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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版）》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编者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在查阅、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以学派、人物为核心，阐述中同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的学说。
第二，把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分为六个时期，科学地揭示中同政治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及其发展
规律，力求整体把握中围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加深对中同传统文化的理解。
　　全书史料翔实、逻辑性强、文字流畅，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版）》可供高等院校政治
学与行政学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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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即位后切实推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鼓励垦荒和宽乡占田，租庸调法旨在不夺农时。
这些法令制度的推行，反映了统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限制了
士族、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唐初还采取了一些奖农、劝农的措施，制订了限制徭役的法律。
这些政策无不体现了李世民统治集团的重农思想。
 （三）轻徭薄赋 轻徭薄赋是“安天下”、“存百姓”的重要措施之一。
李世民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他深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道理，认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
因此，他把省徭赋的目的放在使民富足上。
他说：“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世民采取了不少措施。
如多次诏令减免全国或某些地区的赋役、租赋。
在租庸调法里规定了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
控制宫宇台阁的营造，减少了百姓额外“劳弊之事”。
为了防止滥用人力，在《唐律·营缮令》里，对于民工的役使从刑法上加以约束。
这些具体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生产时间比较有保障，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重贤 李世民贞观统治集团的重贤思想中有三点最为突出：重视人才，任人唯贤，用人所长。
 李世民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并认为“政治之术，在于得贤”。
他大力兴办学校，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了国子学规模，比隋文帝时扩大了百倍之多，从隋时的70人增加到8000多人。
科举考试的科目也更加完备。
通过科举科目的设置，确立了育才的目标与评价人才的客观标准。
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其标准者，便可进入官僚阶层。
 李世民任人唯贤，在考察与任用人才时，把“贤能”与否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
只要是贤者，便可以为其所用，不计贵贱、亲疏，亦不计个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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