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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目四顾，豺狼遍地，有王法管不住的藩镇，有分庭抗礼的藩镇，有垂垂欲动的藩镇，更有契丹铁骑
的肆意掠劫，当时朝廷虽在，天下已亡。
公元927年至公元951年，大宋前三十年，是中国历史的暗黑年代。了解这三十年，就明白何为野蛮与
残暴，就明白大宋王朝为何被称为文明盛世。
大宋立国前三十年是豺狼纵横、铁骑肆虐的兵场，是藩镇割据、分庭抗礼，阴谋与残暴罪行的发生地
，是文明沦丧、道义尽失，让世人噩梦不断的炼狱。
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逆成灾的动乱史，一部被鲜血与悲情遮蔽的中国人的苦难史。
了解这三十年历史，看清五代乱世的因果，就明白大宋帝国的由来，明白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
的良苦用心，明白中国为何演变至今日样貌。
作者博览万卷，披阅十载，以正史为胚，野史为料，依年代顺序，透过士兵、谋士、将军、平民的视
角，详尽呈现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时代切片，连缀这些切片，你也许能看到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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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纲
原名李金刚，下过乡，读过书，曾为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思想史研究独立学者，
出版有《论语鼓吹》等著作多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常
置座右。
本书为宋史研究中一部开天辟地的大作，突破了以纯研究为本，或以戏说为表的写作格局，将历史陈
述与思想探索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大历史，也是一部剖析中国社会由衰及盛的思想专著。
本书既忠实于历史，考证渲染相得益彰，又评判缜密，不乏真知灼见，叙事宏大广阔，生动有趣，余
味无穷，为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范本，国内外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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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本都在写五代，赵兄暂未出场。
2、有史实而无史识，自负地把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做了浅薄的臆解，行文啰里吧嗦，叙事东一榔头
西一棒，仿佛大妈唠闲嗑，可读性趣味性远逊于当年明月。在纷繁的五代作者还是囿于事而没有理出
线，而且几乎完全没有进入当时的时空语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去阐释解读，仍在简单地道德批判，不是
当下的历史叙事风格。
3、虽然本身作者主观看法较强，资料并非全部来自正史，但却不失是一本详细了解宋史的优秀著作
！
4、作者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思想的自负，整本书都是浓浓的酸腐味
5、虽然乱，可总算搞清楚些五代的基本脉络，目的也就达到了。
6、挺失望的，本来以为作者能把纷乱复杂的五代历史给写顺，没想到简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本来
这段历史就够乱了，这样写还让不让人往下看了。。。结合前言只能说作者的初衷和野心是好的，但
无奈写作水平真是有限。。。
7、用整第一册讲【前赵匡胤时代】，五代十国时期。马马虎虎了，文笔不错，但是叙述风格感觉哪
里会有点问题。
8、感觉大宋还称不上帝国吧
9、这种了解历史的方式，轻松了许多。虽然是经人转述，但是历史本就无“唯一”正确性，我们只
是在不同的角度复盘历史。五代十国历史，相当于大宋王朝的建立的历史背景。主要讲述了梁、唐、
晋、汉、周五个朝代的更迭及的乱世。感受：乱世杀戮成性，无法也无“天”。一切全凭权力说话，
烧杀抢掠，这正是乱世的官军常态。藩镇做大，造反是常态，可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用作者的话说
，权反在下在五代更替中已经成了习惯，也包括后来赵匡胤的登基，也是这个模式的成功例子。
10、读序言的时候以为作者要把纷乱的五代十国写清楚，我好激动，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把那段杂乱
的历史读清楚了，看了一半发现，妈的，作者写的比我知道的还乱。
11、五代十国实在是太乱了，君在臣下啊，说被赶下帝位就被赶下来了
12、这本五代史占据了很大部分，这本身就是一段复杂的很难说清的历史，所以整本书多少有些零碎
13、历史是面镜子，照出世间百态。通过这面镜子去探寻影像的前世今生，而这个前世今生都是有原
因可循。
14、初读对于作者“故实”之类近乎偏执的造作遣词还有些抵触，深入其间才明白作者是要架构一套
自己的历史品评“制度”的，第一次对于五代十国这段纷乱有了进一步认识，受益匪浅。
15、作者是宋朝脑残粉，粉到粉饰，主动被圈粉，进化脑残粉。好在历史理论过硬，基本对每次自己
的推论都能自圆其说，嗯，基本吧。另外，利用传统经典辅助解构历史也是今天我等传统历史观者欠
缺及觉新颖之处。不算神作，但十分辛苦，算一家之言。
16、这个作者的书看来以后我是绝对不会再买了，他的书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狂悖！总是一副指
点山河，居高临下的味道，对历史毫无敬畏和尊重。全书充满了作者的主观臆断和个人意见评说，而
我对作者的个人意见不感兴趣。我想看的是历史，而历史则各有评说，作者的看法则不免有失偏颇。
另外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有些观点极为极端，令人发指。尤其是文字和观点结合后，让我总是对作
者有种“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的怒吼。真还不如当年明月那种谦逊的文风。
17、五代梁唐晋汉周，唐平楚汉南在头，前后蜀国两个吴，闽国北汉十国休。“香孩儿”赵匡胤生
于927年，后唐天成二年。朱温建立后梁，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颠覆后梁，建立后唐，死于“兴教门之
变”。“横冲都”李嗣源，作战勇猛，又纯厚仁慈，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李嗣源死后，养子后唐
闵帝李从厚即位，潞王李从珂造反；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建立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死后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耶律德光三次南下，于946年灭后晋，入主中原,947年耶律德光北归，刘知远进入
汴梁，改国号汉，史称后汉；951年，郭威即皇帝位，国号周，史称后周，刘崇建立北汉，为后汉的延
伸。
18、如今故事书也公然号称研究历史了。
19、难得一见的好书
20、惨不忍睹的五代，原来如此。
21、五代十国还是挺乱的 看完了也记不清 但是人物倒是记清楚了 发展也慢 赵匡胤至今都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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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错，全书，充满正能量。有道邦国，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23、其实是写五代史  到郭威称帝
24、感觉一整本书都在铺垫
25、失望，没什么有深度的见解。即使是作为普及用，也写得乱七八糟，一件事情见于多处，而且也
不有趣，然而作者大概对自己的遣词造句十分有自信，还特地注明说“注意哦，本书的用词十分讲究
的”，哈？？！以及作者极为推崇儒学，用语十分极端。总之十分失望，还好没有买全套，庆幸。
26、这考据的也太细了
27、这个叙述方式。。。
28、很好的谈资，太多的主观评论，可以作佛教因果报应的案例教材
29、作者不仅是在讲述史实，还在讲述自己的看法。很多想法不错，但是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喜爱之
情太过于明显了，克制一下可能比较好。
30、作者很多评价总是以儒家的观点看待，觉得很局限也不太客观.真是忍着看下去的。谁让咱不太了
解五代史呢。看一遍就好 不够反复细读的规格啊 有点遗憾
31、刚看了个前言，两个词形容作者:墨迹，自恋。
32、通俗易懂，但是太多主观倾向
33、感觉作者对于人物都没有一个合适的评价，有些人云亦云，然后集大家之言于自己，综合得论，
结果就是互相矛盾，总之就是乱。好好写史吧，别动不动就指点江山，满口的仁义道德，还觉得自己
不得了的很。
34、略显杂乱，史识一般。
35、第一本写的基本都是五代史，人物众多，加上文章行文较为严肃，读起来颇费点力气。
36、适合像我这种没怎么读过历史的人作为入门书籍来看。里面的引用除了原句，还会给出解释，非
常浅显易懂，对于古文读不下去，又很想了解历史的人，非常适合。不过这种书也包含太多作者的观
点，历史这种东西，原本就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还是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言。准备开始读第二本了
，希望我能完整读完整段宋史，也希望自己能从中有所得。
37、豆瓣已购
38、以五代十国入题固然是好，但是作者对于五代史写的未免太过于深入和事无巨细，而且写的有点
毫无章法，第二本已经看了一小部分，还在写五代史，我靠，后面宋朝历史写的不好的话我就给1星 
39、五代十国的好书很少，虽然太主观，但看得出作者的教化之心~~
40、在某人的博客里发现先生出了这么一套书，赶紧找来读。本书以“公德—仁道”理念为准绳，推
演有宋一代的故实，将历史陈述与思想探索融为一体，考证渲染相得益彰，我觉得其目的还在于探究
现代儒学的可能性（尽管据说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在阅读本书过程中，我不时回想起以前在天涯
随先生学习论语的情形，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这套书有8卷17本，已出的有2集卷5本，虽然只读了
一本，但真期望其他的早点出齐。
41、看得很疲，无趣，中段弃
42、从来没想到宋史居然可以这么读。从五代史开始讲起，正如老金所说那样了解大宋前30年，就明
白何为野蛮与残暴。前人所留下的种种也正是大宋以来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大宋帝国的文明
盛世之艰难。看到亚马逊提示第二卷即将出版，真希望能再快点。
43、看的电子书合集，没想到一共看了5本，花了很久。
44、太啰嗦　赵匡胤出生祥瑞几行字就能交待清楚的事居然还写了好几段　
45、好看。
46、不错，与《如果这是宋史》相比较，铺垫更长，整个一本书都是在讲五代十国时期的几位枭雄，
风格上有些跳跃性，随着作者思路来，刚开始读要习惯一下。
47、作者是个地道的老儒，我要去读鲁迅杂文安抚下
48、前面行文有点乱，总体尚好。五代十国是一个纲常伦理崩坏、人伦道义紊乱的时代，香孩儿之前
不是没有人杰，只是赵匡胤更出色一点，方能重铸秩序，还人间一个太平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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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说有什么区别，我以为以下几点也许值得略说一说。这部书，如果定性，应该是：“以史证
经”的大随笔。《论语鼓吹》直接说“经学”的价值；《鲁迅读过的书》拐个弯说民国卿士的国学修
养，那篇序言《鲁迅是现代士大夫》就想证明鲁迅并非如坊间和高校讲述得那么“反传统”。本书也
不例外。用历史故实来证明儒学经学的正当性价值，是一个尝试。说起来，这也是孔夫子的传统——
孔子为何要作《春秋》？要弄一部历史著作？那就是“题记”中说的那段话：孔子有言：“我欲载之
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空谈大义，不如春秋褒贬。如果愿意考见圣贤气象和道义担
当，历史叙事比思想讨论也许更切实详尽、也更彰明昭著。所以，本书，应该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并
不是历史演义故事。当然，我认为它讲述的“历史故实”比“历史故事”更好看，更紧张，尤其是思
想的紧张。这部书有几个方向的思想资源介入，如传统经学、传统史论、现代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
类学等。其中，传统经学是本书“立身之本”，全书在讲述历史“时代”与“人物”的关联性紧张，
这种紧张主要体现在：帝国军政，可以是道义的吗？如果是道义的，那么多“阴谋论”如何解释？这
样，大宋帝国的一切“好看”与“不好看”，就此展开了。这样的展开过程中，一个个“故实”按照
我的结构安排开始出现。那是一个个丰富有趣，充满意义的“历史团块”。读下去，会发现，不仅内
在地含有借助这些思想资源挖掘出来的“意义”，而且，还很好看，很好玩。“时代”是主角，“赵
匡胤”只是“时代”中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意义在于：从五代到大宋，这个文明转型的历史时代，
经由无数个偶然机遇，他自我成就为一代圣君，为中国文化赢来了光荣。
2、说起大宋王朝史，自然能联想起宋朝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那些精美的瓷器让现代人也望眼欲
穿，如何能拥有一件是许多人的梦想！要想了解真实的宋史，博物馆里藏着群多的文物能让你去回味
，让你去回想那时的风风雨雨。说起赵匡胤，自然就会想起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最终平定
了天下。由于勤奋努力，开创了长达三百年的宋朝历史，百姓也终于从战乱中平息下来，修生养息。
然而之前的五代十国给百姓却带来了难以痛苦的灾难。陈桥兵变真的很关键哦！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了
解并不是很多，只是感觉当时社会混乱，而且那么多的国名让学子痛苦不堪，幸亏不是考试的范围，
而让学子暗自庆幸。而现在，能够有机会跟随作者一起，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纷争地时代，去了解五
代，去了解十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国名不在是陌生的字眼。对十国的演变，只了解到
北汉，唯一一个在北方建都的国家，与后周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立，且对后周有着深深地怨恨。至于十
国内的其他国家则因在书中涉及很少，需要在后续的图书中，再次跟随作者去周游列国。五代的多位
皇帝，如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以及后周郭威等等，在作者笔下按时间的
顺序先后出场，读者也在书中慢慢了解到这些国家的演变。自然还有辅佐国王的群臣和小人，只是他
们的王国最多延续二世，存世时间有的只有短短的三年，就被皇帝的贪欲而断送江山。当时的社会混
乱，手中握有兵权的将领，只要有野心想当皇帝，谁都可以来个黄袍加身，来个某某兵变，像赵匡胤
一样的陈桥兵变在当时随时都会发生。而五代的皇帝一旦即位没几年就同先前的皇帝一样，为祸百姓
！国家内的各种役种不断，贪官的存在，就连后周皇帝郭威也纵容手下掠夺都城，让百姓痛苦不堪。
直至赵匡胤的以文治国，社会才得以稳定。作者将五代的历史展现在读者眼里，纵多的史料让读者大
开眼界，当然其自身对每一事变的点评也成为书中的亮点。值得阅读的好书。
3、关于宋朝的历史，仅限于初高中学的那点知识，宋朝的皇帝那么多，说实话我就记住宋太祖赵匡
胤和宋高宗赵构，只不过对这两人的感情截然不同，褒贬自是不同。金纲的《大宋帝国三百年》，既
不同于正史也不同于故事，而是两者的结合，在他诙谐有趣的笔锋下，让我们对老赵是怎么建立的宋
王朝历史有了深入的认识。已经发生的历史，除非是将其影像保存下来，否则根本不可能完全地重现
，更不用说人物的心理活动，而看金纲的《大宋帝国三百年》给人的感觉就是金纲就是这些所有事件
的亲历者，且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曾经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告诉过他，瞧，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这绝不
是只要钻进故纸堆、只要熟悉历史就能做到的！这本《大宋帝国三百年1》其实是对赵匡胤建立大宋
王朝的铺垫，我从没想过为描述一个王朝的建立，会用如此大的篇幅来描述它之前的历史背景，而这
一点也给予了我们做学术的态度，那就是如果想对某个知识点进行研究，就必须要对它的历史背景进
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对该知识点作出深入的研究。在描述每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金纲总是能找
到现在的人耳熟能详的词语来形容他们，且恰到好处，如“李从珂放虎归山”“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李从珂错失良机”从这几个词语我们就能看出李从珂是多么没脑子的一个人，在政治场混，自己不
长点脑子指望大臣是无稽之谈！瞧，这就是我从金纲给出的词语中所解读的信息！看似拉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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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严肃万分，从“隐帝他舅舅，李太后的兄弟李业”中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是因为采
取了口语化的语言让我们觉得更加接近历史而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如果金纲去《百家讲坛》讲述这
本书，或者是以评书的形式将其进行外化，我想必定是火爆天的！譬如昨日种种已成历史，譬如上一
秒已成历史，我们无法将其原封不动地进行再现，但是有了金纲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能对大宋帝国之
前的历史有如此详细而真实的了解！隔着时空，似乎我们也嗅到了香孩儿出生时散发出的那股异香！
辉煌的大宋帝国，其前的历史是如此的不堪，如果没有香孩儿老赵，也许今日我们将不会处在各自所
处的境地！所以，感谢香孩儿老赵，感谢金纲将那段历史为我们重现！
4、帝位诱惑下的纷争与乱象——《赵匡胤时间》读后彭忠富安史之乱以来，盛世大唐从辉煌断崖式
下跌，最终堙没与后梁朱温之手，其症结就在于藩镇割据，拥兵自重，人们只遵循丛林法则，谁兵强
马壮谁就可以问鼎中原，谁就可以称帝，从而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再强大的国家，也禁不起
战争的轮番折腾。因为战争是绞肉机，是财富的吞噬者，文明的毁灭者。兴亡盛衰，历来都是百姓遭
殃。但逐鹿英雄们为了自己的春秋大梦，早已经不再把百姓当做人，也早已忘掉了李世民“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的著名论断，百姓不过是他们马鞭驱使下的机器，争权夺利的棋子罢了。乱世出英雄，
战场就是赳赳武夫们扬名立万的最好舞台，就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跳板，这种情形在唐末至五代时
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镇压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稍有异动，藩镇
就会犯上作乱，燃起硝烟。中原逐鹿，连契丹也来争雄，这种乱局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才
逐步终结，华夏才又归于统一，走上安定局面。大宋虽然积贫积弱，存在着冗官冗兵冗费等诸多弊端
，但如果将宋朝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比较，大宋仍然不失为一个盛世。大宋有着宽松的政治文明和富
裕的物质生活，这点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窥知一二。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很高：“华
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既然大宋如此辉煌，那么我们就需要来好好
研究一番，看看赵匡胤及其后人是如何执政的，有何得失，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所在。学者金纲
博览万卷，批阅十载，以正史为坯，野史为料，最近完成了八卷本的《大宋帝国三百年》，本套书堪
称宋史研究中一部开天辟地的大作。它突破了以纯研究为本，或以戏说为表的写作格局，将历史陈述
与思想探索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大历史，也是一部剖析中国社会由衰及盛的思想专著。本书既忠于历
史，考证渲染相得益彰，又评判缜密，不乏真知灼见，叙事宏大广阔，生动有趣，余味无穷，为解读
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范本，国内外所仅见。我们这里谈到的是第一卷，也即《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
到976年军政故实（上）》。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
，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
的一个“历史转型期”。作者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了“这个历史转型期”一个
个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大宋立国前30年，是中国历史的黑暗年代。了解这30年，就明白何谓
野蛮与残暴，就明白大宋王朝为何被称为文明盛世。这30年，举目四顾，豺狼遍地，有王法管不住的
藩镇，有分庭抗礼的藩镇，有蠢蠢欲动的藩镇，更有契丹铁骑的肆意劫掠，当时朝廷虽在，而天下已
亡。这30年内，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
，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政故实。作者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依年代
顺序，透过士兵、谋士、将军、平民的视角，详尽呈现了这30年的时代切片，连缀这些切片，我们就
能看到一段不一样的历史。作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阅读历史，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
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
就进入了思想史，才能最终有所收益。这套著作就渗透了作者这种学术观念，作者以历史观察者的视
角切入，剖析历史，洞察人生，且经常引用诸如司马光、胡安国、王船山、钱穆等人的观点来进行佐
证，让人耳目一新。
5、从作者的序言开始看起，作者序言中说到谈宋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作者自述自以为应从五代说
起，从赵匡胤出生说起，然而其实在第一册中并没有一点赵匡胤出厂的迹象。整个第一部就是在为宋
史做铺垫，直到第一册结束也才写到后汉灭亡郭威建立五代中第二个汉人建立的中原正统王朝。从李
存勖开始至此后两朝全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而关于这些政权的描述中政府用的最多的手段就是搜刮
，而描写到大臣时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嗜杀。而只有李嗣源属于一个例外，然而自李嗣源被下属黄袍加
身反了李存勖的政权开始，诸多的黄袍加身事件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至赵匡胤在陈桥驿最后一次被下
属黄袍加身，这种历史事件居然在五代史短短的几十年中发生有十多次。而石敬瑭为了入主中原居然
不惜牺牲幽云十六州来换取一个九五之尊之位，至此之后直到赵匡胤建立大宋都要为这个事情头痛。
石敬瑭死后稍微有点血性的石重贵与契丹闹翻大战三次，虽前两次赶走契丹，然而五代混乱的纲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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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注定君与臣之间不能有百分百的信任即使是有亲缘关系。杜重威阵前投了契丹，导致第一次契丹入
主中原，屠城三日，死亡数十万人的惨案发生。刘知远为了自己的布局不惜一切代价，直到契丹北返
。而刘承佑又难承大任，至此终于给了郭威机会，五代中出了第二个可以与李嗣源相比的贤君，然而
这个贤君也不过是瘸子里边挑将军罢了。看完五代的混乱终于知道赵匡胤拾起破碎的圣贤之理是多么
难得！！！
6、据说有好几卷好多册？有人来确认下么，目前市面上出版了多少册？在“大众书局”稍微翻了翻
，写的蛮不错的，很宏伟的场面叙说。看了网上的评论，也是好评如潮，不逊于“明朝那些事儿”，
据说也是部值得一看的书籍。
7、　　　金纲新著《大宋帝国三百年》写宋朝，却从五代写起，颇耐人寻味。在这本书中，作者努
力创建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说故实，而非说故事，这就令人耳目一新。传统的历史讲述，一种是以
故事的方式讲权谋和策略，另一种是讲得失明明纲纪，前者如《贞观政要》，后者如《资治通鉴》。
封建王朝崩溃，导致社会出现大动荡，不但意味着封建政权的坍塌，同时也意味着法律与道德律的崩
溃。政统、道统与法统，这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封建时代的政权虽然多以武
力获得，但仍然讲求政权的合法性，即便其最初的获取手段不合法，但在取得政权后会重续政统，并
逐渐恢复道统，建立法统。中国封建社会从汉代以来，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统”，讲求仁
爱、宽恕、忠诚。可以说，汉唐两个王朝为中国封建时代塑造了“三统”标杆，如文景之治和贞观之
治。唐王朝崩溃后，中国再度陷入数百年的混战，就像汉王朝解体后中国陷入三国两晋南北朝五百余
年的纷争。一个空前庞大的政权，往往意味着其强大的控制力与区域影响，一旦控制力丧失，整个区
域都将陷入混乱。唐朝崩溃后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与汉朝崩溃后所发生的一切具有某种相似性。
唐朝灭亡，不但曾直接受中原政权统治的地方豪强演变成军阀，就连一些曾经被羁縻的游牧部族也自
立为王，如中国西北部的夏州（西夏政权的前身），而游牧部族也染指中原，如契丹（辽王朝的前身
）。这一切的发生，皆与三统尽丧有关。三统尽丧，则权反在下。这也是五代十国时期王朝频繁更迭
的根本原因。　　　　　　唐末黄巢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唐王朝却被颠覆了。原来的藩镇大帅
朱温废掉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宗，在开封建都称帝，是为后梁，从而开启了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夺
权的特点是，儿子杀老子，将帅杀君王，士兵杀将帅，即作者所说的权反在下。不论是古代，还是现
代，子杀父，都是悖逆，与严重违背法律与道德的。后梁的开国之君朱温在病重时就死在自己的儿子
朱友珪手中，史称“刺帝腹，刃出于背”，著史者七个字，宛若寒光可见。按照封建时代的承袭制度
，皇帝驾崩后由嫡长子即位，若嫡长子已经不在世，则按照血缘嫡庶继承。当然，实际未必如此，但
在继承法统支撑之下，不会有子杀父这种暴虐事件发生。后梁开国君主的暴毙方式，可见其法统的堕
落，更不要说政统与道统。因为在这种短命王朝统治之下，根本来不及建设其政统，至于道统则沦丧
殆尽。　　　　　　唐末的地方势力中，最堪与朱温一争的就是晋王李克用，李克用是被汉化的沙陀
族人，其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灭了后梁，以洛阳为首都，建立了后唐。就像南
北朝时期建立后汉的匈奴人刘渊一样，李存勖是被深深汉化的游牧部族后代，因其曾被赐姓李，因而
便以唐朝的继承者自居，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政权的合法性
，即其法统。这和匈奴人刘渊建立后汉，遥遥祭拜昭烈帝刘备是一个道理，都是在挂起法统这面大旗
。李存勖是五代诸帝中最有潜力建立旷世功勋的一个，可惜却被一个士卒乱了天下。　　　道德律的
崩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忠诚这一价值观的丧失，另一个是对生命的蔑视。从皇帝到将军，到
士兵，到普通的官吏皆对生命视若草芥，不论是胸怀韬略的封疆大吏，还是曾冲锋陷阵的猛将，一旦
失势或失宠随即被杀，仿佛屠宰牛羊一般，多以灭族收场。五代多战争，因而名将辈出，这些将领多
能跨越几个王朝而依旧大权在握，一方面说明藩镇势力的强悍，另一方面说明封建时代所标榜的“忠
诚”价值的丧失。如五代名将高行周、符彦卿为人都可圈可点，是高级将领中较少道德污点的人物，
却先后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乃至北宋初期为将，其他一些善于钻营，以杀人为业的将
领就更不用说了。只要能率领一帮人杀阵拼杀，不论换了那个主子，都会得到重用。至于文臣中像冯
道一样的不倒翁就更不少了。　　　　　　中国自孔子以来，华夷之辨深入人心，然而后晋开国君主
石敬瑭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此换得契丹大汉耶律德光的支持，当上了“儿皇帝”。这种引
异族为外援，染指中原政权的作法由此开了一个先例，并成为了一种模式。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就
打这个如意算盘，直到死也没成功，其子赵延寿继续跟上，后来干脆认祖归忠投降了耶律德光，至于
后来的杜重威、范延光、杨光远（这个名单很长）之流，无不企图通过契丹君主的支持加冕为中原之
帝，在这些人中不乏猛将乃至有智谋的人物，但一个个好像被惯了了迷魂汤，朝向石敬瑭开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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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步亦趋。然后，成功模式不可复制，一个结局比一个惨。作者认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论，根本不
需要太久，往往是前面执刀杀人，后面即被人执刀所杀，连死法也如出一辙。实际上，这正是道统丧
失的最直接例证，藩帅称帝的模式，往往被臣属所效仿。犹如太阿倒持，权反在下。没有了道统，金
钱收买的士兵也会被别人所收买，而权力诱惑之下，便会有人不断铤而走险。　　　　　　五代的历
史，其实只是一个王朝的不断重演。后梁、后唐两雄相争，最终后梁被灭。灭后唐者——是后唐皇帝
倚为支柱的藩镇大帅石敬瑭，即后晋高祖——灭后晋者，是石敬瑭的亲密伙伴刘知远，即后汉高祖—
—灭后汉者，是刘知远最信任的重臣郭威，即后周开国之君⋯⋯直到赵匡胤的出现，这一切才终于结
束。赵匡胤，一个重新塑造道统，建立法统并架构政统的人，就这样从五代的母腹中诞生了。　　　

Page 12



《大宋帝国三百年1》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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