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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内容概要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唐五代618年-959年》为台湾畅销时间最长、得奖次数最多的历史读物。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唐五代618年-959年》内容上起远古，下终明代中叶，作者选取这段漫长
历史中富于教益的人和事，写成一系列轻松而富于情致的短篇故事。《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唐
五代618年-959年》凡1075篇，200万言，故事之间相互勾连，前后贯通，连缀起来，即成一部规模颇大
的中国通史。作者吴涵碧女士，台湾著名学者、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以“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为题，在台湾《中华日报》、《国语日报》开辟专栏，连载历史故事，每周一篇，21年未有间断，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唐五代618年-959年》即这些专栏文章结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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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作者简介

吴姐姐本名吴涵碧，从小生长在书香世家。她尤其对中国文学、历史学特别有兴趣，常常向往能与古
人交朋友。
大学毕业后，吴姐姐决定开始一项浩大的工程——写一系列《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她每天到图书馆
借一厚叠深奥难懂的古籍，拚命用功研读，然后做详细的分类和考证，再融会贯通、从中摘取最精彩
的真实事件，改写成明白通晓、自然飘逸的白话文。让成年读者、青少年、小朋友，都能从这套书中
看到英雄豪杰的丰功伟业、各朝各代皇帝臣子的百样面貌和整个历史洪流的演变。
中国历史太丰富，太有趣，吴姐姐一投入就无法停止，立志要继续讲这许多“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
，希望所有大小读者也一直陪着她深入体会中华民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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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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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此以后，太子对王叔文是彻底的信任，王叔文时常对太子说：“某人可当宰相，
某人可当大将，殿下将来可以重用。”他又密结当代知名之士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 太子身体很坏
，不久，就中风瘫痪在床上。唐德宗永贞元年（805年）正月，诸王亲戚都来贺新年，只有太子因为中
风不能行动，不能前来。唐德宗因为伤心过度，也一下生了重病，拖了二十多天，一命归天。太子即
位，是为顺宗。 老皇帝刚刚过世，新皇帝又中了风，这可怎么得了？顺宗知道人情忧疑，勉强披麻戴
孝，支撑孱弱的身体出九仙门。人们看到皇上天颜，方才安下心来。 当顺宗在太极殿正式即位时，还
有卫士心里头存着疑心，踮起脚来，伸长脖子，想要看个清楚；等到确定的确是顺宗，忍不住喜极而
泣。 顺宗虽然抱病登基，圆满地完成典礼。事实上，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喉头喑哑不能作声，也
没有办法决断公事，只有深居帘帷之中，由妃子牛美人照顾着。一切政事由牛美入把皇帝的意旨告诉
宦官李忠言，再由李忠言授交王叔文，然后王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 从此，王叔文当年领导的“影子
内阁”正式实现了。韦执谊做了宰相，当年密结的一批同志也都入了阁。他们做了不少改革的事，例
如取消了到民间搜括给皇帝的“月进”钱（详见《陆贽才思敏捷》一篇），放宫女回家，减免刑期，
取消宫市⋯⋯但是他也有一些同党品德不佳，例如王伾，专门贪污纳贿，定制了一个特大号的柜子贮
藏这些肮脏的金帛，到了晚上，怕遭小偷，夫妇俩就睡在大柜子上面。 王叔文知道要巩固地位，第一
步要先夺兵权，而兵权掌握在宦官之手。 唐德宗在泾原兵变时，出奔奉天避难，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
。此时，在危颠颠的栈道上保护他的是宦官，千方百计弄一碗热汤来为他解饥的也是宦官。因此，唐
德宗认为，一般王公大臣都是自私自利，只有宦官能够患难与其。 所以，当德宗返回京师后，便将神
策军的指挥权交到宦官之手。 王叔文等痛恨宦官危害朝政，于是派遣范希朝担任京西神策军使。开始
之时，宦官还没有醒悟这是针对他们来的，等到边境的将领纷纷向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辞别，而且说，
以后将由范希朝统属，宦官才恍然大悟兵柄被王叔文所夺。气焰嚣张的宦官们勃然大怒：“如果王叔
文的计谋得逞，我等必死于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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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涵碧小姐的讲历史故事，有几个特色：第一，这故事全是真真实实、有凭有据的，不是想象小说，
也不是贡语村言。第二，这是充满趣味性，生动活泼的文学作品。第三个特色，是有系统与一贯的，
不是历史的一鳞半爪，残缺的断片，而且分之则成一个单元，合之则成整个时代。    ——邓星野（已
故台湾“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政大新闻系主任）    读《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一举三得：了解了历史
，洗练了文字，更丰富了国学知识，我由衷推荐这本好书！    ——吴安琪（台此市中山女高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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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编辑推荐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唐五代618年-959年》可以说是及时弥补了戏曲、说唱等民间艺术逐渐被
大众忽略所造成的缺憾，它不但给青少年读者带来丰富而完整的历史知识，就连成年读者，也一样地
乐于把这套极具功力，可读性又高的书，放在案头，作为随时补充自己历史知识而又轻松可喜的一份
读物。所采史实，皆出自信史，对流传甚广的野史及民间传说，偶有采择，皆指明其非为史实，并以
信史与相对照；所选史材避开艰深的历史问题，选取其中意义浅白易懂、富于情趣的故事，务使读者
轻松明了其中要义；故事标题皆富于意趣、亲切可观，内容富于情致、浅易畅晓，不以森然面目以待
读者；故事皆两千字以内，读者略有空闲即可进入，开卷即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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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名人推荐

吴涵碧小姐的讲历史故事，有几个特色：第一，这故事全是真真实实、有凭有据的，不是想象小说，
也不是贾语村言。第二，这是充满趣味性，生动活泼的文学作品。第三个特色，是有系统与一贯的，
不是历史的一鳞半爪，残缺的断片，而且分之则成一个单元，合之则成整个时代。 ——邓星野（已故
台湾“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政大新闻系主任） 读《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一举三得：了解了历史，洗
练了文字，更丰富了国学知识，我由衷推荐这本好书！ ——吴安琪（台此市中山女高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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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
2、书非常屯着
3、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4、补充唐中后期和五代知识。历朝历代都是能在马背上打出一个王朝，却不懂如何治理国家，而后
代深居宫中与世隔绝，自然信佞淫政
5、唐昭宗真是最倒霉的一个皇帝。/ 吴涵碧就是台湾的林汉达，故事都基于正史，活泼有趣，很好看
。
6、故事很详细，内容易读易懂，是非常好的一本童书！
7、大部头，已经啃到第6册了，拿起来就放不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阿，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晃
过去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最近看的是唐朝，前期和中期的鼎盛期看
完了，现在看衰亡期了，滋味儿不好受。
8、适合上学的小孩看，对历史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提炼，言语简洁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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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精彩书评

1、-------------《吴姐姐讲历史故事6》              文/纪汐吴姐姐真名吴碧涵，堪称台湾版的林汉达。这套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共15册，耗时21年，每周一篇，上起远古，终于明代中业。共1075篇。虽然看
到书名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适合孩子的读物，实际上就如她自己所言：“书为人所用并尽其用，便有
所值。”这套书册同样适合大人阅读。并未整套阅读，我看的是第六册，主要讲述的是唐五代618
年-959年期间的故事。从画圣吴道子起篇到后周世宗，采用的短篇叙述的方式，每篇不单单只是叙述
该篇的主人公的事迹，同时还旁征博引，主人公当时的时代背景，在了解主人公的同时，也能够对整
个时代有所了解。同时每篇篇末作者也会提出她的观点和评论，她对整个事件发生的看法等。虽然带
有一点的主观意识，不过由于吴姐姐更多的是围绕“忠孝节义”传统价值取向，所以关于这点更多是
瑕不掩瑜，还是能够接受，君子小人界限分明，褒扬贬抑黑白分明。对于小孩子而言，从小塑立好的
三观，就是需要这类型的书籍。而对于大人而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重新阅读这本书，让我对历
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且由于吴姐姐的文章都很浅显易懂，同时还有连续性，特别是据了解，她
对于历史并不是信手拈来就直接书写，都是通过“大海捞针，沙漠掘玉”的方法，查阅所有相关数据
，有时候只是为了一句话，她这种力求让历史更趋于真实的写法，同时故事生动，历史丰饶饱满，已
经完全渗入书中了。第6册主要讲述的唐中后期---衰亡期，这段时期特别警醒世人。通过讲述李白如
何被宦官所陷害，宦官如何一步一步的成为皇帝的心腹，并逐渐掌握朝政，甚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任性弑杀皇帝，重新扶持皇帝，颜真卿，郭子仪 ，韩愈的大义，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使整个历史更
加有机的链接，让历史的过程在读者的脑海中更加的饱满。和市面上的那些历史读物相比，我们就能
够了解这本书为何如此让读者爱不释手了。好的史书，应该是能够让孩子在了解知识的同时，能够感
兴趣的持续阅读下去，作为台湾版的林汉达，吴姐姐这套书，无疑是最佳选择。我希望能够整套入手
，让我的小外甥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历史。好好的正三观。2015/9/10星期三本文均属原创，严禁转载。
如有需求，请豆油或者邮件联系273104504@qq.com。
2、马皇后的大脚丫　　在上一篇之中，我们介绍了马皇后义救宋濂的故事。　　马皇后慈悲心肠，
救人无数，而且读书受教育以后，很会用脑筋，讲出来的话，极有见地，让明太祖十分佩服。　　有
一次，参军郭景祥守和州，传来消息，郭景祥有子不肖，竟然拿着矟（shuò）要杀老爸。　　中国人
一向讲究百善孝为先。明太祖闻言大怒，立刻就要传旨，杀掉郭景祥之子。　　马皇后一旁劝阻：“
郭景祥只有一个儿子，杀了岂不绝后？谣言未可轻信。”　　结果后来详细调查，果然是子虚乌有。
若是明太祖脾气一发，表面上是为郭景祥教训逆子，却断了郭景祥的后，郭景祥一定恨透了明太祖。
　　另一回，李文忠守严州，杨宪告他不法，明太祖一个命令，就准备把李文忠调回来处罚。　　马
皇后又扯扯明太祖的衣袖：“严州在敌人的边境，阵前易将不是好事，何况文忠一向小心谨慎，杨宪
所讲的，未必是实情。”　　明太祖听了马皇后的话，暂时忍下怒气，没多久，李文忠的捷报传来，
他不禁对马皇后说：“还是你有理。”　　马皇后既贤淑又明理，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贤内助。马皇后
没有显赫的家世，她父亲是个亡命之徒，自小过继给郭子兴当养女，是个穷丫头出身。　　中国人一
向有见不得人家好的习性，因此，当马皇后贵为皇后，就有那好事之徒在背后指指点点，嘲笑她出身
不佳，数落她长相难看，粗手大脚，尤其是那双大脚，不知惹来了多少闲话。　　自从李后主倡导缠
足以来，宋朝美人的脚，就该是“掌上轻”，能让男子捉在手中把玩抚摩。　　当时有身份的妇女，
如果听人背地里批评自己是大脚，恨不得羞到去死，洞房花烛夜，若是新郎一句：“哇，好大的脚！
”新娘便窘得不敢露面。当时，愈是体面的人家，女儿的脚便裹得愈小。　　不过，在元朝，只有有
钱人家才裹小脚，裹了小脚之后，走路袅袅婷婷，婀娜多姿，但也极其不方便，像马皇后小时要做种
种粗活，当然不能裹小脚。　　尤其淮西地方苦，马皇后当丫头时，不但要下田，洗衣做饭、倒茶扫
地样样来，格外显得粗壮，南京居民常以此取笑马皇后。　　一年元宵节，不知是哪个缺德鬼，画了
一张漫画，一个大脚丫的女人，光着脚，手上捧着一个大西瓜，模样又呆又蠢，影射马皇后：“淮西
妇人好大脚！”　　一时之间，人人传阅，到处起哄，吃吃地笑着。明太祖正好微服出巡，一看之下
，血气翻涌，头都气昏了：“这这⋯⋯这是什么人画的？”　　查了半天，查不出谁干的，明太祖干
脆下令把整条街的人都给杀了，看谁还敢拿皇后的大脚寻开心。　　明太祖为了维护马皇后的名誉而
杀人，可是，马皇后并不领情。马皇后是菩萨心肠，她反而回过头来劝明太祖：“我本来是大脚嘛，
老百姓随便说说，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恶意。”　　从这一点看，马皇后的胸襟度量真非一般人所
及。　　通常宫廷里的后妃，总是忙着争宠吃醋，马皇后不来这一套，她倒是常常询问明太祖：“现

Page 11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第6册）》

在天下人民安吗？”　　“安啦。”明太祖不耐烦地对马皇后说，“这个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　
　明太祖心想，女流之辈，管这些事干吗。　　马皇后倒是理直气壮地说：“陛下是天下父，妾为天
下母，子民的生活，岂可不问？”　　若是遇到天灾，马皇后就率领宫人节约，不吃荤菜，只吃素食
。她对自己很苛，对他人则宽厚。　　朝廷的奏事官在早朝散会以后，依惯例在朝廷里用餐，马皇后
派宦官取了一份餐点来，尝了一口，吐着舌头：“真是难吃。”说着，她便跑去找明太祖，“为人君
者，自奉妄薄，对待贤士必须宽厚。”　　于是，明太祖便下令改善在朝廷值班官吏的饮食。　　马
皇后也关心太学生家眷的生活，她问明太祖：“国家一共有多少生徒？”　　“几千名吧！”　　“
那可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但不知诸生有没有国家发给的廪食？他们在家里的妻子，又该如何过活？”
　　“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　　从此以后，太学生一律发给家粮。　　洪武元年（1368年）
，徐达攻克大都，押送大批珠宝到南京。马皇后一点也没见猎心喜，她不动声色地问明太祖：“元朝
有这许多宝物却不能守，什么才是帝王的宝贝？”　　“朕知皇后的意思，只有贤人才是国家的宝贝
。”　　“诚如陛下所言，妾与陛下起自贫贱，能有今日，实为不易，愿与贤人共治天下。”　　明
太祖也深以为然，命令女史把马皇后的话记录下来。　　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病了，而且
病得相当严重，许多大臣为她祈祷，并且代求良医。马皇后是个体贴入微的人，她心想，南京人嘲笑
她淮西大脚，都难逃一死，要是哪个御医，没把她的病医好，真不知明太祖会怎么办御医。　　因此
，马皇后坚持不肯看医生，她说：“死生，命也，祷告有什么用，若是服了药没效，妾更不愿意因此
怪罪医生。”　　她病危之时，明太祖问她有何遗言，马皇后虚弱地说：“愿陛下求贤纳谏，做事有
始有终，臣民各得其所。”没多久，马皇后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一岁。若非她坚持不看医生，可能不
会如此早卒。　　明太祖伤心极了，恸哭流涕，谥曰孝慈皇后，明太祖亲自为马皇后写了一首挽歌：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此后，明太
祖再也没立过皇后，马皇后在明太祖心目之中，是不朽的。
3、打开漫长的中国历史长卷，今日的你我可以解读到充斥着众多看点的精彩章节：有人物的，有社
会的，有文化的-------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不绝地奔流向前，但是我们值得透过那些过往去参透和感
悟岁月沉淀下的精华点滴。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这是一门相当有必要普及的国学课程。一
套专门为青少年推出的历史系列丛书----《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将散落的历史片段编织成曲，凝聚成
歌，悠扬畅快，轻松有趣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朴素的排版设计背后蕴藏着无穷的，耐人寻味的历史
古韵。上起远古，下终明代中叶，漫长历史中富于教益和人和事在此套丛书之中娓娓道来曾经的历史
过往。全套丛书共包含了15个不同时期的分册。各个分册以短篇故事的形式一一分享着对应阶段的历
史。而这次，我和孩子共同翻阅的是其中的第六个分册。历史内容跨度从唐五代618年到-959年阶段。
市面上的历史读物有着很多不同的版本和形式，但是《吴姐姐讲历史故事》有着其特有的亮点吸引读
者的注意力。尽管这里的内容同样围绕曾经的过往，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以各个独立的历史小故事进
行有机地串联和衔接。它既考虑到读者对历史整体大局的把握和了解，它更注重于各个小版块历史内
容的深入描述和勾勒。尤其是其中的文字通俗易懂，且又故事有趣丰富。通篇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会
感受到此刻的历史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尽管这里的人物或者时间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
散，但是透过本书作者有凭有据的内容分析，相关历史事件的渊源发掘，经典信史的旁敲佐证着实让
我们走入到那些真真切切的历史过往。百代画圣吴道子，王维巧扮乐工，谪仙诗人李白，杜甫名落孙
山等等小故事逐一细数着历史上的人物，观摩看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知晓着唐朝的兴衰存亡，观摩着
动荡的历史时代，品读着跌宕起伏的人物生平，探索着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唐五代618年到-959年）分册就这样历历细数着唐朝历史背景之下的过往岁月。作为新时代的人群，
我们尽管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但是我们却在翻阅这本书册时了解着有关的历史。无论是成人读者群
体又或者是青少年的读者都可以轻松地分享这套丛书。假若打个比方，书中的小故事仿佛串连成线，
将那段段悠扬绵长的历史长篇犹如电影片般生动，鲜活地放映着----生动的历史故事，趣味的分享形
式，《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别具一格地开启着人们走入历史的深处，品味上下五千年的无穷历史风韵
。作为一名读者妈妈，我迫切地准备着把这部有价值的趣味历史书册全套收罗，分享给家中的小宝们
学习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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