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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

内容概要

自秦汉以来，历史的车轮无不是碾轧着血腥前进，每次王朝更替就是又一次的杀戮。但一个行伍出身
的将领却兵不血刃，创造了历史。
他是开国皇帝，结束了割据却未完成统一大业，竟能与秦皇汉武一较高下；他是一棍平天下的马上皇
帝，却重用文臣，开创崇文抑武的治世传统；他是政治赌徒，精心谋划“被迫”黄袍加身，却以仁义
治国，开创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代；他是帝王，也是“大哥”，权力角逐中，良知责任和济
世情怀两不误。
他就是结束了五代群雄割据，开创了两宋盛世的太平天子——宋太祖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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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

作者简介

刘路，笔名江山入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历史“票友”，在出版社糊口的小编一枚。做过《大唐
双龙传之长生诀》的编剧，也在新华社的子报上发表过专题文章《日本与韩国共同尊崇中国齐文化》
。爱历史，爱唱歌，更爱天下美食。新书《史家胡同循迹》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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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无论后人是如何诟病宋朝的积贫积弱的，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的乱局，创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繁
荣的文治盛世，单单就这一点儿就令人钦佩。
2、一介武夫何以创立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文治盛世？！他权不举刀，谋不见血，兵变不扰民，开国不
诛功，灭国不杀降，改革不折腾⋯⋯书写的很棒，强烈推荐
3、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142762/
帝国时代集体政权四大支柱：郡县制度（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尊儒制度，统一思想；科举制度，
控制菁英，阶级流动；国有经营制度。（看看现在⋯⋯）
赵光义真是赵匡胤失败的候选人。对兄弟仁慈，其实对宋朝未来的发展并不好。
周世宗郭荣（柴荣）是个牛逼的人，终于明白了柴进为什么有丹书铁券~
通过此书了解了很多北宋初期的要点，比预想的好看很多~（不知道是否与之前宋朝读物看得少有关
。总之，作为通俗历史读物还不错。）
P266
4、用这本书通读一遍宋太祖的故事，明白这一位能并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武夫仁心，曰武有无有
谋，曰仁有情有义，在乱世武棍当道的华夏，一代天子如何从乱到治创下太平盛世的开端。穿越千年
，知百姓之生灵涂炭；字里行间，悟明君之励精图治；由点及面，晓华夏之跌宕起伏；以己度人，叹
人生之迷幻殇咏。读过了书，很踏实的去了解的五代十国和宋初的一些相关知识，不再似以前那般，
对这段历史只知道只言片语，不再是模棱两可。所以读书前选对书很重要，读书后感悟书更重要。
5、非常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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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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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

章节试读

1、《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374页

        
天子盯住晋王，似笑非笑。他究竟是晋王，还是光义？在他眼里，是兄弟情义重要，天下太平重要，
还是权力重要，当皇帝重要？此时此刻，寝宫中只有兄弟两人，把盏言欢。天子并不愿去想，却又不
得不想。赵普虽然擅权，却始终为推动大宋的新政，为维护天下的安定，鞠躬尽瘁。你晋王呢？自从
大宋开国，你一门心思全在谋取皇位上了！你有没有为天下苍生考虑过！

2、《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34页

        五代时期，几乎每位名将都有一场成名战，而以赵匡胤这一战最为离奇，因为赵匡胤所在的殿前
军根本不是对敌的主力。只因赵匡胤振臂一呼，警卫部队竟抢了作战部队的彩头。机会有的时候非常
重要，抓住了，飞黄腾达，这算是赵匡胤的发迹吧

3、《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386页

        太平天子，太平来源于仁，赵匡胤可谓是儒家中仁的理念做得最为出色的啦。对以往的敌人，尽
管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养而不杀也需要相当的魄力；还有黄袍加身的功臣采用杯酒释兵权的策
略；藩镇的采用腐化的财政政策。将儒家与兵家，文臣与武将统一于麾下，共同治理国家。一位将仁
做到极致的君主，仿佛被儒家遗忘，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4、《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149页

        中国人崇尚酒桌文化，棘手问题往往都搬到酒宴上解决。春秋末年，刺客专诸藏匕鱼肚，刺死吴
王僚，成就公子光(即吴王阖闾）一代霸业；楚汉之际，逐鹿中原的刘邦、项羽对饮鸿门，项庄舞剑，
却没能阻止沛公高唱大风；东汉末年，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观韬晦，唯余后人叹：天下谁
敌手？曹刘！这些著名的江山大宴，个个棘手，却场场血腥。酒性太烈，难品其醉。
当然，并非所有的酒宴都是刀光剑影。苏逢吉假窦贞固之手，邀请史弘肇、郭威赴宴，就颇有和气；
李重进与张永德在前线的和解宴，更是人人称道。只可惜，虎头酒既乏诚意，最后只能吃成蛇尾宴。
酒香欠醇，味同鸡肋。——传说中的杯酒释兵权的开头。

5、《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53页

        行军打仗的时候遇到亲爹过来探望，但是作为禁军将领、滁州统帅决不可带头违反国法军纪，所
以只能在城楼上和老父亲说过一句话之后马上逃离那里。哪怕是冬天的寒夜，哪怕是已经知道老父亲
染病，哪怕是看到老父亲缩成一团伏在马背上，他也不可以当夜打开城门！作为一名将领，赵匡胤此
时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忠”。他的尽忠职守也为他赢得了下属的舍命相救。

6、《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129页

            赵匡胤所料不错，李筠之所以一直没反，确实因为准备不足。他仓促间被逼反，却尚缺六十万
粮饷。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用常规手段根本救不了急。于是，李筠动了歪心眼。他恰好听说，有个和
尚素为人们信服。
 
    李筠打算用和尚做文章，他把和尚秘密找来，告诉和尚：“现在军中粮饷不足，我想借着大师的名
气来募集粮饷。我为大师您做个道场，您呢发个愿，就说募捐到六十万钱粮后，愿坐到柴堆里自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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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

天。我预先在柴堆下挖个地道，火一着起来，您就从地道里逃出来。这六十万钱粮，咱们五五分成，
一人一半。您看如何？”

    和尚一听，天上掉下三十万，那我以后还做什么和尚啊！当即应允。

    募捐当天，李筠倾家荡产，前来施舍。老百姓不知是计，还以为他带头行善，于是也来捐钱纳粮。
仅仅十天，六十万钱粮就已充足，连仓库都装不下了。

    于是和尚履行诺言，举火自焚，然后借着火光钻进地道。然后，他就再没能出来。因为李筠把地道
出口封死了！

    建隆元年四月十四日，距离大宋开国仅九十八天，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成为第一个造反的实力派。

7、《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61页

        
关于赵匡胤称帝前，赵普为其出谋划策的细节，史书并无记载。但宋太宗赵光义亲自撰写的《赵中令
公普神道碑》中说道：“其在幕府也，恭敬畏慎，尽竭赤诚，夜思昼行，勿矜勿伐。可谓龙吟虎啸，
云起风从，如怀万顷之坡，遭遇承平之运。”赵普作为赵匡胤幕府中最为足智多谋者，其在运筹帷幄
方面，应起了重要作用。

8、《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79页

            相比于范质的急躁，王溥的吝啬，魏仁浦就宽心大度多了，而且善于和稀泥---这又是一种让郭
荣放心的性格。所以，当有人说魏仁浦不是科第出身不能拜相时，郭荣根本不予采纳。
以一德，携两智，不党不争，内制两司，外压藩镇，这样的安排近乎圆满。美中不足，这支队伍里，
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人物，要是王朴还活着......但郭荣不会想到，后来，急躁变成武断，吝啬蜕变成
精明，宽心蜕变成沉默......
后来，大周蜕变成大宋。
这一切的蜕变，仅仅因为一个人。-------原来这就是大宋的文臣武将，真不知道，好好记住了。

9、《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52页

        赵匡胤与赵普初见，用一句话来形容便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两人相遇并没有什么
惊涛骇浪，只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也是这两点决定了两人的关系。一是赵普刚出现的时候，赵匡胤
正处冲动的时候，想要处死一百余人，赵普阻止行刑，说未经审讯，恐其受冤。这里的赵普充当的就
是在赵匡胤冲动时劝解者的责任，他可以说是套在赵匡胤头上的缰绳，刚开始的时候必不可少，可以
尽量减少自己的错误，当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这便是禁锢，所以二者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二是赵
匡胤的思维又一次受到了改变，他从王朴，窦仪再到现在的赵普，他开始认识到文人并不像认识中的
迂腐，无能只能教教学生，文人原来可以对国家有如此大的益处他们可以为国家制定合适的政策，他
们可以一身正气的反抗错误的决策，他们可以忠诚的为国家付出一切。这让赵匡胤开始注意到这样一
股别样的势力，一个可以相对信任的势力，这估计对以后以文治国，对文人如此优待有一定的影响。

10、《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267页

              这一章可谓是承上启下。既有赵匡胤的改革，也有太平下的暗涌。
     改革是重点，一个新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政策相辅，必然很快走向灭亡。赵匡胤先从政治制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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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削弱各藩镇的司法，行政与军权，采用杯酒释财权，将一切权力收归中央。赵普与赵匡胤的蜜月
期要来临啦，这时赵普需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赵匡胤需要赵普去帮助他实现国内的改革。我是学
习经济的，对于经济的改革是最为感兴趣的。土地乃国家之本，如何有效地管理的土地兼并正是主要
问题，赵匡胤的将土地市场化确实令我眼前一亮，自己开垦的土地就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允许买卖，
当然这样肯定无法根治土地兼并，但是他随后颁布的允许流民参与手工业的劳动，这简直令人惊喜，
这也就是变相的鼓励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这也是宋朝经济繁荣的原因，将每一个人都尽力找到工作，
实实在在的将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了。改革赋税也将当时的社会环境稳定下来。当然这一切都是为统
一大业所服务的，养兵是重中之重。
    帝国虽然暂时走向正轨，但是波涛一直没有停过。赵普与赵光义的矛盾正在激化，赵匡胤与赵光义
兄弟关系将走向何处？赵普与赵匡胤的蜜月期来临，盛极必衰，他们何时进入冰河期？这一章中有赵
普给赵光义使阴招；赵光义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赵匡胤敲打弟弟；有人告赵普，赵匡胤不屑一顾，
可是既然可以不问，也可能将此事压下，有一天爆发必将火势冲天啊。这一章留下来许多暗笔，整本
书读完后再来品味，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物。

11、《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4页

        在陈学究眼里，赵匡胤就是“不求甚解”，朽木不可雕也！赵匡胤被劝退了。而在另一位年轻的
夫子辛文悦眼里，赵匡胤这是“观其大略”，孺子可教也！赵匡胤被他收入门下。辛文悦成功将厌学
的赵匡胤带上读书正途。那些“子曰”的智慧与道理，逐渐滋润了赵匡胤心中的沃土，史称赵匡胤“
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国之道与儒家“六经"之义不谋而合，恐怕绝非偶然。
人生中有一个好老师，或者能够指导自己成长的人太重要了，可以化顽石为璞玉，引导你成材。赵匡
胤如果没有辛文悦的教导，或许就不会成为以后的仁心皇帝，而是一个纯粹的武夫了。

12、《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149页

        赵匡胤这坛佳酿，已经开始四溢飘香。一张不大的小桌，君臣五人围坐畅饮，划着醉拳，说着酒
令，作者总是喜欢气氛铺垫，大事总是突如其来要发生。

13、《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94页

        赵匡胤费尽心思，不仅要读取皇位，而且要夺得干净利落，夺得“光明磊落”，要夺得让后人看
不出蛛丝马迹。由于兵变太干净利落，太“光明磊落”，以致没人看出蛛丝马迹。后来宋朝官方史书
与民间笔记极力将赵匡胤打扮成被挟持称帝的形象，人们再也找不到相关的原始史料。读者只能根据
自己的理解，去还原自己读出的史料意外的“真相”。就这样，这个夜晚，终于被史书遗忘。史书没
有遗忘的，只有一个地名：陈桥驿。
真实的历史，早已消失在历史时光中了。史书上的历史，只有有限的真实。

14、《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3页

             皇帝出生时，被冠以各种奇异现象，这在二十四史中可谓司空见惯。但细查之下，与此前历代
皇帝的出生传说相比，赵匡胤的传说要接地气的多。近如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戏于门外；
远如汉太祖刘邦，更是赤龙播种，生出来都是一副龙像。相对而言，赵匡胤是正儿八经的人间天子。
     不管龙种还是跳蚤，通通来自人间，尊贵的血统不再是主导社会的主流价值。五代民风淳朴，可见
一斑。如此淳朴民风，却埋没于武夫杀戮之间，岂不可惜？
     赵府之外，那朵带来奇香的牡丹花瓣，随着瀍渠漂入洛水，飞入大河。它将驾着桀骜不驯的滚滚黄
浪，奔腾东去，直捣开封。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我竟然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15、《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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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孩子诞生在那个夜晚，赵家屋内被光芒照得跟白天一样，小孩子的胞衣好像荷花花瓣，扑鼻的香
气弥漫在整个夹马营里，三天都不曾散去。于是，这个孩子被取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名字——香孩儿。

16、《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2页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赵弘毅，现任飞捷指挥使，为禁军低级军官；其糟糠之妻杜氏，出身大户。在
后世的史书里，赵弘毅成了宋宣祖昭武皇帝，杜氏成了宋昭宪太后，只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宋开国
皇帝赵匡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况父母乎，开国皇帝正是从这贫贱中走出。

17、《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259页

            赵匡胤时代没有现代经济理论，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经济规律。但读书观大略的他，似乎已经
隐隐地觉察到某些趋势。土地兼并源于土地私有与土地买卖，这在西汉时代就已经被人们觉察。然而
，王莽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血淋淋的现实警示后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完全
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根本不现实。

    从北魏到唐朝，均田制实行了三百年，后世称其为古代最好的田制。然而，这种依靠国家土地所有
制来与地主抗衡、抑制土地兼并的方法，也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可见，通过田制来抑制兼并，
帝国朝廷可用的招数已经尽了。

    时代潮流如此，与其逆其而上，不如顺流而下。

    因此，乾德四年（966），赵匡胤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事儿—堂堂一统天
下的王朝，不再确立大规模的国有土地制度。战乱过后由国家控制的荒地，不再以国家土地的形式，
颁授给广大无地的流民；而是最大限度对天下万民开放，谁开垦就归谁，而且还有开荒免租的优惠政
策。这些新开垦的荒地名归个人，可以买卖，对百姓的吸引力，大大高于当年的均田制，因而有利于
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

    大宋建立以前，历经唐末五代，门阀的权势被打得粉碎。在那个乱世，有能力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有能力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尽管机会不多，但每个人都有资格去争取。宋朝的土地政策也一样，每
个人都有开垦的机会，但每个地主也可能因为经营不善、子孙析产而沦落为普通农民甚至佃农。这与
魏晋时期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固然迥异，与唐朝那种农民永远在小份地上种粮食也截然
不同。

    北宋年间，曾有一位老农骄傲地说：“我种田的收获，都是我努力的结果，关老天爷什么事！我过
得逍遥自在，都是我自己在享受，又关皇帝什么事！”这倒像极了后世美国银行大亨摩根的一句名言
：“我不欠这个社会一分钱！”

    宋朝农民这种独立的人格，这种勤劳可致富的梦想，乃前代所少有。很难说这与赵匡胤土地政策所
开辟的局面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与从前的朝代比起来，宋朝是一个机会相对开放和均等的社会。比如
后来随着科举扩招，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成为朝廷命官，这是那个时代的“大宋梦
”。而在科举制尚未全面扩张的太祖时代，“大宋梦”的雏形已经在经济领域生根发芽。

    宋朝一反前代做法，给予普通小农甚至无地佃农成为地主的机会，也逼得地主深感岌岌可危，这是
时代的进步；将土地交给市场，用土地买卖自由化催生的社会阶层流动，来对抗土地买卖自由化所造
成的土地兼并，而国家退而成为土地经济的调控者，这是赵匡胤执政集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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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机会是均等的，机会又从来都不是均等的。

    虽然人人都有垦田的机会，人人都有勤劳致富的机会，但人与人的起点却不尽相同。开荒需要人力
、物力与财力。对于大多只有劳动力和少量财力的贫困农民，以及完全缺乏财力的流民而言，他们要
想自己开垦土地，几乎不可能。他们只能在大地主的土地上，成为一个佃农，租种土地，每年向地主
交租子。所以，能够利用这种“机会均等”改变命运的人究竟有多少，这里还要打一个问号。

    因而，在很多人眼里，这种输在起跑线上的机会均等，实际是变相支持豪门，是放纵土地兼并，是
不管小农死活。

    那些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再度成为流民，随时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然而，由于宋朝继
承并改良了“两税法”，这些失地农民不必向朝廷缴纳田租，他们既可以选择到地主的田地上租种上
地，成为一个佃户;也可以选择进城打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过上城市生活。而正是这些宋朝的“农
民工”，创造了异乎繁荣的两宋经济。

18、《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241页

        没想到三个文士宰相千挑万选,最后拟定的"乾德",竟然与几十年前偏安一隅的亡国之君的年后重复.
这算什么文士!哦,还有你赵普,居然也跟他们仨一样,看不出这"乾德"的问题.我大宋的宰相难道全是酒囊
饭袋?赵匡胤越想越气,拿起毛笔就往赵普脸上抹,一边抹,还一边说:"你什么时候能跟他一样博学?"⋯⋯涂
抹完毕，赵匡胤心情大快，看着满脸漆黑的赵普，无奈地叹了一句“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普号称半本论语治天下，这也只是谦虚之语吧。按照赵匡胤的要求，赵普是知耻而后勇，成了一饱
学之士。工作上、生活中也应该要求不断进步，多读书，读好书，丰富自己，提升自己。关键时候才
能一鸣惊人，取得成功。

19、《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37页

        郭荣对李重进颇为忌惮，但又想利用他的军威来维持禁军稳定，于是就把他派去侍卫司，与樊爱
能、何徽互相牵制。没想到，樊、何二人竟然置国家命运于不顾，临阵脱逃，可见这支军队已经不堪
到何等程度。
侍卫亲军都能这个样子，就算是国运长隆的时候，有这样不稳定的军队在统治者身边，那也是很危险
的。估计这件事情的发生会对今后赵匡胤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直接导致了宋朝“武功不
振”的结果。

20、《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的笔记-第175页

            滋德店里，赵匡胤躺在龙床上，想起与郑王离别时的情景。那道外迁的诏书，不仅打碎了王著
的幻想，也打破了自己的天真。他曾简单地认为，只要作为皇帝的自己坚持，他与郑王便可同城而居
，相安无事，这必将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可惜，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对前朝逊帝完全释怀。因为，前朝逊帝永远是一面可以号召反对现任
皇帝的旗帜。

    赵匡胤想起了梁武帝萧衍。宅心仁厚的萧衍在受禅后，曾模仿上古故事，对前朝逊帝萧宝融优宠有
佳，甚至准备以一郡作为萧宝融的封国。谋臣沈约见此，急忙谏道：“古今大事不大相同。曹操曾经
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欣然接受建议，派人秘密杀掉了萧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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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这句话足以撼动任何帝王的心。平定二李后，虽然大宋境内暂时稳住了
，但无论朝堂之上，还是藩镇之中，口服心不服者大有人在。比如那个整天醉醺醺的王著。面对严峻
的形势，赵匡胤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正在这时，中使忽然来报：王著叩门求见。说王著，王著到。深更半夜，他不会是为郑王之事吧？
赵匡胤稍事狐疑，还是从御榻上坐起。

    王著才干卓越，博闻广识，品德高尚，美中不足的是对世宗念念不忘。对于这样的人，只能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他早晚会受朕感化，对朕忠心耿耿。

    赵匡胤尽量让自己心平气和。

    但王著没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

    烛光摇曳中，王著蓬头垢面，衣衫不整，面如土色，东摇西晃得走进来，嘴里还不忘一直念叨着“
世宗”。

     赵匡胤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王著！朕一次又一次原谅你，何以厚世宗如此，薄朕如此！我大
宋蒸蒸日上，正是用人之际，你何以一次次辜负朕望！

    次日一早，怒不可遏的赵匡胤翻出王著醉宿娼家的老账，把他的官衔一撸到底，责授比部员外郎。
以御史中丞刘温叟为首的御史们集体躺枪，坐失于弹劾之罪，夺两月俸。

    大宋开国的第三年，朝中最后一位大周的忠臣，黯然离开学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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