有目共睹。
　　想当初，身为外戚长期受到宇文氏的猜忌压制。一朝宫变，事起仓促。上台伊始，内无心腹党援
，外有三镇叛将；漠北是突厥，西面有吐谷浑，东北是高宝宁，南边有陈朝，内乱外患，接踵而至，
四方构难，天下汹汹。时人谓之曰：“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
　　然而，隋文帝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借杨皇后之力，夺取朝政，控制京师，牢牢掌握关中、河东
根据地。又拢李、于、窦诸氏为股肱之族，揽郑译、刘昉为爪牙，引李德林、高颎为腹心，以韦孝宽
、梁睿、于仲文、元谐、王谊、杨素诸人为将帅，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制敌，终于平定三方叛乱，巩
固了中央政权。
　　继而，上下同心、三军用命。依长孙晟之策，离强合弱分化瓦解突厥；使贺娄子干打败土谷浑；
用阴寿铲除高宝宁；谴贺若弼、韩擒虎击破陈朝，数年之间就扭转了四面受敌之势。
　　同时，以铁腕创规立制，确立三省六部制，制定律令礼制，改革兵制，构建大兴新都，厘定地方
行政制度，颁布均田令，设置粮仓，改革货币，崇文兴教，制水修乐⋯⋯东极沧海，西尽流沙，地广
三代，威加华夷，不但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统一的大帝国，更是彻底改变了整个东亚世界的面貌。可谓
雄奇至极。

　　在这一系列建国立业的过程中，隋文帝方勤远略、指挥若定，表现出了杰出政治领袖的战略远见
和娴熟的斗争技巧。但令人痛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文帝一个美好的未来。杨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建立的隋王朝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隋王朝的短命一直教人叹息不已。这样一个气象恢弘的大帝国为
何转瞬之间就分崩离析了？
　　除了隋炀帝的原因以外，恐怕祸乱的根子得在隋文帝身上找一找。《隋书 高祖本纪》说隋文帝：
“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毛泽东也曾评价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何谓“
不达大体”、“蕴藏大乱”呢？从韩昇的这本《隋文帝传》中就可以看出，以上论断当指的是隋文帝
在根本性的治国思想和方针上的重大失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隋文帝条中就总结道：“隋无德而
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

　　隋朝建国始，为了克服对峙争战积累下的各种矛盾，为了将数百年分裂混乱的社会导向统一、秩
序和制度化的轨道，文帝采取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不仅集政治、军事之权，而且也集经济、文化之
权，把政治摆到压倒一切的高度，凡事皆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把许多根本与政治不同范畴的问题提
到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把抽象的政治理念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视社会客观规律，强调用国家行
政方法统治社会的方方面面。缺乏宽容的态度与兼收并蓄的气度，不承认精神文化、社会生活乃至经
济活动的多样性，而强求千篇一律。
　　政治决策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最终规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杨坚与李德林在治国理论上的分
歧，实际上就是宽容与专制；刺激社会发展与国家对社会全面严格干预之争。作为一位务实而又性急
的政治家，隋文帝更注重眼前的事务，希望实行的政策是马上能够产生效果的。他要用高度集中的手
段迅速克服各种矛盾，采取残酷的高压手段来强求一致与服从。其思维仍处于战时军事统治模式下。
因此，才会否决了李德林主张健全权力机制、维护法律权威和理性消化社会矛盾的稳健政治主张。文
帝不允许有碍于政治权力贯彻行使的主张挡路，哪怕是他亲自制定的法律。他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
集中到自己手中，于是，合理的中央集权就蜕变为君主专制。迷信权力万能，无视强权掩盖下的矛盾
激化。
　　如果说杨坚夺权当初，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实行高压政治尚有必要。那么，把这种立竿见影的高
压手段视为政治上成功的范例而将之长期固定化，则无疑步了秦朝的后尘。隋文帝太没有历史知识了
，秦、汉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他却视而不见，难怪唐人会说他“素无学术”。

　　过度的集权、急功近利的高压统治，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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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盾。就如书中所言：“到了开皇中后期，注意内部协调与平衡组织路线的破产，标志着隋朝已露出破
绽而面临新的危机。”隋朝的最高统治者始终没有醒悟到此，反而愈加急功近利，甚至变本加厉，最
终酿成隋朝二代过于有为而亡的悲剧。
　　作者接着在书中论述道：“⋯⋯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最好的对策就是从宏观方面进一步整顿和加
强法制，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而在微观上尽量从具体的利益和矛盾中脱身，站在公平的立场上
来进行调解裁决，既不引火上身，又提高政府的威信。因此，当务之急乃是大事不糊涂的怀柔，以极
大的耐心，让时间去消化矛盾，让文化去重新塑造人的品格，所谓的王道，其真谛就在于此。
　　遗憾的是，文帝缺乏政治远见，他只看到强制政策的一时成功而没有看到其隐患，因而一味强调
专制高压，不允许社会多样化发展。其后的炀帝又与文帝的思路和作法基本一致，隋朝这把好弓，硬
生生地被他们父子合力将弦拉断了。”

　　隋文帝深沉果断，但缺乏魅力和风采；务实严肃，但缺乏乐趣与才情，千古之下发人深省。

32、对杨坚和他的时代进行了客观叙述，有些观点独到中肯，好书。
33、韩老师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写得很好。而《隋文帝传》远不及前者。
34、挺好的一本书，超值。
35、数据充分，立场公正，是一本集传记和史实为一体的好书
36、家、国、天下，历代皇帝的宿命，本书资料详实，很严谨
37、主要是冲韩昇来的
38、满分！
39、看看历史，了解帝王，就要看帝王传
40、印刷很美，淡淡的书香，慢慢品味历史风云
41、这个书都不错的，值得推荐，但是在运送过程中感觉隋文帝传有些破皮和磨损
42、还是更喜欢韩老师的政治史文章
43、看了好几遍，写的很好，观点独到，却不偏离
44、还没看，纸张还不错，包装也好
45、一直在百家讲坛上收听韩老师的讲座，为韩老师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解读历史人物而折服，所
以，选择此书拜读，欣赏韩老师的语言风格，崇拜韩老师的人格魅力，并立志考入韩老师执教的大学
而不懈努力！
46、重读，还是很有收获
47、这是非常专业水平的历史书籍，是大家的风范，又写的通俗易懂，引人和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
的历史书藉。这套人民出版社的《帝王传》系列，绝大部分写的都是非常好。这本书也不列外写的非
常精彩，让我领略的文皇帝杨坚的智慧、谋略、胆识和气魄，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又一次开创
了中华一统的天下，对于华夏历史是有大供献的。好书，也长了知识。
48、韩昇老师的书
49、帮外公买的书。看书的质量还可以吧
50、趁着休养在家终于读完了，这不仅是杨坚个人的生平，它更像是为承前启后的时代所立的传。极
力荐之。
51、隋文不是人
52、书的质感不错，过几天去北京上课慢慢读
53、历史是要时间和心去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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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传》

精彩书评

1、在书阁值班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点到过这本书，然后习惯性无视过。大概是因为题目起得大
众封面更是大众就以为这不过是一本很大众的传记，加之隋文帝——我对隋朝有什么概念呢？！隋炀
帝的下江南？穷奢极侈？京杭大运河？隋朝的短命？隋文帝又是谁？原来还不是隋炀帝啊⋯⋯原来连
野史八卦也未曾耳闻的一位皇帝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在上《中国古代史》的专业课的
时候，听到老师讲沧桑之中国历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对峙、无尽的大屠杀大清洗大动荡大离
乱、民族仇恨、坞壁四起、人口依附、国家机器的粉碎与再粉碎⋯⋯历劫种种火燎与忘川，至于黎民
们忍不住祈祷：老天啊，收了我吧！历史盘旋于此，终于尾随着可疑的巧合与意外，迎来了隋朝的建
立，这无疑是一个句号。却又，不仅仅是一个句号。在此，我不得不穿插一句题外话，在上课过程中
，老师对于传统史学叙事话语的坚守，是我不得不钦佩之处。“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至
多是一部政治经济史。我们不得不关注帝王将相，不得不关注王朝的更迭。“老师这样说。而事实上
，在他的授课过程中，老师也一再贯彻了他的治史态度。而在他滔滔不绝又引人入胜的讲述中，我确
实心折于对中国古代史之叙事传统的认同。在课上，老师顺口提到了这部著作——《隋文帝传》并坦
言这本书正是在他还是年轻时的气盛之作。正巧在书阁里看到了这本书，拿到手直觉得这正是有缘啊
。自然就放进了书包，到了翻开第一页的时候。至于写这篇评论，我必须承认，我只有看到186页，一
半都未完。如是看来此时写就的评论未免随意了些，这里也确实如此吧，仅仅是谈一些感想而已，并
不涉及专业批评【我根本就没有批评的立场.】正如之前有评论写到看这本书时是一贯而下未有停顿，
可以看出其历史书写的连续性与可读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本书做历史故事来读，
因为它极尽叙事之能事；我们也可以将这本书做文学作品，当做小说来读，因为不可否认地，它同样
也文采斐然；而我们更应该将这本书做历史著作来读，因为它史论详实，有理有据，充分还原那个时
代的历史语境，从五胡乱华娓娓道来，从那极具佛教色彩的“那罗延”的诞生入幕，在可靠的数字统
计支撑下，在史书各种一手材料二手材料（批判采纳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选择下，展开对于那个
时代的叙述。“西晋永嘉五年，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
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宁平城追及西晋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
，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
墓，尽略府库，烧焚宫庙，熊熊大火⋯⋯”《隋文帝传》以这样的开头展开它的叙述，也以这样的开
头，奠定其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模式。而在阅读其前186的过程中，我亦无不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叙事模式
带来的与教科书模式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不是教条的一二三四五点六点，不是空洞的理论僵化的模
式，亦淡化了那种居高临下的灌输姿态。我所感受到的，是真实的身心愉悦，感官投入，我所收获到
的，也不乏诸多的史实，并且结合课上梳理的框架结构，向其中填入血肉，这种填满的感觉是无比惬
意的。至于读到176页时，其整体的感觉，便是一种非常悦人的文学享受。其对情节的张弛有度的把握
，对于“气“的一种感觉与控制，我只能说是非常契合我的审美情趣。”甚矣！吾师之文采斐然，章
节有度，尽在其中矣！“我在空白处如是写道，完全是心到手到的感想，真想拍桌道：”这可真不枉
其‘气盛之作’的评价！“于是，我只能说，无论是应付考试还是愉悦自身，我都要把这剩余部分给
了解了。至于之前对此书的无视，我想只能自抽嘴巴了。联想到今天系主任对我们的话，“我不知道
现在的学生是怎么回事，总是要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给自己设置诸多的障碍，类似这么多专业书我怎
么看得玩，反正看不完干脆不看了；又有反正看了我也记不住，看了也是白看⋯⋯诸如此类。为什么
不尝试着开始呢？为什么总是给自己找不做的理由呢？年轻人就应当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只要是为着
一个动机在做着努力，那么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尊重的。”我想，确实不妨接着这个机缘，有一个开始
。PS：对于这本书少于十人评价，心里真的是有点那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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