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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征，大唐名相，史书记载是“钜鹿曲城人”，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
钜鹿曲城即今河北省晋县，相州内黄即今河南省内黄县。
和理想中的著名人物相反，魏征貌丑身矮，但却以其博学多识的才华、刚正不阿的品格，穿过历史长
河，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形象。
　　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年轻的时候在洛阳一所官办的学校里念书。
魏征的祖父叫魏彦，博闻强志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文笔华美。
魏长贤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聪慧灵秀之气，而且广涉经史，博览群书，文章隽秀。
这样，魏征就可谓世代书香，承袭了上两代人的才华气质，其非凡超群便有了历史根源，甚至有了血
统依据。
　　公元534年，北魏善于弄权的高欢盘踞洛阳，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是
为孝静帝。
改元天平，迁都于邺(现在的河北省磁县)，史称东魏。
至此，北魏消亡。
　　当年，魏长贤也迁居邺都。
他以博闻强记，书香门第，文采照人的名气被举为秀才，还当了淮南王元悦的秘书。
后来北齐政权建立了，依然建都邺城。
当时仍住邺城的魏长贤又被北齐平阳王高淹授予法曹参军，再转著作佐郎。
魏长贤任著作佐郎时，曾想撰写《晋书》以完成父亲的遗志。
在这个时期，魏长贤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胆子也就大起来，居然敢向济世祖武成皇帝高湛上书
发难，对当朝权贵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
那些贪官污吏们大哗，大为不满，切齿痛恨，联手反扑。
所幸皇帝高湛刚刚即位不久，为了收买人心，又慑于政治舆论影响，没拿魏长贤的项上人头，只是将
他一脚踢出京城，安排到上党郡屯留县当了七品县令。
这次官场斗争虽然就此画了句号，魏长贤也忍气吞声地认了，可他所有亲戚朋友却不依不饶，有的责
怪他不自量力，有的斥责他不识时务。
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指天骂地，说恶人当道，正不压邪。
　　朝中很多人为之惋惜，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魏长贤被贬，认是认了，不认也不行。
可是执迷不悟，死不反悔，始终坚持贪官得反，有罪必究，邪不压正，善恶有报。
　　说魏征刚正不阿随根，就有道理。
遗传基因如斯，奈何不得。
　　魏长贤不后悔。
受宠不惊，遇挫不失其志。
这种宠辱不惊的品格，被后人广为传颂。
　　北齐武平年间，魏长贤托病辞官，此后再没出仕。
　　魏征的祖父魏彦想写《晋书》，当然是想“以古为镜，以知兴替”，以此警示后人创业守成，魏
长贤承继乃父遗志，也想在这个天理大道上条分缕析，思有所成。
但是，两个人的志向最终都没有实现，多少政权更迭，多少人事沉浮，只是化做无限的深思和感慨，
沁入两代哲人的心底。
除了徒望长天皓月之外，还是一任长江之水东去。
　　有人说，穷富不过三代，作为一种治世醒人抱负的积累，大概也不过三代吧。
我们不敢说一个成功的巨商他的前几代一定是个穷人，也不敢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上几辈一定就是
个平民百姓，但是我们确实在魏征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厚积薄发的规律。
这种蓄势已久的汪洋恣肆的大智慧、大潇洒——当魏彦、魏长贤带着太多的思索和遗憾离开这个嘈杂
的世界时，他们两代人没有抒发出去的智慧的灵光、人生的精华，都汇聚在了他们的子孙身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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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80年，魏征来了。
　　魏征的童年时期，可以说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的，隋文帝杨坚以隋代周以后，紧接着开始了全
中国大统一的活动。
早在南北朝末年，北方强大、南方弱小的形势已成定局。
建德六年，北周出兵灭齐，一举统一了长江以北各地。
当周武帝伐齐之时，陈朝大将吴明彻进兵夺取北齐的淮南。
周灭北齐以后，立即伐陈，收复了淮南一带地区。
这样一来，当时北周的疆土，不仅据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而且包括了长江上游中游各地。
在北周末年，周武帝已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正因为这样，周武帝在世时，曾准备“平突厥，定江南”。
可惜周武帝不久病死，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在了隋文帝的身上。
　　公元589年的大年初一，隋朝数路大军一举突破江防，横渡陈朝赖以为天堑的长江，在陈都城建康
会师，韩擒虎、贺若弼相继挥师入城，陈兵望风而降。
陈后主从景阳宫中逃出，躲在一口枯井里，被隋军搜出。
至此，陈朝灭亡，从而结束了数百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复归统一。
这一年魏征尚不满十岁，还在河南省内黄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中读书识字，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个
充满杀伐的世界，正在等着他一显身手哪。
　　魏征生于北周，长于隋朝，正逢门阀制度的转型时期，虽然高门望族不像东晋宋齐梁时期那么兴
旺发达，不可一世；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存在了数百年的门阀制度怎么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
台？
恰恰相反，它在隋代，甚至唐朝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门阀制度的余风仍严重地左右着人才的选拔任用
，大大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尤其是每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与魏征相比较的那些人中，年轻时命运较好，宦途顺畅者，莫不是因为先世父辈的门第和地位在起作
用。
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家庭和家族都要比魏征“高级”、“尊贵”得多。
父亲魏长贤，终生只当过区区一著作佐郎和小小屯留县令，而且最后的结局“辞疾去职，终于齐代，
不复出仕”。
再从魏氏的郡望在钜鹿曲阳，而魏长贤已迁徙至魏郡的内黄这一事实上看，魏征一家早已潦倒败落到
连同族地望也沾不上边的境地。
所以在魏征的幼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在门阀士族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无依无靠，无产无业
，甚至无亲无助，只有在乱世中遁入道观，出家当一名道士，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确是顺理
成章的出路。
　　关于魏征在三十五岁以前的行迹，任何史书都记载不详。
我们只能在综合了各种史料后，勾勒出一条最简略也最接近事实的轮廓，推断出他在隋炀帝大业六年(
公元610年)以前，可能在内黄家中闲居，主要是在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之数县范围内流浪、
闯荡，交结了一些朋友。
但大部分时间仍是在家中读书习文，祖父和父亲虽然没有给他遗下什么家财和高位，但却留下了为数
不少的古今图书典籍。
一个没有其他出路的青年，在穷极无聊又暂无指望的混乱社会，读书无疑是他最自然、最合适的选择
。
从他启蒙识字时起，到大业六年止，这段时期不短于二十年。
二十年的读书生活，对魏征以后的人生，其方方面面的影响，实在太巨大了。
大约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魏征三十一岁那年，魏征出家当道士，从此离开了内黄县的家乡，开始
了他艰难的政治生涯。
　　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怀着他的理想，带着他的抱负而投身于政治实践的。
《旧唐书》本传称魏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这种“大志”是什么呢？
不是想发大财，成为大地主、大商人，因为他平生“不事生业”，根本就不把发家致富、置产业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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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放在心上。
也不是想成为大学者，虽“好读书”，但不是皓首穷经的书生型，而是“多所通涉”，“尤属意纵横
之说”。
那么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大志”呢？
他曾跟随过隋代大学者王通学习一段时间，当王通有一次问起他的志趣时，魏征坦率地回答：“愿事
明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中说·天地》第二)原来他的大志就在辅助一位有作为的英明君王，干一番拯世济民的大事业。
有关魏征抒发和流露个人情感和心性的文学作品非常罕见，仅能搜集到的一些篇章，却都能给我们一
种奋发向上、进取有为的积极印象和激励力量。
他出家做道士时，曾写过一篇《道观内柏树赋》，此赋有一篇序，其文日：　　元坛内有柏树焉，封
植营护，几乎二纪。
枝干扶疏，不过数尺，笼　　于众草之中，覆乎丛棘之下，虽磊落节目，不改本性。
然而翳荟蒙，莫　　能自申达也。
惜其不生高峰，临绝壑，笼日月，带云霞，而与夫臃肿之　　徒，杂糅兹地。
此岂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者哉！
(《全唐文》卷139)　　从这一短序中就表达了他不甘沉沦，不愿碌碌无为了此一生的雄心，希望有朝
一日摆脱于众草和丛棘，屹立于高峰之上的雄心壮志。
　　魏征由出生到成年这个期间，正是隋王朝由开国到崩溃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
　　杨广登上帝位后，凭借隋初劳动人民创造的巨量财富，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地炫耀统治阶级的豪
华生活，用政治暴力驱使千百万人民为他建东都，造宫室，筑西苑，开运河，修驰道。
这等巨大的工程，大的要常年役使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
营建东都洛阳，皇宫用的柱梁，远从现在的山西运去，一根大柱子须用两千人，运到洛阳须用十万工
，这项工程历时十个月，常月役丁二百万人以上，在官吏的摧残迫害下，“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出现了每月运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隋书》卷24《食货志》)的悲惨景象
。
隋朝于公元604年发丁男数十万人掘长堑；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每月发丁二百万营建东都，同年又发
河南、淮北民夫百余万开通济渠，淮南民夫十万人开邗沟；公元607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通并
州驰道，又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
公元608年调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通永济渠，又发男丁二十万筑长城。
除公元606年未有大规模动用民工记载外，在五年中共征调徭役不下六百万。
当时隋朝总人口是四千六百多万，征调民夫的比例高达七分之一，弄得“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
在这样的大征发中，广大农民被迫离开家园，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劳役繁重，兵役更频。
隋炀帝不断向外扩张，以满足扩大领土的欲望。
隋炀帝在他继位的头一年，就派刘方远征林邑(今越南顺化)，士卒患脚肿病，死亡十分之四五。
公元611年隋炀帝又因大举进攻高丽而进行大规模征调，使广大地区人民陷于死亡境地，许多被征调的
丁壮，大批死亡和逃亡，牛车等生产工具都被征用在兵役和徭役上，物资被征光抢尽，搞得民不聊生
，“邑落为墟”(《隋书》卷4《炀帝纪》)，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切，都将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推
向绝境。
　　隋炀帝做皇帝十三年，经常巡游在外，留在都城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
他不仅多次出游江都，而且先后巡游了河北、榆林(内蒙古托克托县境)、五原、河右、陇北诸地。
每次巡游，从行队伍“常十万人”，到处寻欢作乐。
公元605年秋，炀帝带着皇后、妃嫔、诸王、公主、文武百官以及大批的僧尼、道士、卫队，共二十万
人，从显仁宫出发，分乘小船自漕渠出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然后改乘龙舟及其他各色船只，共计
数千艘，首尾相接，前后二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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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船的民夫，各穿杂锦彩衣，不下八万人，两岸还有骑兵护随，旌旗蔽野，水陆照耀，豪华非常。
所过州县，五百里之内都要贡献食物，“丰厚者赏，疏俭者罪”。
因此，州县官吏拼命搜刮，借机勒索，一份贡献，一份肥己，几年之内他们无不成为家累金宝的暴发
户。
各地贡献的食物太多，用不完的就全部埋掉，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被随意挥霍，糟蹋。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为巡视北方，下令开御道三千里，迫使农民“举国就役”，这次巡游带
甲士五十万，马匹十万，共花四五个月时间。
巡游队伍所过之处，农民的生计被剥夺得精光，很多州县强迫农民预先交纳几年的租赋，弄得民众倾
家荡产。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为准备对高丽的战争，以东莱(山东掖县)和涿郡(北京西南)为水陆进
兵基地，下诏征天下之兵，不问远近，都在涿郡集中，其中有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弓弩手三万人，
岭南排(盾)镩手三万人，全国四面八方的战士奔赴如流，向涿郡集中，战前就已达到一百一十三万八
千八百人。
第二年，杨广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督造三百艘大海船，元洪嗣督造极其残酷，“诸州役丁，苦
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隋书》卷74《
元洪嗣传》)。
因需要陆地运输工具，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戎车五万辆，送高阳(河北高阳县)，以供装载
衣甲帷幕(《资治通鉴》卷181)。
随即广征民夫，从事转运。
公元611年调发江淮以南的民夫和舟船，转运黎阳和洛口诸仓的粮米和兵甲攻取之具，送往涿郡，舟船
相接十余里，往还于路者，经常有数十万人，昼夜不绝，弄得死者相枕，腥臭盈路，天下骚动。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第一次侵高丽战争开始，杨广亲率水陆军共一百一十三万八千八百人，分
二十四军由涿郡出发，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
另一支由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结果水军虽攻到平壤城下，但被高丽的伏兵打得大败
，四万水军，能逃回海口的仅数千人。
陆军由宇文述、于仲文指挥的九个军计三十万五千人，在渡萨水的战斗中，被高丽军打得大败，逃回
辽东城的只有二千七百人，第一次征高丽的战争宣告失败。
　　此后，隋炀帝继续发动了两次对高丽的战争，也没有达到目的。
由于赋税繁重，连年不断的徭役，特别是为了征高丽而进行的全国性的大征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
严重破坏。
当时，“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饥馁，妇女纺织，不足以赡资装”(《隋书·食货志》)，以至出现“万
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的凄凉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始采树皮叶，或掠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相自食”。
　　“人肉之价，贱于犬豚，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米价贵至数千钱一斛(三百五十斤)，目无处可
买。
”　　“老瘦男女被称为添把火，妇女少艾被称为美羊，小儿连骨吃下，叫做连骨烂，被食者又统统
被称为两脚羊⋯⋯”　　广大百姓不堪重负，终于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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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初谏议大臣——魏征，（580－643），在历史上以敢犯颜直谏著称，创历史上君“畏”臣的先例，
是君臣关系的典范。
与房玄龄、杜如晦等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
他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深为唐太宗器重。
    他谏说唐太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等，被唐太宗称为是一面可知得失的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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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暗结姻缘遇宝藏招亲认母拜豪杰瓦岗军师处偏席效主入门招旧部二进大唐随太子拒贪倡廉举贤人
审时度势储君争玄武兵变定江山行军途中解危难秉公直谏治国纲百官封爵拒淮王太宗霸业反分封依法
抗旨劝君王阻修琼楼谏封禅奉旨赈灾黜贪官皇亲国戚遵国法功高遭忌中诡计指点江山著朝典贞观盛世
助太子皇上骄逸巧谏君朝星陨落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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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615年秋，河南辉县境内的元庄，一个五甸左右的老妇正在院子里清扫着被秋风刮下的落叶，
眼见得日落西山，老妇不时往院门外抬头观望，她的女儿去元家还没回来，兵荒马乱之际，老妇着实
为女儿担心。
正在她焦虑不安之时，忽听院门被沉重地撞开，老妇一惊，看见自己的女儿背着一个人，踉踉跄跄地
奔进门来，老妇不知怎么回事，忙迎上前去叫道：“女儿，这是谁？
”　　裴小姐头发零乱，气喘吁吁：“母亲，快来帮我。
”　　老妇来不及多说，帮着女儿把那人抬到上房，放到床上一看，却见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面
色蜡黄，双手死死地抱着怀中的一个包袱，翻过身来一看，后背衣服已被鲜血染透了。
　　老妇惊愕不已：“女儿，你怎么把一个男人背到家里，他是谁？
”　　裴小姐拢了一下头发，坐在椅子上整理着揉乱的衣衫，说道：“母亲，你先别问了，快去弄点
水来，先把他擦一下。
”　　老妇见女儿的样子，没有多问，弄来一盆清水。
　　裴小姐躲到里屋换衣服。
　　老妇为这个男人擦拭身子。
等到裴小姐再出来时，老妇已经为这个男人擦洗完毕。
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说道：“是不是又是逃兵？
我们家没有这么大能力帮他们，况且你又是一个女儿家，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进．家，让别人看了
会怎么说？
”　　裴小姐出来时，已经把家中的草药拿出来，让母亲帮着，母女俩为那个男人包扎好伤口，母女
俩很想把那个包袱拿下来，但那个人死死地抱住不放，两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他抱着，看着那个男
人气息平缓了，裴小姐才疲倦地坐在了椅子上。
　　气定神闲之后，裴小姐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
娇弱的脸上，呈现着一派沉静聪敏、干练成熟的神态。
原来，她在傍晚时分去好友元宝芸家借绣花的绷子，宝芸家在村的西边，途中正遇几个隋兵在追着一
个人，那个人五短身材，瘦弱不堪，裴小姐躲在一棵树后心惊肉跳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本来那个逃命
的人完全可以跑得更快，裴小姐恨他为什么不把那个破烂的包袱扔掉，这也许使那些隋兵更以为那是
什么金银细软。
隋兵边喊边追，那个人死命向前跑着，本来这样的场面这些日子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裴小姐也想着
不去理会这件事，赶快去宝芸家，但是她发现那个男人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村的南边，而那里是一个被
洪水冲出来的一条深沟，平时干旱无水，涝时水流湍急，由于历年的冲刷，大沟已经两丈来深，裴小
姐把心吊到了嗓子眼上，她想，这个人如果掉进那个沟里，肯定就没命了。
这个想法就像她的诅咒一样，那个男人看到前边的大沟突然拐弯，顺着大沟向前猛跑，隋兵哪里肯放
，一拥上前把他扑在了地上，也就是在那一瞬间，裴小姐眼看着那个男人挣脱了隋兵的手，大喊了一
声：“生不逢时，死而何惧!”一个翻身，滚进了那条大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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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初谏议大臣魏征》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传记作品，也是一部通过阅读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通
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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