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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
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
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
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
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
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
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
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
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
而有争议)。
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益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
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
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
、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
大义。
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
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
为什么要学国学？
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
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
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
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
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
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
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
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
《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
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
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
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
国学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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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
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
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
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
。
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
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
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
益。
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
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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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贞观政要》共有十卷，四十篇，精心勾画出了贞观年间君臣决策运筹、治国安邦的政治全景图，以
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是唐太宗建立空前强大的
帝国的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示了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

《贞观政要》由唐朝人吴兢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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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兢(公元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著名史学家。

他所撰写的《武后实录》记述了张宗昌诱张说陷害魏元忠的史实，后来张说当了丞相，几次要求修改
文字，都被吴兢严词拒绝，时人称之为当代董狐。

吴兢一生修史，取得很大成就，修编有《唐史》、《唐书》、《唐春秋》、《则天实录》、《中宗实
录》、《高宗后修实录》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并流传下来的是《贞观政要》，被后人称为中国第
一帝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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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
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
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
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
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
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
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
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
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
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
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
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
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
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
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
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
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
法度重新发扬光大。
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
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
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
听您的调遣。
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
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
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
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
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
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
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
人心悦诚服。
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
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
中等。
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
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
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
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淫乱，其实和淫乱是一样的，它的
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
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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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
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
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
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译文】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
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
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
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
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
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
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
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
吗？
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
。
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
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
表谦恭却心存怨恨。
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
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
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
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
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
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
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
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
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
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
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
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
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
。
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
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
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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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兢编写的《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建立空前强大的帝国的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示了贞观之治的成功实
践。
全书内容相当丰富，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
；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
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类于编年体)。
《贞观政要》是注译本，有原文，有注释，还有译文，以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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