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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华丽转型
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位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
楷模，但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忽视
他在登基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李
世民十六岁从军，一直在战场上冲锋
陷阵，敌人的血水浸透了他战袍，以
至要回营换装再战。唐朝打江山的重
大战役，三分之二以上是他指挥的，
毛泽东评论古代军事家时认为最杰
出的统帅有两位，一位是朱元璋，一
位是李世民，而朱元璋不如李世民。
评价之高，难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二十七岁时，李世民登基，这位

完全是军人背景的皇帝，却奠定了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治盛世格
局，道理何在呢？
就在于他对打天下和坐天下的

本质差异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他曾经多次和大臣们讨论创业和守
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唐朝著名大臣
魏征明确指出守成更难。为什么呢？
因为以往的成就很容易让领导人把
打天下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简单地转
用于治理天下，以军统政，只靠行政
命令治理国家，高度集权，高压行
政，简单粗暴，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
于国家，结果极大地侵蚀民生，隋朝
!"年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有
鉴于此，治理国家必须转变军国体
制，建立一套比较科学而民主的国
家制度，以民为本。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要实现自身的转变，从战场
上叱咤风云的统帅转型为文治的皇
帝。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天下
已定，当然要刀枪入库。但是，唐太
宗烹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自己的
武力冲动。对于唐太宗这样一位年
轻的常胜将军而言，他长
于武而短于文，这个转型
不啻收长补短，并不容易，
是挑战，也是考验，必须赢
得这场考试。
对于文治天下的清醒认

识，使得唐太宗及早地把国
家的首要任务从军事转到了文
治上来，不折腾，不走弯路。

正己的新帝王学
唐太宗和其他帝王迥然不同

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打下天下
之后，坐天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天子者，有道
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
要换个人在别的朝代讲这番话，那
就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正因为唐
太宗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得到
百姓的拥护，因此，他总是怀着如履
薄冰的心情谨慎执政。
唐太宗深知在集权制度下，皇帝

握有最后的决断权，一言一行都会带
来重大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
必须慎而又慎。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
时代，皇帝被粉饰为上天的代言人，
成为光明与正义的象征，国家出了事
情，就怪罪于臣下，君主永远都是正
确的，这就是法家的帝王理论。但是，
唐太宗改变了这套“帝王学”，把治乱
的责任首先由皇帝来承担，提出“若
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
影曲，上治而下乱者”的新帝王学，让
皇帝承担起治乱的责任，以身作则，
正人先正己，以此约束皇权。

这并不是虚伪的宣传或者粉
饰，唐太宗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晚
年还亲自将自己治国成功的经验和
心得体会撰写成《帝范》一书，传
给继承人李治，作为遗训，要他遵
守。治国从治君开始，这是前所未闻
的，但却是“贞观之治”成功的秘诀。
与此恰成强烈对照的是武则天，她
破坏了唐太宗制定的规矩，开告密
之风，以权术治国，诿过于臣下，行
专制之实。所以，她不需要自律的
《帝范》，而是命令下属编写了《臣
轨》，用于约束臣下。正己与正人，
正是开明与专制的分水岭。

确立“以德治国”的国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

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

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
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
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
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
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
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
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
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
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
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
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
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
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

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
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
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作为
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
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

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
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
但是，结果让他大出意外，只过了短
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
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
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
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
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
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
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
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
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
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
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
绥远的典范。

坚持实行“藏富
于民”的政策
“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
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
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
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

很好的榜样。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

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
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
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
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
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
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
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
么做呢？两个字：轻税。
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

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
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 !#

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
足 $##万户，直线上升至 %##万户；
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
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
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
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
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方面则北平
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
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
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
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
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
的隋炀帝猎色所致。
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

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
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
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
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
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
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
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
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
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的增加。为了增
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
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
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
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
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
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
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
年。换句话说，隋朝 !"年征收的赋
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
之高，令人咋舌。国家兴建的大型工
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

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
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
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
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
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
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
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
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
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

之，登基时户数仅剩 $##万户左右。
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
失人口近 !###万。唐太宗难道不知
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
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
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
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
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
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
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
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
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
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
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建设诚信社会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

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
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
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
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
自利的物欲横流。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
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
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
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
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
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

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
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
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
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
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
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
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
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
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
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
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
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
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
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
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
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
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
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
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
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
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
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
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
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
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
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

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
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
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
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
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
用重典”。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
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

疾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
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
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
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
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
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
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
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
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
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
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树立开放多元的
文化政策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

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
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
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
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
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
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
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
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
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

在了时代的前列。
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

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
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
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
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
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
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
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
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
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
趋。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
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
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
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
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
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
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
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
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
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
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
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
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
文化专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

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
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
如何决断了。
唐太宗对坚持旧儒立场的大臣

们说道：你们说陈朝是因为演奏《玉
树后庭花》，北齐是演奏《伴侣曲》而
灭亡的，所以指斥这些乐曲为靡靡之
音，亡国之声。其实，这些曲子我都能
弹奏，要不我弹给你们听，我相信你
们一定不会伤悲堕落。所以呀，音乐
是不会诲淫诲盗的，高兴的人听了感
到欢快，悲哀的人听了感到伤心，悲
悦出自人心，而不是源于音乐。要灭
亡的国家，政治黑暗，人心自苦，所以
听到的音乐都像是哀乐，兴高采烈的
人是不会因为音乐而悲哀的。
唐太宗这么一说，魏征马上补

充道：“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就这样，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

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
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
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
场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
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
世界上的各种艺术、宗教、思想、学
术都登上唐朝这个大舞台，与中国
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
开放、最有气势的繁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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