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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
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
。
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
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史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
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
吴兢作为史官，他不仅能够秉笔直书，还能不顾个人安危直陈政事，发扬了史官忠于历史的赤诚品格
。
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无力驾驭朝政，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各派势力都在拉邦结派，朝臣人人自
危。
安乐公主要废太子而自立，太子因发动兵变失败而被杀，后安乐公主又把矛头指向相王李旦。
吴兢在这严竣形势面前，写了《上中宗皇帝疏》，劝诫中宗要明辨是非，珍惜兄弟情谊，最终保住了
相王李旦。
数年后李旦执政，是为睿宗。
在唐玄宗执政时，吴兢反对玄宗集大权于一身、群臣不敢纳谏的局面，上疏玄宗，主张朝廷行政要按
规章制度行事，他说：“上自天子，下至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吴兢在担任史官期间，他还利用业馀时间写出了《贞观政要》以及纪传体《唐书》、编年体《唐春
秋》等书，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
当初，吴兢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
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吴兢从容地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
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都被他断然拒绝，并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唐会要·史馆杂录》)因为不替当朝宰相张说隐讳其恶，而被贬官荆州司马，后在天宝年间才得
以返朝。
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秉笔直书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
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经感受到衰颓的趋
势。
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
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初衷。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所以它一直为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和珍视。
在封建社会君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
他辅佐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也曾亲眼看到过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
但由于隋炀帝施行暴政，因此隋王朝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他感受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更深深地认
识到“君，舟也；民，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二十三年，期间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
龄、魏徵、杜如晦、王硅等诸臣反复讨论经邦济世的大计，最后逐渐形成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
洁奉公、任贤纳谏、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防患于未然等一整套治国兴邦的策略。
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建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贞观之治”局面。
《贞观政要》虽属记载史实，但并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组织全书，作者一反过去纪传体或编年体的繁
琐写法，对传统的记言体裁又加以改造更新，创作出了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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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在以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思想，从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
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
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
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
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
把安定百姓与自身修养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
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的安危确实具有普遍的意义。
书中还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人才使用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
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
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
核和赏罚。
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贤臣集中于初唐政坛，正是因为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
”的繁荣局面。
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
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也是非常关心的。
在《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中，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做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
见。
全书共十卷四十章，每章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言简意赅，清晰
明了。
书中广泛引用了哲理教义较深的格言名句，因此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
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所以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书中列举的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贞观年问的政
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成了后世“朝野上下必备”、“入
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
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
领导者、管理者借鉴。
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
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
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
意。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仍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
骈宇骞戊子春正月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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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
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
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
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
阅读此书，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
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仍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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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
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
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
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
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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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
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
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
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
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
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
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
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左庶子。
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
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
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
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征，鉅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临黄。
武德末，为太子洗马。
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
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
”众皆为之危惧。
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
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
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
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馀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
”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
深谋远算，多所弘益。
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
”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日：“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
同此宴。
”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
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
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
”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
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
”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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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贞观政要》中列举的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贞
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成了后世“朝野上下必
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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