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年 4 月 14 日擬】

               【隋史三題----開運河、征高麗與盗賊蜂起】

一、「隋」是一個怎樣的朝代？

1、楊堅何以能取周而代之？

2、隋文帝時代何以天下富裕？

3、隋煬帝即位後，呈現出怎樣的圖像？

二、隋代開運河，功過得失如何？

1、運河的開鑿，為時不長，原因何在？

2、隋煬帝修築運河之動機為何？發展交通，推動經濟，還是為了一己的遊

玩享樂？

思考一：動機不好，是否結果一定不好？

3、運河成了聯繫南北的經濟大動脈，唐宋帝國盛衰與運河的通塞密切有關。

參考讀物：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

4、運河對於生態造成怎樣的影響？

違背天然水系；分黃河之水；破壞排水系統，形成小湖陂，亦造成乾旱；

從孔府檔案可知，糧產下降是由於嚴禁民間向運河爭水。（趙  岡、陳鍾

毅著《中國經濟制度史論》，第四章「墾荒與農田水利」）

思考二：為什麼二十世紀前半與二十世紀末期，對運河的評價會有如此巨大

的差異？

三、隋煬帝征高麗，是一種「侵略」的舉動嗎？    

1、隋煬帝為什麼要征高麗？

      「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應作怎樣的解釋？

2、隋煬帝征高麗，是不是「侵略」？

      「侵略」是什麼意思？戰爭可以分為「正義的」與「非正義的」嗎？



3、我們與鄰國之間的「歷史」，應該怎麼寫？為什麼？

4、看看歐洲的例子：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rch

思考三：我們應該寫一本各國學生一起閱讀的教科書，以「避免」誤會，「確

保」和平嗎？

思考四：歷史為什麼重要？學生為什麼要學歷史？相對而言，怎樣的歷史是

非常可怕，一定要避免的？

指定閱讀：名家論述精選之二十六，隋文帝的「厲行節儉政治」。

三、隋末為何盗賊蜂起？

   1、誇示富強，所費巨萬，有需要嗎？

   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

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

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610）

    2、相聚為盗，原因何在？

    （竇）建德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

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

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

      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3、李密是怎樣的人物，楊玄感何以不用其策？（611）

    李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

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非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

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

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

深交。（613）      

      4、李密何以成為「義軍」的領袖人物？

   張須陀引兵擊翟讓，讓曏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

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

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陀素輕讓，方陳而前，

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

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

四， 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616）

      5、李密何以殺翟讓？影響為何？

    （李）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床前，聲若牛

吼。（617）

      6、李密與宇文化及隔水而語的記載，意義何在？

    李密與宇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

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

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

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



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618）

      7、李密何以失敗？

    李密與舊將帥間相互猜疑不一心，這是最大的弱點。黎陽戰後，精兵損失極

重，錯誤地估計王世充作亂，內部分裂，東都早晚可以取得，愈益驕傲自滿，李

密失敗的時機完全成熟了。王世充抱著死裡求生的決心，率精兵二萬餘人，攻擊

李密軍，李密軍大潰敗，舊將帥單雄信等叛變，投降王世充。李密無路可走，只

得率殘部二萬人投奔唐朝，其餘將帥和州縣官多歸附王世充。字密來到唐朝，嫌

待遇不夠優異，與王伯當出關圖谋叛變，被唐朝殺死。李密藉洛口倉米，聚眾將

近百萬，以為人多勢盛，就足以成大事。他並不知如何用眾，也不知如何用兵，

更不知如何用將，尤不知自己如何做人。他從農民領袖變成隋的降臣，又變成唐

的叛臣，軍事上的失敗結合政治上的失敗，使李密成為不值得同情的失敗者。他

的失敗，為唐朝增加了優勢，同時，也為王世充造成了強大的割據勢力。王世充

戰勝李密，兵力大增，619年，廢隋皇泰帝，自稱皇帝，國號鄭。（范文瀾，《中

國通史簡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