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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前言

　　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为了让更多读者体会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魅力，经过艰苦努力，
以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将蔡著的“旧白话”——这种“白话”今天已经不大读得懂了——重新
译为今人能够轻松理解的当代白话。毫无疑问，这是让蔡著得到传承的最好方式。他们的工作“活化
”了蔡著，既是对于原著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展开。翻译整理后的作品，为普通读者
提供了方便，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　　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少年时代曾经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读
的书少得可怜，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阅读的兴趣极强，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
因此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杂书”。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
》就是让我爱不释手的“杂书”，它把民国时期纷乱的历史讲得有条有理，还饶有兴味。虽然一些大
段引用当时文件的部分比较枯燥，看的时候跳过了，但这部书还是深深吸引了我。后来就要求母亲将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都借来看。通过这部书，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历史的复杂、深刻，实在超出
一个少年人的想象，看到那些征战杀伐、宫闱纷争之中人性的难测，确实感到真正的历史与那种黑白
分明的历史观大不相同。当时。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儒法斗争”的框架里来的，历史在那个框架
里是那么单纯、苍白；而蔡东藩所给予我的，却是一个丰富和芜杂得多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王朝的
治乱兴衰，人生的枯荣沉浮，都让人感慨万千，不得不去思考在渺远的时间深处的人的命运。可以说
，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了解，就是从这部历史演义开始的。　　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得不承认，这部从秦朝一直叙述到民国的煌煌巨著，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这是一部
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它以通俗小说“演义”历史，以历史知识“丰富”通
俗小说，既可信又可读。　　蔡东藩一生穷愁潦倒，他的经历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他对于历史
的描述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的。他不是一个鲁迅式的启蒙者，但他无疑具有一种另类的现代性，一
种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表达策略。蔡东藩并不高调激越，他的现代性不是启蒙性的，不是高高在上的
“我启你蒙”，而是讲述历史，延续传统。他的作品具有现代的想象力，表现了现代市民文化的价值
观。　　在《清史通俗演义》结尾，蔡东藩对于自己做了一番评价，足以表现一个落寞文人的自信：
“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他自信自己的这部著作，足以
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名著“并传不朽”。　　蔡著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仅在于他准确地挑出了历史的
大线索，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关注了历史深处的人的命运。有些历史叙述者，过于追求所谓“历史理
性”，结果常常忘记历史是鲜活生命的延展。在这些人笔下，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而
蔡著不同，他的历史有血液、有温度，是可以触摸的。他的历史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蔡著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活的历史，体验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冯友兰先生在《西南
联大纪念碑》的碑文中这样阐释中国文明的命运：“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
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
；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今天，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和不断更新的魅力正在焕发光芒，冯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的期许
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时机，蔡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新译，就更显其价值。我们期望读
者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走向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和读者一起进入这
个丰富的世界。 　　是为序。 　　张颐武 　　200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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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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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作者简介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
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
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
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
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
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
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
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
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
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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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书籍目录

龙护神畏的奇人刘裕的发家史南燕败亡计平谯纵后秦的消亡刘宋初建北魏崛起迎立新主檀道济平逆赫
连氏族灭国亡刘湛冤杀檀道济魏主灭凉范哗伏法宋魏交战张畅智答李孝伯弑主刘骏枭恶锄奸乱伦引发
的乱事头颅山昏淫的刘子业湘东王刘或即位四州沦陷幼主即位萧道成计除暴君沈攸之栎林自缢萧氏建
国王僧虔辞封萧嶷病逝北魏迁都萧鸾废帝残戮诸王拓跋宏南征自相残杀的萧氏魏主退兵萧宝卷大杀权
臣潘贵妃专宠后宫萧衍起兵萧宝卷之死齐亡梁兴北魏入侵萧梁的反攻贤王冤死胡太后临朝听政清河王
遇害魏主探母滴血认亲萧宝夤称尊尔朱荣立新帝天子除奸臣征讨尔朱氏“高王来了”梁太子病殁东魏
和西魏两魏交战受宠的柔然国皇帝出家侯景叛乱欺负皇帝的高澄聪明的跛子建康被围外贼内祸并起北
齐代东魏齐初的兴盛萧梁暂定突厥崛起陈霸先得权梁军大捷南北易主鱼吃人动荡的北齐一母生四帝两
国争亲家北周背信兴师淫后杀贤王小人的花招给北齐一个教训边打仗边梳妆北齐灭亡虎父犬子一帝五
后杨坚建隋亡国的蓬岛仙女一女事三夫梁陈并亡南北统一现世的阎罗王独孤皇后专宠废黜杨勇杀父熏
母大兴土木小郎君和老不死北巡西征上天示警征战高丽内乱渐起燕门关之围最后的南巡巨鼠的名字叫
阿■李渊兴兵南北朝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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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章节摘录

　　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出了一位乱世枭雄，名叫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他的远祖是
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刘裕出生的那天晚上，整个屋子突然焕发光亮，就像白天一样。可是小刘
裕一坠地，他的母亲赵氏就撒手而去，父亲刘翘认为他是个不祥之人，想把他扔了，幸亏姨母怜惜他
，硬是把他留了下来。后来，刘翘娶萧氏为继室。萧氏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好，呵护备至。刘裕十九
岁的时候，已是七尺有余的壮小伙儿。不料刘翘突然病逝，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凄凉度日。刘裕向来
不喜欢读书，只认识几个字，平日喜欢舞枪弄棒，骑马射箭。但乡里无从施展技艺，为了生计，刘裕
不得不做鞋谋生，日子困苦不堪。虽然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刘裕却总是毕恭毕敬地奉养继母，宁可自
己饿着，也不让继母受苦。　　一天，刘裕在竹林寺游玩，觉得有些疲倦，便在讲堂前打盹儿。僧徒
见他衣衫褴褛，顿生逐客之意，正要上前喝逐，忽然看见他身上现出龙的图腾，周身还发出五色光。
众僧异常惊骇，禁不住哗噪起来。刘裕被他们惊醒，问他们怎么回事。众僧仍是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交口称奇。刘裕再三诘问，众僧才各述所见。刘裕微笑着说：“现在还有龙光吗？”众僧回答说：“
没有了。”刘裕说：“请师傅们不要乱说！恐怕是你们被太阳迷住了眼睛，所以才产生五彩光芒的幻
觉。”众僧不等他说完，齐声喧嚷道：“我们明明看见有五色光罩住你的身体，怎么能说是被迷住了
眼睛呢？”刘裕也不跟他们多辩，起身就走。回家后，细细一想，众僧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欺骗自己
，难道果真有五色光护体，这会不会是大富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刘裕
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咙睡去。迷迷糊糊中，好像身旁果真有两条龙，左右盘着，他便跃上龙
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知是何方何地，任龙游走。经过了许多山川，忽然前面笼
着一道十分阴浓的黑雾，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十分混沌。刘裕伏在龙背上向下一看，只见下面露
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那龙到了此处，似乎也有些惊惧，悬空一翻，坠落河中。刘裕惊骇
极了，一声狂呼，便醒了。睁开眼睛，四下一瞧，仍然是一张破床，唯独案上一盏残灯，临睡时忘记
吹熄，所以余焰犹存。回忆梦中的情景，他迷惑不解，但想到乘龙上天，刘裕觉得好歹是个吉兆，将
来时来运转，也说不定。于是吹灭灯，想再睡会儿。不料却怎么也睡不着，没过多久，便是晨鸡四啼
，窗前露白了。　　第二天一早，刘裕伺候继母用过早膳，便去祭拜父亲。途中遇到一个叫孔恭的风
水先生，刘裕趁机与其攀谈。得知孔恭正在为一户富人挑选墓地，刘裕便决定与他结伴而行。到了候
山，刘裕的父亲就葬在这里。因为家穷，没钱为父亲筑墓，只有一堆黄土耸在那里，除了刘裕，没人
认得。刘裕戏逗孔恭说：“这墓怎么样？”孔恭绕墓地走了一圈，说道：“是谁挑的这块地，这可是
一块发王地呢！”刘裕骗他说不知道，只问他什么时候会显贵。孔恭回答说：“不出数年，必有征兆
，前途不可限量！”刘裕笑道：“敢情做皇帝不成？”孔恭也笑道：“你怎么知道这墓主的子孙不会
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孔恭说者无心，刘裕却是听者有意。二人作别，刘裕欣然回家，从此心中
有了大志向。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要顾，刘裕整天外出劳作，不是卖鞋，就是砍柴；有时看到飞
禽走兽，也会射中几只，拿来充饥。　　这年秋天，刘裕在湖边割芦苇。正割着，突然觉得一股腥风
扑面而来、又听见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都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刘裕觉得有异，忙跳开几
步，跑到一个高冈上，凝神四望。突然，从芦苇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巨蟒，张目吐舌，十分恐怖
。刘裕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蟒蛇，吓了一跳，急忙摘下腰间的弓箭，搭弓上箭，仗着天生的神力，向蟒
蛇射去。只听“嗖”的一声，不偏不倚，正中蛇颈。蟒蛇负痛难忍，昂首怒视刘裕。好像要扑咬过来
。刘裕连忙又是一箭，正中蛇眼，蟒蛇垂下脑袋，蜿蜒而去，过了许久才不见踪影。刘裕估算了一下
，蟒蛇竟有数丈长。不禁失声道：“好大的恶虫！幸好我动作利索，才躲过这一劫。”说完，又回到
原来砍柴的地方，捆好已割下的芦苇，然后扛回家。第二天，刘裕又来到湖边，隐隐听到捣药的声音
，刘裕越发诧异。随即依声寻觅，走到莽丛中，竟看见几个青衣童子正在轮流捣药。刘裕朗声问道：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捣药？”一个童子回答道：“我家大王被刘寄奴射伤，所以我们在这里采药。”
刘裕又问：“你家大王是谁？”童子回答说：“我家大王是这儿的土神。”刘裕笑道：“你家大王既
然是神，那他为什么不杀掉寄奴？”童子说：“寄奴以后定会大富大贵，我家大王又怎么能杀掉他呢
？”刘裕一听这话，胆气益壮，呵斥道：“我就是刘寄奴，专门来此除掉你们这些妖孽！”童子一听
到“刘寄奴”三字，立即骇散，连捣好的药都不敢带走。刘裕将草药拿回家，后来每被刀箭所伤，便
用草药敷治伤口，一敷即愈。历经几次征兆后，刘裕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于田垄，埋没终生。于
是与继母商议投身从戎，想伺机大展宏图。继母知道他志向远大，就没阻拦他，由着他去从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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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
览一下，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顾颉刚（著名历史学家）　　其规模之宏伟，卷帙之
洁繁，内容之丰富，不仅在我国历史演义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找不到先例。⋯⋯它所
起的作用，是官修的“二十四史”或任何中国通史都无法代替的。　　——裴效维（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毛泽东——引注）托人
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　　——逄先知（中央文献
研究室原主任）　　毛泽东为何喜爱蔡著？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蔡著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
统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蔡东藩的通俗史学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是近代演义史书当中出版发行历时最长、数量最大的
一种。　　——李志庭（浙江大学历史教授）　　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
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可当作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　　——二
月河（著名历史小说家）

Page 8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精彩短评

1、南北朝在历史上没那么突出，但是故事很多，书不错！
2、操你妈逼
3、帮爸爸买的 他很喜欢
4、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5、质量好，价格优惠，小孩很喜欢
6、好书！好质！好运！满意！！
7、正在读另一本，这本还没来得及看，但看了第一本，就知道这本肯定也不差啦~毕竟是同一系列，
品质有保证！！
8、改编过的白话版历史演义，故事情节还不错，推荐！
9、同上面的心得
10、给我的感觉就是再读一本白话版的南北朝通史一样虽然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可是已经能够很明确
的给人领会到作者想要给读者带来的：就是能够很简单明了的读懂这本书并对南北朝前前后后有一个
很清晰的认识。
11、唯一读过的一本正史方面的书。    比较喜欢
12、我没看过蔡东藩的原著，但是能把这段历史写的这么无聊，原作者真厉害。
13、一个混乱的时代
14、历史入门读物
15、有时间慢慢看看，也是种享受
16、好,非常不错.可以多理解历史
17、好看的书好看的书好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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