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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前言

　　皓月当空，海水飘香。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中顿时充满了海水的香味。37年前抵达的正
是这片海岸，那时16岁。　　初于此，今亦然。　　彼岸自然是故国，但眼前无可奈何地隔着这片汪
洋。　　“一定要像一个年轻人那样重新生活一次!”他喃喃自语。　　回首苍穹思奈良，三笠山上明
月光。　　和歌集《百人一首》里的这首著名和歌，据说是753年(天平胜宝五年)，53岁的阿倍仲麻吕
在离别故乡37年后，由大唐返回日本时，因怀念故国，在开船前吟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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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获得日本第50届读卖文学奖的小说。本书原名《飞翔吧，麒麟》。公元753年，日本第11次遣
唐使带着秘密的使命来唐，却意外卷入安史之乱的巨大漩涡⋯⋯随行的年轻护卫藤原真幸，英俊潇洒
、剑术高超，身兼唐朝秘书监、卫尉卿的日本人朝衡，机智沉着，力挽狂澜。作者凭自己深厚的写作
功底和精细的历史考证，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玄宗与贵妃的千古情爱、杨国忠与安禄山
的权力斗争，描绘了大唐时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也讲述了朝衡和王维、李白的深厚友谊，日本与新
罗的勾心斗角⋯⋯
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云谲波诡的故事情节，香艳迷人的浪漫爱情，针锋相对的攻守妙计⋯⋯用这些
精巧的元素垒造而成的小说，终使本书不愧为一部获大奖的文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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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作者简介

作者：辻原登
日本今实力派作家。小名村上，和歌山县人。1945年生，现为日本东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三岛由纪犬
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1990年以《村庄的名字》获第103届芥川奖（芥川奖是日本最重要最仃影响的文学奖，获奖者有登龙门
之称）：
1999年以《飞翔吧，麒麟》获第50届读史文学奖；
2000年以《游动亭圆术》荻谷崎润一郎奖；
2005年以短篇小说集《枯叶巾的蓝色火焰》获川端康成文学奖；
2007年以长篇小说《花开樱花树》获第33定届大佛次郎奖。
另外还曾获得第56届神奈川文化奖。
其他作品有《黑发》《森林书》《家族真》《发热》等。
译者：谢志宇
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日语专业，现任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著作仃
：《20世纪日本文学史》，主要译作仃：《图说西洋甲胄事典》，与他人合作的作品有：《实用汉日
词典》《日汉大词典》。文渝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日语专业，长期从事日语培洲教育，现任教于昆
山外国语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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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书籍目录

主要人物介绍序幕第一章  没有牡丹第二章  被困洛阳第三章  西域歌女第四章  告别洛阳第五章  大唐帝
国第六章  刘小秋第七章  宦官第八章  徒劳的小夜曲第九章  被盗的信第十章  元宵夜深沉 第十一章  骑
兵队士兵第十二章  各自的秘密第十三章  邯郸之乱 第十四章  花影 第十五章  叛徒第十六章  不能停下
第十七章  夏天的蜘蛛丝第十八章  踏上旅途的我们第十九章  漂泊第二十章  大聚会之后第二十一章  让
我死⋯⋯第二十二章  举兵第二十三章  较量第二十四章  皇帝的新想法第二十五章  真幸被捕第二十六
章  三人之死的短篇章   第二十七章  油滴第二十八章  大决战第二十九章  最后飘移的水滴第三十章  流
亡政权第三十一章　瞬间燃烧的篇章  第三十二章  春望第三十三章  安南的轻骑兵第三十四章  飞吧，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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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章节摘录

　　第二章被困洛阳　　鸿胪客馆的石板地庭院里，不时吹来一阵风，不知从哪里刮来一团团柳叶，
风吹得柳叶直打转。　　客厅里今天开始送来了火炉，生上了火。真幸值班，从刚才开始一直照看着
火炉，往炉里添柴。　　大使清河、真备、古麻吕都聚在了这里，个个表情沉重。话题当然还是迁幸
，也就是皇帝来洛阳的事。　　真备是在前天从故交新罗大使那里听说这事的。如果真要迁幸的话，
洛阳政府也会因为各种准备而忙得团团转。但昨天今天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处理着日常事务，丝毫看
不出迁幸的迹象。清河大使也若无其事地分别向鸿胪寺头目、其他官员打探过此事，但对方的回答既
不肯定也不否定，含糊其辞，而且还回以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对是否该去长安，鸿胪寺的官员也只
是说暂时不要动，等待确切的消息。　　“要说迁幸的话，这恐怕是数十年才会有的大事。这涉及国
家安全，即便是在政府内部，恐怕也只有最上层的几个人暗中执行。肯定是这样的。”清河慢慢地呷
口茶，一副苦涩不堪的样子。然后又抬起头来问：“吉备君，那天之后，又和新罗大使接触过吗？”
　　吉备摇摇头，默默地站起身来，双臂挽在胸前，走到窗户旁边。清河继续说：“新罗与大唐关系
密切，他们应该能早些获得可靠消息，但新罗一行却没有离开洛阳的迹象。也就是说皇帝说不定会来
洛阳。”　　话是这样说，可清河还是焦急。因不能获得确切消息而焦急。在最为重要的元旦朝贺的
时候，只有来自敌对国新罗的消息；而真幸从街上听来的消息，说什么我们打着白旗来了。这又是什
么意思呢？是否可以充耳不闻呢？　　“今天已经是十二月十二号了吗？离元旦还有十九天，如果不
迁幸的话，不管我们怎样赶路，带着这么多朝贡的礼物，至少也需要十四五天吧？”是离开洛阳，还
是在洛阳等待，必须尽快决定。如果没能参加元旦朝贺的话⋯⋯将会丢官免职。清河焦躁不安，一连
喝下好几杯苦茶。　　“唉，真是急死人！到底是长安还是洛阳？吉备君，你有什么办法吗？”古麻
吕哆嗦着湿湿的厚嘴唇问道。　　“咦，小鸟在吵架。”吉备看着窗外，喃喃自语。他刚才就一直看
着檐端附近飞来飞去的两只灰色小鸟，相互啄来啄去。他脑子一直在转着：新罗大使金东益，过去在
长安的国子监一起学习时，他是一个豪放、磊落、耿直的汉子。但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们各自
回到自己的国家，步入政界，成了政治家，一直以玩权术耍诡计为职业。他为什么故意向我透露迁幸
的消息呢⋯⋯　　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清河说：“最可靠的就是朝衡大人了。但他却远在长安。”
　　这时，正在用火钳翻动火炉的真幸听清河这么一说，突然想到什么似的，随口说了一句：“朝衡
大人就在洛阳。”　　“什么！朝衡在洛阳？真幸，你说什么？”　　古麻吕瞪大了眼睛，真幸也为
自己不假思索便随口而出感到吃惊，再一听古麻吕那带有怒气的追问，便语无伦次起来。　　“为什
么？你说说看。”清河鼓励这位胆怯的年轻人。　　“我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听说洛阳政府与长安的
中央政府机构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皇帝。所以我想，长安有秘书监、卫尉卿的话，那洛阳也有⋯⋯”
　　“所以呢？”　　为打断古麻吕的话，清河点点头说。　　“是吗？真幸可真是看到点子上了。
洛阳政府的秘书监、卫尉卿就和朝衡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此人肯定是朝衡能影响到的人。是这样吧
？”　　真备精神一振，点点头。　　真备离开窗前，说：“我马上就去秘书省，拜访他们的长官。
是的，按惯例，陪都政府各机构头头的人事安排，的确都是由中央政府各相应机构的头决定的。　　
真幸你并没有在大街上瞎溜达呀！”　　吉备直接对真幸说话，从奈良出发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真
幸感到一阵茫然，这并不是因为自己逛了大街，而是多亏了奈良羽栗兄弟俩灌输的知识。真备匆忙地
徒步去了秘书省。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真备回来了。　　“他们要我去秘书省长官的府上。”　
　秘书省兼备有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情报局的功能。这天，秘书监，也就是秘书省长官刚好休息，真备
说明来意后，秘书省少监(副官)立即差人去长官府上，询问长官意思，答复说要日本使者马上去。长
官名叫李岚。慌忙换上礼服，准备好礼品等着。不一会，两名来迎接的使者就到了。庭院里停着漆成
黑色的四匹马拉的大马车，左右各立着五名随从。真幸也作为护卫同行。　　清河他们乘坐的马车漫
步通过了皇城正门，真幸同秘书省的随从们一起在马车侧面小跑地跟着。　　来到天津桥时，马车里
响起了清河的声音：“这风真冷啊。瞧，洛水都结冰了。”　　紧靠在车边的真幸听到这话，不禁打
了个冷战。突然，他涨红着脸向前面跑去。　　“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个蠢货想耍我？”　　“怎么
了？喂，你跑到哪里去？”　　清河吃了一惊，叫喊道。　　“对不起，我要离开一下。我要去找那
个家伙算账！站住，你这个骗子！”　　真幸快步跑过天津桥，向左一拐，在洛水河堤_卜跑着。前
面那个穿蓝外褂的男子，发现真幸追过来，慌忙逃跑。拐过一座小庙，两人的身影都不见了。　　“
大概是钱什么被偷了吧。”　　“不知道。还是老样子，好像在洛阳已交t了骗子。”　　“那肯定是
个女的吧。那小子动作还真快！”　　听了古麻吕的话，清河苦笑了一下。怕冷的他将头从车窗外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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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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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编辑推荐

　　摒弃戏说的轻松小说，尊重史实的精彩故事，本书荣获日本第50届读卖文学奖，一部全新的日本
和式风味小说，日本销售300万册。　　这是一部获得日本第50届读卖文学奖的小说。本书原名《飞翔
吧，麒麟》。公元753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带着秘密的使命来唐，却意外卷入安史之乱的巨大漩涡⋯
⋯随行的年轻护卫藤原真幸，英俊潇洒、剑术高超，身兼唐朝秘书监、卫尉卿的日本人朝衡，机智沉
着，力挽狂澜。作者凭自己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精细的历史考证，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玄
宗与贵妃的千古情爱、杨国忠与安禄山的权力斗争，描绘了大唐时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也讲述了朝
衡和王维、李白的深厚友谊，日本与新罗的勾心斗角⋯⋯　　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云谲波诡的故事
情节，香艳迷人的浪漫爱情，针锋相对的攻守妙计⋯⋯用这些精巧的元素垒造而成的小说，终使本书
不愧为一部获大奖的文学巨著！　　作者在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令人赞叹不已。安禄山造反时，阿倍仲
麻吕究竟居住何处？做了些什么事？现已无史可考。对此，这位作家别出心裁地运用小说的形式填补
了这一空白。通过严谨的情节布局和细腻的细节描写，成功地其文学想象力融会到文字中去，从而催
生出了一部引人入历史小说。　　作者参照《三国演义》的创作手法重新展现了《长恨歌》和《唐诗
选》的意境。可以说这是作者原先生十分成功的大胆尝试。此书的独特，不仅表现在创作上的新奇，
而且表现在作者对日本人的闭锁观点——把阿倍仲麻一直当做“乡愁的和歌诗人”的看法——的一次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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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精彩短评

1、日本人眼中的唐朝
2、当我看到一开头的人物简介【李春，女子，考取进士】云云就觉得大事不妙。这不是历史，也许
是所谓的历史小说吧，糊弄人的。
3、名字改的想吐⋯⋯
4、自从“那些事”成了书名后 ，类似的书就层出不穷了。没什么新意
5、太过做作
6、标题只是巧合。。这是日本人写的小说 初中的时候看得废寝忘食啊 现在看可能没那么能吸引人了
罢也许是
7、竟然是爱情小说`]--
8、很烂！我不喜欢这样的烂书，不吸引人。               
9、很有趣的书，大大激起了我对唐代的兴趣
10、很不错的历史小说！
11、《唐朝那些事》看完了。故事发生于安史之乱的前后十年（公元753～763）以日本遣唐使护卫真
幸的视角感受非常时期：朝衡与杨国忠宫廷斗法，安禄山从番族重臣踏上谋反的不归路⋯⋯真幸在这
个过程中饱经磨难九死一生，从一个楞小子成长为智勇双全的男子汉。我更喜欢此书的日语名字《飞
翔吧麒麟！》
12、想想还真不如那时候
13、没想象中好玩= =
14、垃圾书!上当了.
15、⋯⋯觉得有点糟蹋了这书名儿⋯
16、译者太不专业，对于唐朝完全不熟悉，过于现代的词语。
17、万恶的出版商
18、只为感受下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唉，叹古悯今。
19、未看过，只是帮朋友购买。。。貌似纸张还是不错的
20、改过的书名差评。日本人写的唐代小说，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硬是把阿倍仲麻吕的历史重要度拉
高很多，好执着......以及里面竟然也有一个精精儿
21、鬼子写的 我被蒙了。
22、一本略二的小说。其中讲述了作者对唐朝强大的原因的理解：包容，包容不同的思想，包容不同
的民族，包容不同的文化，正是因为包容一切的宽广胸襟，唐朝才能繁盛如斯。
23、整体来评论这本说，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情节上，都还可以，值得一看！但从名字上来讲，太令人
失望了。。。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再看这本书肯定会略有失望的，主要是写作风格的差异。
《明朝。。》写的比较痞一点，看着很过瘾。《唐朝。。》写作方式正统，开始看，说实话都想扔了
。。。。坚持看完后，感觉还ok。挺不错。。。还是转回来，对此书唯一不满的就是这个名字，纯粹
扯淡！
24、明明是历史题材，偏偏变成了你侬我侬，臣妾不服！！
25、初中看的 一般
26、越写越难看
27、日本人的YY，也蛮Y的
28、这是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买了好长时间，没有看几页，感觉需要沉下心来看。
29、日本人写的唐朝的故事，和明朝那些事不同，是较符合正史的小说
30、读了第一卷，有点像易中天的品三国风格，不过我对唐初历史没什么印象，读完感觉一般
31、朝衡，一个文化的高度崇拜者。
32、这是我读过的，最具唐风的外国小说，比某些国内的人写得还好些
33、我觉得挺好看，日本作家写的大唐跟我们的不一样。

34、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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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

精彩书评

1、一开始是以为和明朝那些事,汉朝那些事等一个系列了,看了之后,怎么都觉得不应该是中国人写的,
感觉像日本人写的.后来度娘一下,还真是日本人写的,完全就秉承了日本人一贯的狂妄自大,感觉自己是
整个世界的中心,一个遣唐使就算再得玄宗的宠爱,在那个盛世以及后面的乱世,难道还是他作为主线所
造成的吗,一个侍卫把整个大唐帝国的全部人都比下去了,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的人都围绕在这个
遣唐使下面,实在是太假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杨国忠的被杀以及之前的
一系列事情,完全是后来的矛盾激化,以及兵役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当然玄宗要付主要责任,所以晁衡在那
时也根本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和影响力,真不知道这种书还会有中国的出版商同意出版
2、《唐朝那些事》看完了。故事发生于安史之乱的前后十年（公元753～763）以日本遣唐使护卫真幸
的视角感受非常时期：朝衡与杨国忠宫廷斗法，安禄山从番族重臣踏上谋反的不归路⋯⋯真幸在这个
过程中饱经磨难九死一生，从一个楞小子成长为智勇双全的男子汉。我更喜欢此书的日语名字《飞翔
吧麒麟！》 （谁能告诉我，文中那个叫燕子的女性，到底是“阿姨、姑姑，还是奶奶呀！）
3、其实，我也有特文艺范儿的时候，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底稿写于两年前，如今再拿出来稍作改动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颇有一点回光返照的意思。就好比前几日我无意看到一篇文章，拍手叫好，心
想着这丫写得真牛逼，看完后才发现是自己两年前写的。嗯，是的。我想对自己骂那个F字开头的单
词了。我记得当年父亲在走出农村来到深圳教书后，在某一次春节回家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外面
的人谈正事跟我们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习惯在家门口端几条长椅抱着大茶杯，而外面的人喜欢在
饭桌上。”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选择见面的地方很多，比如碎石小道，再比如在公园散步，但如
今“外面的人”则千篇一律地选择饭店。好吧，我承认这篇书评是硬憋着写出来的，尽管我读这本书
的时候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在饭店的饭桌上，但是真的不能埋怨我，起初以为是被人灌了蒙汗
药，无时不刻地感觉到困。后来觉醒后才发现——谁看谁他妈的犯困。还好我是陶然还好我是陶然，
饭桌上我超级镇定地看完了，期间伴随着大量的番茄酸菜鱼和凉拌皮蛋豆腐。问题的关键在于，我随
即写了一篇我自己看着都蛋疼的文章。不多说了，上油焖大虾。哦，不对，上文章。在粘稠中窥探畸
形的帝国　　　　　　　　　　　　　　　　　　　　　　或许是不习惯外国小说中冗长的句子，抑
或其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枯燥繁复的叙述方式，说实话，拿到这本书，心里满是“敬畏”。我算是一
个心高气傲的人，大部分小说甚至某些名篇在我看来也都“不过如此”，但这部小说却让我觉得自己
本在这个功利化的社会中日渐麻木的心灵开始了思考，重新证明了历史和文学的价值。和式风味小说
就是日式风味小说，具有其自身民族特色的元素，以幽雅、静谧、深邃、曲折的文笔而闻名，而且与
日本普通百姓的家居生活也休憩相关，在日本，《唐朝那些事儿》销量高达300万册，可见它在日本的
受欢迎程度。也许正如所说，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阅读习惯的不同让我初读此书时深刻感受到其写作
手法的“粘稠”，何况全书描写的侧重点还是中国唐朝的一段远古的历史。但读罢全书，心里受到了
极大的震撼，因为几个主角在那个鼎盛的大唐帝国时期，体现了相当于那个时代来说多么难能可贵的
人性的光辉！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一部波澜壮阔的唐朝演义，居然出自于一个日本人之手！我想从五个
方面来表达我对这本历史小说的浅薄认知。一、真与假不同于以往的野史小说，《唐朝那些事儿》以
一个日本人独特的视角从整体上大致地把握住了历史整根线索，基本上整个大唐王朝的历史一一精彩
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虽称不上正史之作，但观其整体而言，这部历史小说符合了当时中国唐朝的历
史事实，加上其逼真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了那个遥远帝国的历史风俗和社会概况。当然，为了增强其
可阅读性，其中也不乏为情节作铺垫而虚构的人物。如男主人公藤原幸真，《大公报》的老板黄凯，
真幸的挚友高良，白氏二姐妹，波斯宝石商人，以及李岚、李春父女，甚至李茉莉这一重量角色也是
历史上无法查证到的人物。书中写到的朝衡乘船回国遭暴风漂及安南后帮助当地土著战胜敌人当上酋
长这段曲折精彩的经历更是靠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然而，就是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人物及其故事
情节，让小说读起来增加其曲折性、趣味性，当然也就更加引人入胜。二、诗与歌诗歌文化的发展在
唐朝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作者自然不会漏掉这一古典文化的精髓在书中的描述。无论是“回首苍穹思
奈良，三笠山上明月光”还是“此花好/一朵含千言/莫使花谢早/此花和一首/此花娇/花瓣有万语/日日
枝头俏”这样经典的日本著名和歌，还是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
上。”“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甚至一代诗仙李白的一首七言绝
句也收录其中：“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最为著
名的还是杜甫的那首《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一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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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拍案叫绝的诗歌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大唐帝国时期的诗歌文化的发展程度，更是迎合了
热爱中国文化的读者们。无论唐诗还是日本和歌，都让人读到了一种古典文学之美，也起到了一种丰
富文化底蕴的作用。三、美与丑相比起正史来说，此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鲜明和大胆。
尤其表现在两大男主人公朝衡和藤原真幸身上，虽然是日本人的身份，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仍然可以
看到他们对大唐王朝的忠诚，正义、勇敢、机智、爱国。至于其他人物诸如储光羲、郭子仪、李春、
李岚、李茉莉、包佶等人，以及“外国人”高良、阿米等等正面角色也都是正义勇敢的代表，作者刻
画得非常有性格和真实。有善良必有恶，自称为王的安禄山，手段残忍的紫禁队队长袁木，帝国的宰
相杨国忠，甚至晚年厌倦政治、沉溺于美色的唐玄宗，我也觉得应归于这一列。他们是丑陋的象征。
人物是故事的主体，正是由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上演了一部精彩绝伦的大唐演义，紧促刺激的故事情
节，细致的人物勾勒，也让这部历史小说大放光彩。四、人与线人物是故事情节的主导者，而历史则
是这部故事的一个总体线索。我们可以将本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日本遣唐使来唐参加元旦
朝贺仪式。第二部分：遣唐使乘船回国，朝衡遇难。第三部分：安禄山举兵造反，强势称帝。第四部
分：朝衡返唐平定局势，大唐得以继续发展。四个部分紧密相连，情节环环相扣。其间以另外一位日
本年轻人――真幸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为第二线索，描绘了这部精彩的历史小说，虽然其视角是一个日
本人，但是丝毫不应小其精彩程度，都是以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这一根主线在进行讲述
。其间故事的倒叙和插叙，宏大的场面描写，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等等都让读者在有根可寻的历史中
品位到文学作品的魅力！五、爱国与励志众所周知，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帝国，整
个中华帝国的命运走向难道是靠一个日本人在左右？这显然是没有充分说明力的，但靠作者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把这一想法成功地融入到这部文学作品中去，让人领略到了小说作品的巨大创造力。不容置
疑，看完全书，作者的思想得以传播，而小说的内容会让日本国民更加自信和骄傲，会有一股极大的
爱国思潮和励志精神在日本迅速蔓延开来。反观如今我国历史小说，无非是些枯燥晦涩的正史类著作
，读起来味同嚼蜡。再或者是一些无丝毫历史依据的言情武打类的小说，无丝毫价值和教育意义。如
何在历史小说中正确巧妙地融入“历史教育”和“文学养料”，恐怕是当下我国历史小说发展的当务
之急。历史不是一个人所创造的，祸根却是由少数人埋下的。这经常成为人们的借口，乃至整个民族
的借口，于是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唐朝衰弱全是他的错！全是杨国忠一撮人的罪行。《唐朝那些事儿
》这部小说通过日本人的视角以及其特有的“粘稠”文笔，让我得以窥探到了那个遥远的畸形帝国。
说实话，看完后我深受感动，既是因为这部小说，也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那段悠久的历史。而这本书
既反映了这段史实，又并不过分作假而取宠于小说，实乃一大作。
4、借着《明朝那些事儿》的热销，出版商把一本日本人写的唐朝小说《飞翔吧，麒麟》改名为《唐
朝那些事儿》，就推向了市场。本书是以一个遣唐使的角度，描写了盛世中的唐玄宗时代，如何经历
了安史之乱的过程。写的一般，可以作为浏览，30分钟足够了。
5、本以为和《明朝那些事儿》一样，这本书是讲历史故事的，我去从始至终沉浸在波澜壮阔的战争
场面，云谲波诡的故事情节，香艳迷人的浪漫爱情，针锋相对的攻守妙计⋯⋯而其中的爱情都是淡淡
的带点哀伤的爱，容易让人沉醉。。。作者是日本人，以日本人的视角看待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唐使的
使命，整篇中都流露出淡淡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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