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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朝(公元618年一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
都有辉煌的成就，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中国相继于秦汉之后的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
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尽管大唐王朝已随时光而逝去，但其曾经的繁荣与昌盛、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却是不容否定的。
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为华夏子民带来了不可撼动的民族自信，值得每个中国人骄傲。

　　《细说大唐大全集》讲述了唐从建立到灭亡的近300年历史，涵盖了版图疆域、行政区划、人口、
官制、军事、农业、冶铁业、商业、文化、宗教、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内容。
全书以宏大的气魄，充满激情的笔墨，刻画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历史人物，描绘了一幅波
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记录了大唐帝国的兴亡沧桑和为中国留下深刻烙印的辉煌文化，全景再现了唐朝
的勃兴与衰落。

　　回味中国历史，品味千年文化；纵观风云变幻，感受时代变迁。
本书力图通过对唐朝近300年间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回顾反思，帮助读者探寻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
与契机，感受当年的雄浑质朴与清丽温婉。
一书在手，遍阅大唐王朝恢弘壮丽的历史；一卷在手，尽览大唐帝国近300年的盛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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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知人善任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唐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征为秘
书监，参与朝政。
这是其知人善任、选贤有方的典型例子。
　　（1）选人重品德 太宗能知人善任，首先由于他认识到除了施政方针的正确，官员也必须贤能，
这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亡的大事。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房玄龄说：&ldquo;致治的根本，在于选拔贤能，量才使用，设官要少
而精。
&rdquo;还打比方说，&ldquo;任官不得贤才，就如同画饼充饥，不能食用。
&rdquo;他对太子李治说：&ldquo;治国在于进贤退奸，赏善罚恶，不徇私情。
　　&rdquo;他对大臣褚遂良说： &ldquo;我要始终坚持做三件事：一要借鉴前朝的成败得失；二要进
用善人，共同治理天下；三则不听信谗言，弃斥奸佞之人。
&rdquo;他晚年为教育李治，总结一生治国之道写成《帝范》一书，在《求贤》篇中写道：&ldquo;国
家的辅弼大臣，必须选用忠良，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实现大治。
&rdquo; 又说：&ldquo;人才济济，远远胜过黄金万两。
&rdquo; 选贤任能被作为唐太宗一生的治国之本，并且他要求宰相等大臣也要这样做。
太宗即位不久，就叫宰相封德彝举荐贤能之人，但过了较长时间封德彝没有举荐一人。
问及原因，封德彝说：&ldquo;臣并非不尽心此事，只因现今没有值得向陛下推荐的贤德之人。
&rdquo;太宗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ldquo;君主用人就像使用器具，各有所长。
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实现盛世太平，难道都是借用别的朝代的人才辅佐的吗？
问题恐怕是自己不知人，怎么可以乱说成今世没有人才呢！
&rdquo;后来，太宗也为此事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
他说： &ldquo;你们位列宰相之位，应替朕分忧，广纳贤才。
但听说你们每日忙于处理诉讼等一般事务，这对于朕选拔贤才有什么帮助呢？
&rdquo; 为了能够让大臣没有顾虑地协助皇帝选举贤能，太宗在贞观初就对大臣们讲：&ldquo;朕现在
迫切地访寻贤才，专心探求治国的道理。
一旦得到你们推荐的贤能之士，会立刻提拔重用。
　　但也有些人讨论说：&lsquo;那些选拔重用的人都是宰相的亲朋故旧。
&rsquo;诸公只要出于公心，就不要顾忌这些流言蜚语，畏首畏尾。
古人道：&lsquo;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rsquo; 这是为了能举荐出真正的贤才呀！
望诸公大胆举贤任能，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和自己有仇怨的，也可以推荐。
&rdquo; 能否举荐贤才后来还被太宗作为赏罚大臣的重要依据。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就因为任职很久，从不向太宗退一小人、进一贤者，而被削职为民。
　　唐太宗不仅深刻地认识了用人的重要性，而且提出要把品德放在选拔人才的首位。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对杜如晦指出选人中存在的问题：&ldquo;朕最近见吏部选人，只注重华美
言辞，而不了解品德行为。
品德不好，任官数年后，暴露恶迹，那时虽以刑法严惩，但已经使百姓蒙受伤害了。
这样选人怎能获得贤才！
&rdquo;后来，太宗和魏征又讨论这一问题。
他说：&ldquo;君主必须小心谨慎地选人任官。
现今天下人都仔细地观察仿效朕的一举一动。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
&rdquo;魏征补充说：&ldquo;自古以来知人就很难，因此进行考绩，善恶察明，以定升降。
今日欲求贤才，必须深入访察品行，只有访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才能任用。
即使这样的人办事不利，也只是才能不强，不会对国家造成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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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误用了奸佞小人，越是强干，为害越大。
在乱世时可以专取才能用人，不顾品行；但太平时必须任用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
&rdquo; 后来，在给太宗的上书中，魏征提出君主要能识别&ldquo;六正&rdquo;、 &ldquo;六邪&rdquo;
。
他解释道：&ldquo;所谓六正，即一为圣臣。
这类大臣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能够洞察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利弊得失，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君主立
于荣显之位。
二为良臣。
这类大臣全心全意地劝导君主施行礼义仁政。
君主做得对时能加以鼓励，做错时能够补救。
三为忠臣。
这类大臣废寝忘食，进贤不懈。
并经常激励君主专心求治，谈古论今。
四为智臣。
这类大臣在事情刚一出现就能预测成败，对祸患能早做预防，杜绝祸根，转祸为福，使君无忧无虑。
五为贞臣。
这类大臣严守法令，做官清正廉洁，而且能辞禄让赐，饮食节俭。
六为直臣。
这类大臣在国家混乱时，不同流合污，能犯龙颜，面指君主的过失。
所谓六邪：一为具臣。
这类大臣安居官位，贪图钱财，不理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
二为谀臣。
这类大臣对君主说的一切都说对，做的一切都赞好，千方百计奉迎君主，以讨取欢心，而不顾后患无
穷。
三为奸臣。
这类大臣心存奸诈，外表谦恭，能言善辩，妒能嫉贤。
他想进用的人，就大加粉饰，隐其罪恶；想黜退的人，则只讲过失，对他的美德则一概不提。
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
四为谗臣。
　　这类大臣的智慧足以掩过饰非，口齿伶俐足以打动君主。
内可离间君主骨肉，外可在朝廷制造混乱。
五为贼臣。
这类大臣独断专行，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损国害家，而且擅于假借君主旗号，自我吹嘘，狐假虎威
。
六为亡国之臣。
这类大臣一方面以邪恶的手段引诱君主荒淫无度，一方面结成朋党，蒙蔽君主的视听，使君主是非不
明，黑白不分，直至恶名无人不晓。
&rdquo; 这里魏征实际上提出了识别官员的两大类十二条的具体标准。
这十二条标准中，&ldquo;六正&rdquo;类大臣，只有&ldquo;智臣&rdquo;是从才能方面谈的，&ldquo;
圣臣&rdquo;是才能与德行兼有的，其他的都是从德的角度提出的；而六种邪臣全部是由于无德，没有
一种是由于无才。
魏征认为，君主用这些标准去考察官员的实际行动，就能够做到知人善任。
太宗对此很是赞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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