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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是个急性子

本篇的主角，是被称为日本“大化改新”幕后推手的中大兄皇子。这个人很有性
格，不仅自己生前亲自主导了无数场掐架，死后还折腾得历史学家为其评价问题争
论不休。

中大兄皇子这么愿意折腾，跟其出身
可能有点关系。王子的家庭比较奇葩，爹妈
不仅都当过天皇(父亲舒明天皇，母亲皇极
天皇)，还是亲兄妹。按照现代遗传学的理
论说来，这种至亲结婚所产生的后代夭折
率很高，侥幸活下来的中大兄皇子了不得，
19岁就成功策划了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
的主要目的，就是干掉圣德太子曾着力限
制的权臣苏我氏。

上一章我们说，圣德太子用宪法十七
条的方式给苏我氏编了个笼子，打消了外
戚篡位野心。不过，不篡位不等于不主政，
事实上，自从苏我马子同志被他外甥忽悠
了以后，苏我氏的权力还往下传了两代，而
且代代都是首席大臣。

中大兄皇子这一支由于是皇族内部
“自我联姻”，跟当惯了天皇舅舅的苏我氏
关系比较远，本就属于比较热血的激进派，
加上后来又认识了比他更激进的好基友中
臣镰足。两个愤青碰在一起，愤怒程度成平
方倍数增长。为了完成前辈的未竟事业，干
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当朝的苏我氏家主苏
我入鹿干掉算了。

但是，搞政变这事儿光放嘴炮是不成
的，还得有帮手。于是两位青年跑去找他们
的老师南渊请安问计。南渊请安是日本当
时的大学问家，曾留学中国，平时没事儿就
爱宣传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啥的。但老
先生听完两位徒弟的方案，当时就炸了。老
先生说：“苏我入鹿再怎么说也是国家重
臣，没有天皇的命令，岂能容你们两个小子
说杀就杀了？”一通训斥惹得王子和中臣镰
足面面相觑，他们实在想不明白，平日里最
强调君权为大的南渊请安，怎么一到关键
时刻也叛变革命了呢？

气头上的南渊老师估计只顾喷人，没
把反对政变的理由给学生们解释清楚———
圣德太子和南渊请安这些人的确强调要向
中国学习、尊重君权，但他们同样强调，这
种尊重是要以“礼”的方式实现的。宪法十
七条第一条就讲“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没
事儿别老想着以暴力解决问题。但新一代
的“有志青年”中大兄皇子显然不信这一
套，打着继承圣德太子遗志的幌子，却想着
靠砍人上位。两者孰是孰非暂且不谈，但可
以看出，这位中大兄皇子，跟一心想做个安
静的美男子的圣德显然不是一路人。

愤青也有逆袭时

虽然前有圣德太子定的规矩，后有老师的教育，中大兄皇子还是决定一条道走
到黑。中臣镰足帮他拉拢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少爷，封官许愿。于是，公元645年6月，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乙巳政变”发生了。

想搞定苏我入鹿，不是件容易的事。中臣镰足替中大兄皇子想的办法是把苏我
入鹿骗到皇宫来开会，见机行事。按说这个方法也不错，三国演义就经常搞这一套，
什么“帐下埋伏五百刀斧手，以掷杯为号”等等。可《三国演义》那会儿还没出版，无
从借鉴经验的中臣镰足百密一疏，偏偏忘了安排怎么发信号。结果谁先起事成了全
靠自觉自愿的活计。当天，苏我入鹿到场后，虽然皇宫里满是中大兄皇子的同伙，但
大家都不想挑这个头，眼看着会要开完了，苏我入鹿还全须全尾地在那儿坐着。关
键时刻，中臣镰足硬着头皮跳出来大吼一声：“苏我大人，你家失火了！”倒霉的苏我
入鹿循声望去，飞来的一箭正中左肩，中臣镰足的小伙伴们一看军师都出手了，纷
纷冲上去补刀。一通暴力围殴过后，宫外没有传来失火的消息，大殿上却凭空多了
一摊肉馅。

当时在位天皇不是别人，正是中大兄皇子的生母皇极天皇。当天，中大兄皇子
是以他娘的名义把苏我入鹿召进宫来的，所以皇极天皇从头到尾近距离观看了这
场由她儿子导演的恐怖真人秀，女皇陛下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中大兄皇子给母亲
解释说：“苏我入鹿图谋不轨，儿臣为国除害，下令将其诛杀。”女皇陛下愣愣地看了
儿子好久，说实话，皇极天皇本人就是苏我入鹿扶立的，两人平素关系不错，苏我入
鹿临死前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向天皇求救。不过此时，旧友已经成了肉泥，儿子还握
着屠刀，女皇大人显然知道此事不可太过较真。于是她故作欢喜，说了一通“皇儿明
察秋毫、英明睿断”之类的套话，表示大和朝廷后继有人自己深感欣慰等等。明摆着
就是要让位给中大兄的架势。

当时，大唐的玄武门之变也才刚刚发生不到二十年，中大兄看到母亲要让位，
满心欢喜要给这出戏来个日本版本，但关键时刻，却被中臣镰足拉住了。中臣镰足
毕竟是这帮人里比较有脑子的一位，他很清楚中大兄此时要是接下天皇之位，原本
说好的“清君侧”就成了“篡班夺权”。再三商讨之后，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
抬出他舅(其实也是他叔)轻皇子继位，是为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自己则当了皇太
子。同时新朝改年号为大化，著名的“大化改新”就在中大兄皇子的幕后操纵下推出
了。

“大化改新”爱说大话

话说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政变成功后，第一反应又是去找老师南渊请安请
教治国之道。南渊看着两个不听话的学生居然“创业成功”，一开始表示不爽，但架
不住他们“为天下生民计”的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帮他们拿了个改革方案。

以南渊请安的建议为蓝本的“改新之诏”一共四条。其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
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贵族对土地和部民私有，改土地、部民为国有，国家计口授
田。其二，效法唐朝租庸调制，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交谷物(租)，服劳役或纳布代役
(庸)，交地方土产(调)。其三，中央设神袛、太政二大官和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
里。其四，兵制方面，京师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以上就是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这次改革与后来的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
上的两次重要变革。从条令的制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继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之
后，日本人民再次发扬了山寨到底的精神，基本上把唐朝的行政、军事、税收体制全
都照搬了过去。想法很美好，但缺点是这次改革的跨度有点太大了。日本在此之前
还是尚未脱离部落结构的“部民制”国家，老百姓都是先拜当地贵族的码头，再通过
贵族效忠天皇。大化改新一出台，原先的部民(名义上)成了直接效忠天皇的“公
民”，过惯了小日子的民众果断表示不适应。贵族那边，原先都是称霸一方的土皇
帝，如今成了给天皇打工的上班族，反抗情绪也比较严重。总结起来说，大化改新的
步子对于日本来说迈得稍微大了一点点，除了中大兄皇子等一批愤青和南渊请安
之类“唐粉”学究外，关心现实利益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感觉比较不靠谱。

等到公元660年，中大兄皇子终于熬上了天皇皇位(史称天智天皇)时，他发现再
不找个由头来凝聚一下人心，日本下一步似乎就不好带了。偏在此时，朝鲜半岛的
战事为他找到了个外出找揍的机会。

不打不识相

事情的起因还是跟圣德太子有点关系，由于圣德自立门
户的外交策略，日本也开始在东亚圈招收小弟，头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前来捧场的，是朝鲜半岛上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邻国
百济。朝鲜半岛当时被新罗、百济、高句丽三个国家瓜分，百济
实力相对较弱，找日本求罩也算情理之中。没承想，两国刚好
了没几天，百济就被新罗联合唐朝给灭了。

凭良心讲，唐朝灭百济倒不是有意要败日本人面子。唐朝
当时的主要对手是三国中最强的高句丽，灭百济属于对付高
句丽前顺手进行的“准备工作”。然而，这让日本国内既怒又
惧。一辈子喜欢折腾的中大兄皇子觉得这口气断不能忍，何况
国内又有转移矛盾的需要，所以从继位前就开始一方面向朝
鲜增兵，一方面暗中支持百济复国。这么当面锣对面鼓地跟唐
朝对着干，一场恶战显然是在所难免了。

公元663年8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以唐朝和新罗
为一方、日本和百济为另一方，号称中日历史第一战的“白江
口之战”正式打响。其实，光看战前的兵员配置，你就隐约能感
觉到日本人没啥赢的可能，唐朝参战水军大约七千人，分乘
170多艘艨艟巨舰；日本那边一万余人，却分乘八百多艘小船，
双方造船技术上的差距首先就摆在那儿了。真正开打之后，两
军指挥上的水平差距又显现出来，日军指挥朴市田来津看到
双方战舰个头差异，觉得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倒唐军，于是盲目
下令整个船队向唐军发起进攻。八百多艘小船，又没有现代的
指挥系统，场面之混乱可想而知。唐军统帅刘仁轨一看日军这
个阵势，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日军围在阵
中。日军就这样被包了饺子。唐军又从船上放火箭，一时间白
江口水面成了一片火海。据《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军海战

“焚四百船，海水为丹”。日本水师损失过半，在陆地上眼睁睁
看着的日本陆军一看仗打成这个样子，顿时丧失与唐军过招
的勇气。同年9月，数万日军陆续撤离朝鲜半岛，同时带走了不
愿意受唐统治的数万百济遗民。日本势力至此退出朝鲜半岛，
此后一千年，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

白江口之战虽然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不怎么受重视的小
仗，但对日本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对刚刚当上天皇的中大兄皇
子本人，一天之间折损数千士兵、四百艘战船，这个打击对于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他来说实在太大了。之后的几年，由
于担心唐军乘胜追击打上日本本土，他一直在国内搞战备，征
发大量的劳役在北九州修筑堡垒，为保证工程进度，日本一度
抽壮丁到了见人就抓的地步。当然，如此忙活其实无非就是求
个心理安慰。但白江口之战的另外一个效果是，原本推行不下
去的大化改新，在“亡国危机”面前重获新生，日本快速成为一
个律令制国家。喜欢折腾的中大兄皇子也算歪打正着了。

中大兄皇子梦魇中的唐朝军队最终也没有来，唐朝此时
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高句丽，对于日本主动凑上来挨的那顿揍，
在位的唐高宗甚至没有利用一下的自觉。过了两年，甚至打算
遣使赴日主动修好。搞笑的是，这个诚意满满的举动，据说最
终要了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的命。由于情报工作做得不扎
实，日本那边误以为唐朝不是要出访而是出兵，天智天皇竟在
惶恐之中，积忧成疾最终去世。

在他死后，被打服了的日本开始虚心向中国学习，中日也
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不过，对这位“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中
大兄皇子本人来说，用“不打不识相”总结他在白江口之战中
的碰壁，似乎更贴切一些。一生喜欢玩心跳的中大兄皇子，最
终把自己“作死”在了对华战争中。

羁绊两千年第五章：

生生命命在在于于折折腾腾
上回我们说到，公元622年，日本花样美男圣德太子过早地离开了日本人

民。这时的日本对内约束住了权臣，对外挣足了面子，一时四海宁静，似乎进
入了一段很好很和谐的时代。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却结结实实
地又折腾了几回，还跟中国掐了一架。这几次折腾的主导者出身跟圣德一样，
也是个王子。

本报记者 王昱 魏新丽

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发动“乙巳政变”将重臣苏我入鹿拉下马，并推出了“大化改新”。 漫画/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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