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师 院 学 报 1θ 83年 第 1期

治 国 思 想

——读 《隋书》札记

郭 英 斌

《隋书》是唐代官修史书之一,其 中的

《帝纪》和 《列传》由魏征t房启等负责纂

修,而由 “征总知其务”。其间的 《序》与

《论》皆魏征亲手所撰①。他通过 《序》、

《论》的撰写,总结了隋亡的沉痛教训,表
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

隋末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农

民战争史上是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西自陇

右,东迄海岱,北起幽燕,南至江淮,纵横

广袤的中原大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

卷入大起义的洪流。小者结寨固城自保,大
者跨州连郡,称王称帝,名 号数以百计,人
数u千百万数。使强盛的隋王朝迅速土崩瓦

解,归于覆亡,其动员群众之广泛,参加人

数之众多,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打击,对门阀

士捧势力的扫荡,较之其它各朝的农良战争

都是兀与伦比的。李唐王朝虽在镇压这一淤

的义血泊里建立起来,但面对群众的无比威

力|新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接受隋亡教

训,∷ 改弦易辙。在这方面接受教训最深刻,

于局势认识暴清楚者,莫过于太宗李世民及

其谏臣魏征了。     =
魏征虽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级,但自幼

生长农村,少又孤贫,早年曾出家为道壬。

他的出家不能用落拓不羁、出世超 尘 来解

o66o

释,实是不愿与流俗同流合污,是愤懑于隋

炀帝的暴政,是另-种形式的反抗。以此可

知他与一般与世浮沉、只谋个人利禄的士大

夫是有所不同的。后来他参加了农民起义 ,不

管其动机如何,作为一个士大夫阶级的知识

分子,能够勇敢地与 “盗贼”
为伙,就是∵

个不寻常的行动。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迫不得

已,是由于 “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

迫,救死萑蒲。”②是自救以之救人之法。

由于生活的经历,使他对农民的不幸遭遇 ,以

及对现实的愿望,有 了深切理解;又由于亲

身参与了农民起义的斗争,对农民蕴藏的巨

大反抗力量有了新认识。这些因素就构成后

来他治国理民思想的出发点。而儒家的中庸

思想,则是他治国理民的思想基础o他认为

儒家的 “仁政
”学说,是治国治民的良药 ,

是防止农民反抗,致天下于太平 的 唯 一 途

径。在他看来, “仁政
”的内涵主要是指统

治者要 “至德深仁”③、 “节用而爱人,使
民以时”④、 “敛从其薄” ⑤、 “选 贤 举

能”。让百姓在徭轻、赋薄、刑宽的较安静环

境下生活。他认为这样上下相 安, 矛 盾 :消

除,国家自然就臻于升平了。

(二二)

魏征认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在于安民,民
之得安在于统治者爱惜民力与民财,要 “爱



其力而成其财”⑥,如果过度使用 民力 民

财,必定走上 “财尽则怨,力尽则叛”◎的

道路,隋朝就是因此而亡国的。因此,魏征∷

提出一个
“
静

”
字作为治国指导恩想占他引用

古语说 :“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

之使静a水静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宪

章”0,“ 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

而安”◎。只有民众安静下来,才能有秩序

地从事生产,繁荣百业,以时输 送 租.税 徭

役,人民才有乐生惜死、生衍繁殖的兴趣,

在上者的地位才能稳定。他深刻J筐得 “动”‘

生 “膏1” 的辩证关系,故特别强调 “静
',

∷“静
”贝刂能 “安”, “安”贝刂能 “久

”。∶

魏征总结了厉史上正反两个 方 面 的经

验。远则秦汉的兴亡,近则隋朝的成败,他

都认真加以 考 察。他 认为汉之所以兴∷在

于黄老 “清静无为
”思想的指导,创造了ˉ

个较长期安定承平局面,而秦之所以速亡,

在于始皇与二世横征暴敛,无休止地剥蚀民

脂民膏。隋之所以兴,在于文帝当政的二十

余年间, “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

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

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

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可见

是执行 “静”的国策的结果。所谓 “静”并

非让统治者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动之

以时,适度而止。文帝初期,仍 “戎 车屡

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但 “民致 时

雍,师无怨蠃”④。可到了其子炀帝时,就

反向而行, “骄怒之兵屡动,土 木 之 功 不

息”@, “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⑩,进而

发展到 “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

芥,顾群众如寇仇”⑧,把普天下的臣民都

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致使百姓 “分离哭泣之

声,连响于州县”, “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

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稂”⑩,以至易

子而食,析骸为炊。死于战场、死于运输道

途、死于饥饿者十有八九。民众在求生不得

的情况下,只有拿起武器批判这个独夫民贼

了丿终使其 “身死人手,社稷为墟”⑩,得郅

应有惩罚。面对这个∵
“率土之心,鸟 :惊 鱼

溃”的惨痛局面,魏征翡愦地总绡道: f自

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串,生 灵涂

炭,丧身灭国,未有右斯之奉也”⑩
,∶ 从币

引出了足够的鉴诫。Ⅱ ⅡⅡ     ∷ ∶∷

魏征认为,要按受隋审的教训,就得回

复到 “静”的轨道上来。鸺从各种不同角度

和各类具体事件?反复地同太示陈述谇ˉ观

点r要 〃以隋为戒〃,“殷鉴不远,在夏后衤

世”
Ⅱ并在 《隋书》的 巛序》、 《论》中加

以总结。他一再告诫太宗霉慎绛如始地奉行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⑩.^“无为无欲|

清静之化”⑧的国策。     ∴

(三 )     ∷

魏征总的经济指导思想是 f无为无欲,

清静之化”
-他把唐初社会比之为△个害了

十年大疾而初愈的病人,浑身只∷有皮骨,女口

臬让他负米∵石,日行百里,那 是不 可 能

的。勉强行之,必仆伏于道。故必须让其静

养,逐步恢复元气。为此,他一再要求太寨

要 “戒奢以俭”,指出奢则必致厚敛;奢则

必荒于国政,追求逸乐。 “自古帝王,∴ 莫不.

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⑧, “宜思隋之

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 宇,安 于卑

宫,若因基而争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

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②

基于这个原因,他还一再反对太宗的土木兴

建,反对封禅大典,反对列土封王,反对西

域诸国的朝贡,反对不足应征年龄青年征召∵

八伍∴反对已除租税的再征,∷反对和雇 (强

雇工匠)与和市 《强购物品)。 他认为这骘

都会增加人民负担,∷ 造成供顿劳费j不利,于 :

休养生息。对太宗∷轻用民力,托辞于 “百姓

无事则骄逸,∶ 劳逸则易使?∶ ,^则 反 驳地 指

出Ⅱ f臼 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J劳 而 安∴者;

也彳∴p。 =迅“说近年以米,∵ △正兵之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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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多别驱使 (军队用作其它劳役)。 和市之

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
”

,

“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

甚。杂匠之徒,下日 (服役期满后)悉留和

雇
”②。东封泰山,会造成 “供顿劳瑙”

,

不胜负担,虽有给复 (免除赋役)9 “不瓣

百姓之劳”。分封诸王,会加重民赋,使国

家经费困绌, “
倘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

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

畿外,若尽以封邑9经费顿阙”⑧。接纳西

域诸国的朝贡,将造成
“
边民荒耗,将不胜其

弊
”
吖的恶果。高昌化为州县, “则须千人

镇守9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十

年之后,陇右虚耗矣”⑧。但对于西域商人

来内地经商,他却十分赞同,认为有利于边

地经济的发展和边地人民生活的改善。

综上可资概见,魏征的经济思想,是以

养民、裕民、安民为目的的,要 求 在 上 者
“无为无欲”,无所兴作,不过于聚敛,使
民众在 “清静之化”

的环境下,发展小农经

济,过着较为富裕、有再生产能力的安静生

活。这种经济思想,完全有利于唐初社会经

济的发展,有利于休养生息。唐朝前期之所

以能繁荣强盛,有 “贞观之治
”,主要就是

太宗在一定程度接受了这一经济指导思想,

并在太宗以后一段时间的继续执行。这是魏

征的最大贡献。

(2彐 )

∷ 魏征虽在 《隋书》的纂修中反复申述天

道、天命的存在9认为帝王的权力是受之于

天,兴废由天命决定,非人力所能谋取。说

隋之将兴,是 “天之所赞”②,隋之将亡,

亦是 “天之所废,人不能兴。”⑧这不仅为
隋的统治披上合法的神装,也为唐之代隋披

上合法的神装。但从魏征与太宗往复的议论

中,以及向太宗历次的奏疏中,从未言及天

命,甚至还有反对的表示,不赞同封禅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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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为证。故他之言天命只是从俗 的 权 宜 之

言,而其所关注者全为人谋。他认为人谋乃

国家治乱所系,并反复强调隋的兴亡 “
亦人

事之工拙也。”⑩

所谓人谋,主要指君与臣的筹戈刂谋略作

用,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可谓抓住

了治国的核心问题。魏征认为只要为君的善

于自我约束,广听下言,择善而从,再挑选

一批文武臣僚,作为辅弼,使智谋之士谋议

于庙堂之上9爪牙之臣奋击于疆场之地,循
良守法的地方长吏善于抚驭百姓,国家就会

长治。但这一切能否实现,关键在人君的作

为。他从儒家宗法等级观念出发,认为君为

腹心,臣为股肱9君在治理国家中居于首要

地位,肩负着 “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一

人而已”
的重责。往往因为 “一人失德,四

淘土崩”,⊙ 演成国亡家破的惨祸。因此人

君必须具有 “至德深仁
″

的品质。所谓 “至

德
”就是 “克己复礼

”,使 自己行为合于礼

仪规定,做到崇节俭,禁奢欲;慎举止,禁
放纵;听谏言,勿威擅;息兵戢,慎开拓 ,

清后宫,勿淫荡。总归起来就是小心谨慎 ,

把私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使之奔放无所

羁縻。要 “居安思危9戒奢以俭
”,反对竭

泽而渔9割股填腹的愚蠡作 法。 所 谓 “深

仁
”就是勤政爱民”即勤于治理国家事务,

关心民间疾苦,爱惜入民生命,爱惜劳动成

果。他认为”人君的爱民与约束自己的奢欲

放纵9是二位一体,互为表里,应该是 “民

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人君自己不过

于聚敛,不过于使用民力9人民自会相得益

安,不会起而抗争9其统治地位也就会得到

长期的稳定了。

魏征认为人君并非无所不知9无所不晓

的天生圣哲,依然有贤愚哲暗之分。而天下

之大,事务之繁9非一人全能理解,遇事就

应同百僚反复详议,广泛听取意见。这样才

能使自己耳更聪9目 更明,视野更开阔,头
脑更清醒,不受贵佯蒙蔽。处理事务才会合



于情,便于民,利扌国,适得其中,此即真

一再强调的 “
兼听则明”之意。同时作人君

的还应鼓励、诱导臣下进言。这样既能使智

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又能以 此 识 别 忠

佞9佞者不能害其奸,忠者更能尽其能。如

果人君闭目塞昕,臣下因谏言动辄得咎,自
己就会成为有目无所见、有耳无所闻的盲瞽

之人!所 以魏征以人君能否接纳谏言9仵为

判别贤愚的重要标志之一。他高度赞扬长孙

平建议赦诽谤之罪,是 “仁人之言”,并认

为隋文帝悦而从之, “其利亦已博矣”⑩。

魏征认为君王要治理好国家,还得挑选

好大批臣僚。他十分赞同中国传 统 的 儒 家
“选贤举能〃的用人原则”认为人君用人 ,

除了择其 “忠饣卜,就是才智的挑选。选择人

才,任用人才,魏征十分赞同管仲所提出的
“知”、 “用”、 “信

”三原则⑦。 “知〃

就是知人、识人,善于发现人才。 “用”
就

是要把人才安置在适当职位上,使其发挥专

长9施展才干。 “信
”
就是信任勿疑,使其

安于职守9不受小人之谗,才干得到充分而

持久的发挥。除此,他还要求:发现不称职

者或佞人,要及时处置9去邪勿疑;要摒除

一切恩怨亲疏成见”佞者虽亲必除”忠者虽

远必收;人的才能往住短长互见,不可见其

短而舍其长9应舍其短而用其κ。这就足 f岜

一贯坚持的 “知人善任”之意。他还认为 ,

仵人君者要爱护自己的臣下,如同爱护自己

的手足一样。但要爱憎适度,赏罚分明。要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⑩。还要有赏

有罚,赏罚分明,赏不避仇雠,罚 不 阿 亲

贵。因为有功不赏就不足以励忠良9有罪不

惩就不足以戒佞幸。至于作臣子的职责,魏

征认为就是上事真君,下治其民,竭忠尽力

地去完成职守。魏征十分重视对直接牧民的

州县长吏的挑选,要他们做到 “如父母之爱

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

苦为之悲”, “随其所便而处之9因其所欲

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
使民众对他们

“敬而悦之,爱而亲之”⑩。这样的要求 ,

在封建社会中当然是办不到的。但在-定程

度上却体现了魏征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他还

认为只有 “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
”@。

故一再敦劝太宗施用教化,以为大乱之后,

教化更能收效,如饥之求食,寒之求衣,痛
驳了封德彝所谓人心浇薄,教化 不 易 的谬

论。应该指出,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
够有如此的认识,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

① 《隋书·宋本原跋》、《旧唐书 ·魏征传》。

②③⑧Θ⑧ 《隋书 ·列传卅五 ·论》

④ 《论语 ·学而》

⑤ 《左传·哀公十-年 》

⑥⑦⑩ 《隋书·食货志》

⑧ 慈隋书·列传卅八 ·循吏论》

⑨⑧②⑧⑧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

⑩⑧ 《隋书 ·帝纪第二 ·论》

@⑩ 《隋书·帝纪第四·炀帝论》          、

⑩④⑧ 《旧唐书·魏征障》

⑩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⑩魏征:《 谏太宗十疏》           ;
⑩② 《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

⑧⑩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

⑩ 《隋书·列传卅六 ·论》

⑩ 《隋书·列传四十九 ·北狄论》

⑨ 《隋书·帝纪第五 ·论》

@《 礼记·缁衣》

⑩ 《隋书·列传十一 ·论》

⑩@《 隋书 ·列传卅八 ·循吏序》

b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