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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十二讲丛书”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的面向大众的讲史系列丛书之一。
我感到这个题目很好，因此设计了题目和文章的风格，各章主要由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撰写，完成初稿
后，大家进行了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态度非常认真。
本书以绪言为纲，综理了唐朝的历史地位、发展脉络、各阶段特点、重要的社会和制度变化等；各讲
则选取了十二个问题，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唐代历史的风貌，希望对热爱唐代历史的读者有所启迪、有
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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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欣，女，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自198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教，现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国家重点学
科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城市史。
出版《唐代选官研究》、《中华文化通志·选举志》、《唐代奇相李泌》等多部专著。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文杂志》、《中国文化研究》、《唐
研究》、《光明日报》、《中国历史文物》等报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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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载舟与覆舟——贞观之治的启示　　大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唐都长安大内
北门——玄武门，一场兄弟残杀，喋血宫门。
三天之后，政变的主角被立为太子。
两个月之后，他正式登基为皇帝。
　　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
同他的名字一样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在他统治时期内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盛世之一——
贞观之治。
　　李世民年少成名，不过不是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坛，而是在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战场上
。
他不仅首谋义旗，帮助父亲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反隋，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而
且之后又伐薛仁杲，征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为唐王朝的巩固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李世民在他29岁当上皇帝之前，主要是在戎马倥偬的疆场上度过的，对政治、统治国家等事
情并不是很精通。
诚如他自己所说：“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
”　　但是当上皇帝之后的李世民深知守成以文的道理。
他开始“手不释卷”，并且逐渐“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他把大臣奏疏“粘之屋壁，出入观省
”，以“尽臣下之情”；他“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一个兢兢业业、夙夜求治的皇帝，加上
一群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文武百官，为我们演绎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贞观长歌。
　　一、吸取教训，借鉴经验——贞观方针的制定　　历史是教训与经验并存的，后人观前史，总是
要吸取教训，借鉴经验，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
不过我们总是易于吸取历史的教训，却难于积累历史的经验。
因为教训是深刻的，是惨痛的，是刻骨铭心的；经验却是平淡的，是轻微的，是隐于深处的。
贞观君臣之所以能够开启一段盛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既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又能借鉴历史的经
验。
　　太宗即位时，唐王朝虽已建立了约有九年的时间，可是除去讨伐各种割据势力、统一宇内的时间
，唐王朝真正致力于国家治理工作不过才一两年的时间。
摆在李世民面前的首要问题便是寻求治术，从而把整个国家纳入正常的运转轨道。
　　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讨论治理之术，并且感慨：“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也就是说，隋乱初戢，太宗担心老百姓不容易被教化。
谏议大夫魏徵接着皇帝的话说：不是这样的。
太平盛世的百姓容易娇贵散漫，娇贵散漫则难于教化；历经乱世的百姓深感愁苦，深感愁苦则易于教
化。
这就好比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太宗觉得魏徵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右仆射封德彝站出来表示了不同意见：夏、商、周三代以来，百姓日渐浇讹，故秦朝以法律来理国
，汉朝则杂用霸道，他们大概不是不想教化好百姓，只是做不到罢了。
魏徵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如果信用他的虚妄之论，必定会国破家亡。
魏徵也不甘示弱道：每个朝代都有各自治理国家的方法。
像黄帝、颛顼、商汤、周武等人之时，都是太平盛世，难道不都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吗？
若说人心不古，渐致浇讹，那么发展到现在，人恐怕都变成鬼魅了，还谈什么治理百姓。
　　这场辩论以魏徵的胜出而结束。
　　为什么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徵的意见？
正是因为魏徵的意见不仅吸取了历史的教训，而且借鉴了历史的经验。
　　太宗起于戎伍之间，历经隋末动乱，深知隋炀帝乱政的教训。
百姓乱中思治，唐太宗在起兵反隋的经历中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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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认为百姓乱后易于教化，正是基于此考虑的，这与太宗的经历体会相符。
这就是所谓的吸取历史的教训；吸取教训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还是要学习。
魏徵的意思是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统治方法，我们唐王朝也不例外。
只要采取符合时情的统治方法，我们一定能够治理好国家。
大家试想，此时的李世民初登王位，又正值中年，志得意满，正是希望一展身手之时，再加上战场上
培养起来的自信心，哪里有连百姓都治理不好的道理？
魏徵的意见与太宗的心思不谋而合。
反观封德彝的言论就没有这么高明了。
魏徵的意见最终得到李世民的认可自是情理之中了。
　　这次君臣讨论在贞观时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孟宪实在《百家讲坛》中所讲：这次讨论是为贞观时代“定策”。
也就是说，通过这次讨论胜出的魏徵的意见成了唐王朝今后二十多年问的总的指导思想。
孟宪实因此把魏徵称为贞观之治的“设计师”。
　　有了总体方针，接下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了。
唐太宗是贞观之治的主角，“怎么做”这个问题自然也应该由他来决定。
　　二、至公无私。
诚信为本——唐太宗的人格表率　　唐太宗的帝位来之不易，里面凝聚了太多文臣武将的心血。
如何处理好这批功臣的封赏问题，非常棘手。
　　武德九年九月，也就是太宗即位后一个月，他把群臣召集起来，面定功臣的封赏爵邑，并说：大
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尽管提出来。
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服道：想当年臣首应义旗，跟随陛下起兵反隋。
现在论功行赏，却在房玄龄、杜如晦等舞刀弄笔之人之下，臣心不服。
太宗怎么会不知道叔父的大功大德，于是不慌不忙地说：叔父虽然首倡举兵，可是与窦建德一役，叔
父几乎全军覆没；兴讨刘黑闼之时，叔父望风而逃。
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邦固国，功劳自宜在叔父之上。
叔父是皇亲，但我不能因为私恩就随便给您封赏。
大家一看这种情况，连自己的叔父太宗都考虑得这么公平，也就都心悦诚服、无话说了。
　　太宗这步棋走得漂亮。
不仅顺利地解决了功臣们的封赏问题，而且通过这件事向文武百官展现了一种处理问题的姿态：至公
无私。
　　自古帝王最难处理的便是公私问题。
中国古代自夏朝以来便是一种“家天下”的局面。
不管天下多大，对帝王来说，都是自己的家业。
众口难调，要想让天下人都觉得你这个皇帝是公平的，实属不易。
　　唐太宗一直贯彻一个理念：以天下为公。
他经常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君王，要以天下为公，不能对任何事情存有私心。
解决功臣们的封赏问题，就是贯彻了这个理念。
他先从自己身边的人下手，从皇亲国戚下手，更是让群臣无话可说。
　　我们说到公平、公正，往往会联想到依法办事。
唐太宗不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百姓。
比如曾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盗。
太宗不屑一顾地说：百姓之所以去偷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盘剥，他们饥寒交迫，迫不得已而为
之。
作为君王，我应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百姓丰衣足食，他们自然不会再当盗寇，
哪里用得着什么严刑峻法！
　　太宗不主张依重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手下纵容。
应该依法办事时，太宗则能秉公办理，即便犯法对象是自己的旧友故交，也能割爱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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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三年（629），濮州（今山东鄄城西北）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革职，自言曾在秦王幕府供职，为
太宗故旧。
太宗可怜他，打算让他官复原职。
魏徵以为不可，谏道：秦王府之幕僚，中外甚多。
陛下此举之后，恐怕会有很多人倚恃旧恩，投机取巧，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
太宗转而对相寿说：当初我为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我为君王，乃一国之主，不可唯独对故人抱有
私心。
况且臣下据理力争，但愿你能体谅我的难处。
于是“赐帛遣之”，与之挥泪而别。
太宗赐庞相寿以绢帛，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毕竟大家故交一场。
但他终不以私害法，公正地处理了这个贪污案件。
　　君主示臣下以公，臣下自然也是执法必公、处置公允。
贞观六年，太宗亲临大理寺监狱视察工作，对死刑犯逐一询问，皆言自己死有余辜，没受冤枉。
太宗觉得他们很可怜，就对他们说：我和大家做一个约定：现在是冬天，我放你们回去；来年的秋天
，你们再来这里集合受死。
当年共有390名死刑犯被放回家。
到了第二年，全部如期而归，无一人逃逸。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故事。
　　390名死刑犯无一人逃漏，其中除了太宗人格魅力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贞观君臣公平公正地判决
，使他们知道自己该死，没有被冤枉，他们死得明白。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神话。
　　太宗处理问题不仅公平，而且讲究诚信。
太宗即位不久，大臣裴矩上奏：百姓遭受突厥侵扰的，请每户给一匹绢，以表安抚之情。
太宗说道：我以诚信御使天下，不会只求虚名、不讲实效地去发布一些空头命令。
每家每户，规模大小不同，口数多少各异，怎么能够给相同数量的封赐！
最后，太宗下令，以各户人口数为标准，加以抚恤。
　　太宗不仅以诚御民，而且以诚使臣。
他常以喜欢疑忌臣下的隋炀帝来规诫自己。
他曾对群臣说：隋炀帝多猜忌，上朝之时，面对群臣，往往一句话都不讲。
我不会这么做，我同大家“相亲如一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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