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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唐朝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大政方
针，这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政治信心
和耐心，从历史上看，容易出现两方
面的问题，第一是最高当政者是否
真心实干，而且能不能长期坚持。第
二是官员们是否都想得通，怎么排
除阻力。

空谈误国
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会讲“以

德治国”来博取喝彩。但是，这个口
号最容易流于空谈。对于统治者来
说，不少人是读过书，发布政令和训
导百姓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把尧
舜禹的治国理想说得头头是道，深
明大义。但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
人依然失败呢？
这些统治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如梁武帝萧衍、梁元帝萧绎父
子。第二类如隋文帝、隋炀帝父子。
先说第一类，他们有什么特点

呢？四个字：空谈误国。梁武帝萧衍
出身于兰陵萧氏，这一门在江南非
常显赫，据传是汉朝名相萧何的后
代。萧衍自幼聪明绝顶，而且博学多
才，和大史学家沈约、大文学家
谢眺等人号称“竟陵八友”，
是那个时代文化江南的领军
人物。可知梁武帝的才学不
得了，更高出这八个人一筹
的是他胆魄过人。南齐末年
政治乱局，梁武帝崛起，开国称
帝，建立梁朝，给江南带来了难得
的和平安宁、文化繁荣。南方文化
可以同北方相抗衡，就是从这个时
期开始的。梁武帝在政治上不折
腾，不乱整人，崇尚文治，都是优点。
但是，他小富即安，特别是晚年沉迷
于佛教，大建寺庙，“穷极宏丽，僧尼
十余万，资产丰沃”，“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偏安江南的王
朝全然忘记了北方大敌当前，陶醉在
江南春暖之中，男人涂脂抹粉，世家
子弟听到驴叫以为是老虎，吓得抱头
鼠窜，个个弱不禁风。梁武帝成天和
大臣们谈论佛教道家，探讨宇宙终极
道理，奢谈人生理想，把国家大事都
放到脑后，仿佛说了就是做了，终于
政治矛盾激化，梁武帝好心收留的
北方叛将侯景，看穿梁朝是泥塑的
菩萨，徒有其表，悍然称兵作乱，把
梁武帝困死在都城里。
梁武帝死了，他的儿子总应该

吸取教训吧。恰恰相反，梁元帝萧绎
玄谈的功夫更在乃父之上。“侯景之
乱”平定之后，萧绎当了皇帝。这时
南方王朝在长江上的战略要地已经
都落入北周的控制之中，在这种形
势下，谁都会发奋图强，梁元帝当然
也大谈文治，还组织百官听讲学习，
他亲自讲解，津津有味。一直到北周
军队包围都城，枪林箭雨，杀声震
天。你知道梁元帝在做什么吗？他若
无其事，依然在大殿上讲论《老子》，
百官戎服静听，仿佛有大义在此，神
明保佑，何惧强敌？后来发生的事情
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城
自然被攻破了，梁元帝期待的神明
没有出现，他彻底绝望了，迁怒于书
籍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放一
把火，把四十年收集来的珍贵古今
图书十二万卷付之一炬。梁元帝不
明白自己宣扬道德，为什么会国破
人亡。南朝著名的文人庾信的《哀江
南赋》替他做了回答：“宰衡以干戈
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空谈
道德便万事大吉，把国务兵事当做
儿戏，能不灭亡吗？这是真人版的阿
!群正传，精神胜利法。

唐太宗向大臣们讲这两个故
事，引以为戒：空谈误国！梁武帝、梁
元帝面对深层次的政治社会问题，
不去解决，而是靠空谈道义，说到底
就是在混，在回避矛盾。社会问题决
不是念念经就能敷衍过去的。因此，
空谈以德治国不但虚伪，更是不想
担责任解决问题的幌子。

作秀败德
第二种类型，是把“以德治国”

作为花瓶来点缀，粉饰太平。隋文
帝、隋炀帝父子可以说是代表性人

物。隋朝税费的征课是最严重的，把
老百姓剥削到家无三日粮，连妇女
都被征调去服沉重的劳役，开河筑
城。但是，我们在隋朝官方文件中见
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隋文帝在位的
时候，多次宣布，因为国库充实，把
部分租税赏赐给百姓。这些赋税的
减免都被记入史册。隋炀帝在这方
面丝毫不比他爹差，他把成丁的年
龄大幅度提高，还宣布免除妇女的
课役。要知道，成丁才收税，提高成
丁年龄就等于推迟征税收税年龄。
这些措施多么动人，以至于后代研
究历史的人，将这些记载串起来，觉
得隋朝挺宽厚的，是被人抹黑了，为
它鸣冤叫屈，甚至歌功颂德。
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唐太宗

一语道破。贞观八年，唐太宗对大臣
说道：“隋代老百姓哪怕有财产也是
保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朝廷经常
在法令规定之外征调赋役，表面上看
时不时会有朝廷的赏赐，但是很快又
都被征调走了，这一边刚拿到手的东
西，另一边就被加倍拿了回去，只留
下空欢喜一场。这种恩赏还不如不
要。原来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的减税
都是在作秀，为自己博取美名。
唐太宗有没有刻意抹黑隋朝呢？

一笔账、一个事实就可以做出正确的
判断。哪一笔账呢？我前文曾说到隋
朝国库留到唐朝还能用几十年，按照
隋朝的减税措施，这些钱粮难道是隋
文帝、隋炀帝变魔术变出来的吗？一
个事实是什么呢？隋炀帝时期因为劳
动力不足，大量征调妇女服劳役，这
在当时人的记录中比比皆是。
显然，隋朝统治者非常善于作

秀，把自己粉饰得道貌岸然。这种游
戏玩一两次也许可以蒙骗过去，经
常做就穿帮了，天下老百姓眼睛都
亮着，其结果反而伤了朝廷的本。什
么本呢？那就是朝廷的信义，从此朝
廷说话没人相信，甚至只能反过来
听。一个王朝到了信义破产，离灭亡
就不远了。
唐太宗吸取隋朝的教训，极力

避免做这类粉饰的事情。他说我自
从登基以来，用心养育百姓，没有劳
役征发，让民众能够安心生产，守住
财产，这就是我的赏赐。不扰民，不

强征暴敛，让老百
姓安居乐业，就是
朝廷能给予百姓实
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治国一

不靠小聪明，二不
靠作秀，三不靠小

恩小惠，四也不靠自
吹自擂。唐太宗说得在
理，做得怎样呢？贞观初
年，北方遭受突厥入侵，乡
村受损。主管社会经济的
民部尚书裴矩向唐太宗建
议，每户给绢一匹，进行救
济。这应该是个好主意，却被

唐太宗打回来了，为什么呀，难道唐
太宗到分钱的时候也像隋文帝一般
小气吗？那倒不是。看看唐太宗的批
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要以诚信治
国，不贪图救恤百姓的虚名，所以要
把事情做在实处。乡村每户人口差
别很大，怎么可以按户分配救济物
资呢？唐太宗真是了解乡村现状，唐
朝户的大小相差多大，今天的人完
全想象不出来，大的户人口成千上
万，小的鳏寡独存。根据唐太宗的批
示，采用按照人口分发物资的办法，
真正起到了救济的作用，当然，朝廷
的支出也相应增加了不少。老百姓
拿到手里的管用，能不对朝廷产生
信任感吗？

能吏丧邦
除了上面说的两种执政者之

外，更常见到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
出现的所谓“能吏”，他们对于以德
治国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小。

什么是“能吏”呢？就是特别能
够挖空心思增税加收的官吏，因为
他们能够让国家的税收快速大幅度
增加，在皇帝眼中，他们显得特别能
干，故称“能吏”，而唐史则称他们为
“聚敛之臣”，也就是搜刮能手。

为什么在古代能吏层出不断
呢？

核心问题是古代王朝高度集
权，无人能够制约朝廷的开支。花钱
没有制约，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再
节俭的人都会变得大手大脚。于是，
皇帝大兴土木享受荣华，四处征伐"

很快钱就不够用了。朝廷财政有困
难之日，便是能吏出现之时。
其实哪怕是朝廷财政富裕的时

候都挡不住能吏的出现。这是什么
道理呢？因为官吏是要考核政绩的，
税收增长是最明摆不过的政绩，对
于负责税收的官员更是如此。在他
们眼里，增收就是硬道理，他们只想
收税，提出种种收税的学说和办法
来，迎合君主，却从来没有想过税收
必须确定合理的用途，才构成开征
的根据，否则加税只会助长官方不
断扩张权力，刺激他们乱做事，乱花
钱，甚至腐败。隋朝就是很好的例
子，国库用不完，隋炀帝就纵欲妄
为，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乱花钱的

邪门一开，上行下效，再多的钱都不
够挥霍。钱不够了只能加税，税多了
更加铺张浪费，这就是唐史中一针
见血指出的“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
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陷
入恶性循环之中。
聚敛之臣一旦被重用，效果立

马可见，国税大增，君王欢天喜地，
又可以尽情挥霍了。可是，没有人去
想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财富不会
突然激增，为什么税费可以快速增
加呢？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只有一个
办法，改变正常的税法制度，不立法
便随意开征新税，变换花样，巧立名
目，无所不收税，乃至重复收税，先
收几十年后的税等等，说白了就是
以收税费之名，行抢劫之实。到朝廷
中枢充斥着这样一批搜刮能手的时
候，说给老百姓减税就反对，或者搬
出许多理由来推三阻四，说到加税
就来精神，巧立名目，花样百出，到
了这时候离动乱就不远了。各朝各
代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早就发现能吏的危害

性，《礼记·大学》甚至说道：“百乘之
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
宁有盗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
不能重用专事搜刮的能吏，哪怕用贪
污的“盗臣”，都不能用“聚敛之臣”。
为什么呢？因为贪污是个人行为，国
家损失的是一些钱财，而“聚敛之臣”
破坏的是国家的信义和正常的税收
制度，法外加征，让国家陷入与民争
利的大博弈之中，危害的是整个社
会，往往导致王朝灭亡。房玄龄为什
么要亲自掌管财政事务，就是为了
防止“聚敛之臣”上台。唐太宗时代，
没用过一个“聚敛之臣”。
藏富于民作为国策，人事上出

现了新的景象，这可以从一件事情
上充分反映出来。有位名叫窦静的
司农卿，相当于农业部长。那时候的
经济以农业为主，所以这个部门非
常重要，最能够体现朝廷政策的真
实走向。窦静是个主张轻税养民的
清官，他的副手赵元楷则是另一种
类型，也就是能吏，或者叫做聚敛之
臣。正副主官的理念截然相反，这个
部门还怎么开展工作呢？别担心，窦
静自有办法，他把官员召集训话，以
赵元楷为例，说道：“隋炀帝铺张奢
侈，所以要拼命敛财，司农卿非你莫
属。但是，今日的皇上节俭爱民，你
就没有用处了！”说得赵元楷满脸通
红，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从这
则故事不难看出，在唐太宗时期，以
搜刮财税为能事的官吏遭人鄙视，
百姓能够安心过日子。
唐太宗大幅度减轻税负，朝廷

的日子怎么过呢？唐朝主要采取了
三个办法，第一是量出制入；第二是
厉行节俭，反对奢侈；第三是鼓励民
间自立自助。

量出制入
唐朝理财坚持三条原则，那就

是“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
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
度之数”。前两条讲的是发展生产和
合理征税，第三条讲的是中国古代
国家财政的基本指导思想，那就是
要根据财政收入来决定政府开支，
有多少用多少，不能无限制挥霍，用
收入的盘子来限制支出的规模。这
就是“量入制出”的原则。
有些人向西方看齐，说西方现

代财政是倒过来的“量出制入”，是
先进的财政思想，而中国的“量入制
出”则是小农时代的产物，落伍了。
好像咱们什么都得仿效西方不可，
这是误导。西方有一套限制支出的
制度，政府花一分钱都得议会来审
批，所以可以采取开支决定收入的
模式，中国古代没有人能制约朝廷
的开支，所以要用收入来决定开支。
说到根本上，这两种模式的内核是
相通的，都是为了防止乱收税费。
唐太宗采取的办法是把征税纳

入法制框架内，严格管住税外收费。
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朝廷能够真
正控制住官府收入的总盘子，心中
有数，这才谈得上贯彻量入制出的

原则。唐太宗坚决实行减免赋税，朝
廷的收入大大减少了，这个家要怎
么当呢？

节约开支，反对奢侈
税收少了，就必须厉行节俭，反

对奢侈。这一条看起来好做，实际上
触动了利益集团，似易实难。唐太宗
是难易都做，双管齐下，采取了两个
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比较容易做的，

那就是厉行节约。朝廷每做一件事
情，先要想想对老百姓有利否，避免
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唐太宗曾经对
大臣们讲历史，说大禹开山治水，老
百姓没有怨言，而秦始皇修建宫殿，
天下起而叛之。同样是大型工程，为
什么效果完全两样呢？因为大禹做的
利国利民，双赢。秦始皇做的对统治
者有利，却伤害了老百姓。吃好穿好，
高楼大厦，这些是人人都向往的，但
是，如果放纵不管，危亡就在眼前。我
打算盖一座宫殿，材料都备好了，因
为看到秦始皇的教训，马上停止了。
希望王公以下众臣百官能够体察我
心！唐太宗身为表率，在他的带领之
下，史书称：“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
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第二个办法难度就大多了，那
就是精兵简政，限制特权。古代王朝
渐渐烂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吏
无限制膨胀，特权阶层不断壮大。我
们还是说唐朝的例子，在唐太宗勤
俭建国方针之下，唐朝生产和纳税
人口要多于享受免税的特权阶层，
因此，整个社会良性运转，官府和私
人都达到富裕。后来控制渐渐松弛
了，官越来越多，不但享受各种待
遇，而且家属也可以免税，在不知不
觉中享受免税特权的竟然大幅度超
过纳税人口，国家随之解体。显然，
放任腐败是死路一条，而限制特权
这条路充满艰难险阻。
唐太宗怎么做呢？首先从自身

做起，管住皇族。
唐朝立国之初，唐高祖李渊认

为西周之所以维持八百年，是因为
实行分封制的功劳。所以，他大封宗
室，亲王数十个，连孩童都封王。唐
太宗即位后，征询大臣对于分封的
意见。封德彝应对道：“以前封王仅
限于皇子和兄弟，此外的皇亲必须
立下大功才能封王，但也没有像今
天这么多的。王爵尊贵，待遇优厚，
恐怕不公平。”
唐太宗听后，马上表态道：“我

当皇帝是为了养育百姓，怎么可以
侵扰百姓来养肥皇族呢？”于是下令
皇亲封王者都连降好几级爵位，待
遇也跟着减低，只有立功者除外。

其次，建立精简的中央朝廷。对
于朝官，唐太宗指示宰相房玄龄说：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选官和买东
西一样，必须精挑细拣，不能见便宜
就买，最后钱没少花，满屋没有一件
值钱的东西。用人也要百里挑一，个
个顶用才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房
玄龄对中央朝廷的机构和官员进行
精简裁并，总共只留下文武官员六
百四十三人。唐初全国人口虽少，但
也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人，而朝官只
有 #$%人，朝官和总人口的比例之
低，在历史上非常突出。然而，唐太
宗贞观时代朝廷的效率之高，也是
历史上少有的。

为什么官少了反而效率高了
呢？隋唐时代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
讨论。当时就发现官府做的不少事情
是为了官员的政绩，其结果只是扰
民。因此，很多王朝三申五令不许官
员随便生事。这些命令基本上成为一
纸空文。为什么呢？哪有官员不做事
的？管他做的是什么事，他一旦在位
就要生事，禁都禁不住。每个官都做
一通政绩，老百姓就连气也喘不过来
了。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呢？有的，当时人总结道：“省事不
如省官。”把重叠的机构和冗官裁掉，
天下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还节约了
许多政府开支。唐太宗其实就是贯彻
这个思想，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君静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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