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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唐太宗得人之盛，在中国古代，没有一
个时期可以与之相比。文臣有房玄龄、杜如
晦、魏征、王珪、虞世南等，武将有李靖、
李勣、尉迟敬德、薛万彻、薛仁贵等，这一
大批人不但在唐朝声名赫赫，就是放在中国
古代的历史长河之中，也是顶级人物。
“房、杜”是宰相的楷模；魏征成为谏诤的
代表；李靖在人间是战神，到天堂则是天
王；老百姓逢年过节在门户上张贴门神，少
不了秦琼和程咬金，他们全都是这个时代的
人物，群星璀璨。

唐太宗以知人善任著称，这一大批人是
他从五湖四海网罗而来的，不少人甚至来自
敌对阵营。在这些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共同
的特点呢？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出唐太宗是如
何鉴别人才的呢？

一! 看人重信义
唐太宗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人才。人才

从来不缺，关键是你要用什么样的人。唐太
宗要用什么样的人呢？在众多人才中，被他
选中的人有没有共同之处呢？

!! 李勣重道义

李勣是有代表性的例子。李勣本名徐世
勣，曹州人，也就是今日山东省菏泽市人，
家境富裕。隋末农民起义，李勣参加了瓦岗
军，因为足智多谋而且作战英勇，很快脱颖
而出，成为瓦岗军最主要的将领。瓦岗军同
隋军主力决战，两败俱伤，统帅李密不得已
投靠唐军，李勣也因此归顺唐朝。

李勣归降对于唐朝的价值太大了，因为
他控制着东部的大片土地，他的地盘有多大
呢？西起河南平顶山，东至大海，北面到河
北邯郸，南面到长江，好大一片，足抵古代
好几个国家。这是给唐朝最好的见面礼，足
以让李勣取得高官厚禄。但是，李勣没这么
做，他对部下说，这片土地是李密派我驻守
的，所以不能由我献给唐朝，而应该交给李
密，让他取得这功劳。李勣把辖地的地图、
户籍和兵员名册编制成册，派使者前往唐朝
交给李密。唐高祖李渊听说李勣投降的使者
来了，却没有见到降表，只有给李密的密
函，觉得非常奇怪，派人打探，才知道是这
么回事，大为赞赏，把功德全都让给统帅，
真是一个纯粹的人。唐朝给了李勣最高的礼
遇，授予他皇帝的姓氏，故史书上都称他为
“李勣”。

不久，心高气傲的李密不甘愿屈居人下，
叛唐出走，被唐朝杀死。唐朝很快把这件事通
知了李勣，这对李勣是一个考验，检验他的品
格和内心真实的想法。李勣会怎么做呢？他马
上向朝廷请求让他来礼葬李密，毕竟是自己
多年的领袖，李勣不能看着李密暴尸野外，
这是他对于李密个人的恩义。但是，他不赞
同李密政治上的反复。在人心思定，国家走
向统一的时候，既然选择归顺了唐朝，就应
该忠于唐朝，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违背历
史潮流，这是他的政治道义。唐朝领导人再
次看清了李勣的人品和政治立场，很有气度
地允许李勣以礼收葬李密。

或许有人会猜疑李勣是不是在表演，甚
至是伪善。李勣用行动一再证明了自己，既
坚持政治原则，又顾全个人情义，公私分
明，既不因公废私，更不因私背公。这里再
说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李勣自从归顺唐朝之日起，
他已经看到唐朝才是真正能够结束动乱、统
一中国的力量，从此对唐朝忠贞不二。他受
唐朝委任守卫山东，直接面对当时最有战斗
力的窦建德起义军，尽了全力，还是抵挡不
住，兵败被擒，被逼投降。李勣是难得的将
才，窦建德非常想用他，可又担心他“身在曹
营心在汉”，便将他父亲扣为人质。李勣家国
不能两全，他毅然选择了国家，找到机会逃
回长安。唐朝也很有气度，理解他忍辱报国
的苦心，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从此他在唐太
宗的麾下南征北战，平窦建德，降王世充，破
刘黑闼，擒徐园朗，斩辅公祏，荡平河北江
南，长驱深入漠北，攻灭突厥，战功仅次于唐
太宗。唐太宗对他信任有加，让他镇守并州
（今太原）长达十六年，非常罕见。唐太宗说
道：“隋炀帝不懂得选用良将戍守边疆，只晓

得修筑长城，见识之低，到了这等地步。我用
李勣一人，威震突厥，北疆安宁，岂不胜于修
筑长城？”战争最伟大的力量在于人，天下
从来不缺乏人才，缺的是知人善任。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李勣与单雄信，他
俩是瓦岗军中左右并称的骁将，生死交情。
洛阳之战，单雄信差点枪挑唐太宗，被李勣
喝住。后来，单雄信兵败被俘，李勣尽力为
他求情，希望能够争取他归降唐朝，没有成
功。单雄信将被处斩的时候，李勣亲自来到
刑场和当年的战友痛哭诀别，哭到悲切处，
李勣拔刀割下自己腿上的肉喂单雄信咽下，
说道咱们从此诀别，让我身上的肉陪你同归
黄土吧。全场为之震动。单雄信死后，李勣
收养了他的儿子，尽兄弟情义。

李勣所作所为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如
果唐朝没有胸怀和气度，他这样的降将势必
遭到猜疑，一旦没有利用价值就会被清洗。从
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唐太宗考察人并不是
从狭隘的私人忠诚出发，不搞以人划线。那
么，唐太宗看重的是什么呢？他对李勣的器重
最根本的还不是他的才干，这要到唐太宗晚
年才说了出来。

唐太宗晚年发生更换太子的政治变故，
唐高宗性格温和，唐太宗十分担心，亲自选定
一批忠诚可靠的老臣来辅佐太子，其中就有
李勣。唐太宗对李勣说道：“朕将托孤于你。当
年你不曾辜负李密，现在你也一定不会辜负
朕。”由此可知，唐太宗看人，非常重视信义，
也就是从根本之处考察一个人。一个有品格，
重信义的人，才靠得住。
李勣算不算个案，有没有代表性呢？我们

再看唐太宗亲自处理的其他事例。
"! 禁军三将讲忠诚

我们知道，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一面，
平常很少表露，往往要到危机关头才显山露
水。所以，大是大非的关头是考察人的难得
机会。唐太宗平定天下，功劳太大，对长兄
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提出挑战，最后演变成历
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发动兵
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登上皇位。可
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不服气，抵抗失
败后，有些人带着武器跑进山中，准备继续
抵抗。唐太宗怎么处理呢？

先说玄武门兵变当天的事情，李建成的
部属冯立、薛万彻和谢叔方三位将军听说李
建成遇害，奋起反击，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
二千精兵赶来攻打玄武门，战事激烈。薛万
彻是被唐太宗称作三大名将的将军，他看玄
武门一时攻不下，便想出一计，准备分兵攻
打唐太宗的根据地秦王府。形势变得非常危
急，幸好是唐太宗的部下向对方将士展示李
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士兵们见大势已去，
才溃散而去。冯立、薛万彻和谢叔方三人都
逃入山野，观望形势，准备抵抗到底。然
而，这场宫廷政变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
引起内外的反击，唐太宗迅速控制了局面，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彻底失败了。冯立是
为了捍卫李建成所代表的政治秩序而战，并
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负隅顽抗，所以看到形
势比人强，他不能继续呆在山中变成盗匪，

便出山自首。唐太宗斥责
他：“你带领部下杀了我
那么多人，难逃死罪。”
冯立回答道：“我是李建
成的部下，就应该为他死
战。而且打仗的时候，哪
里会想到杀多少人呢？”
冯立说的都是实话，如果
因为忠诚而受到处罚，岂
不是鼓励卖主求荣吗？唐
太宗当下赦免了冯立，而
且还让他担任左屯卫中
郎将，也就是禁军的将
领，等于是把自己的安全
交给他来保卫，这种气度
和对人的信任，恐怕不是
一般人做得到的。唐太宗
相信讲信义的人靠得住。
冯立被彻底感动了，他
说：“我受到莫大的恩幸
获得赦免，必定以死相

报！”后来，突厥大举入侵，一直深入到京
畿，冯立率领数百骑兵和突厥在咸阳城下死
战，杀敌甚众，挡住了突厥的攻势，让在第
一线指挥作战的唐太宗非常赞叹。

在“玄武门之变”时和冯立并肩抵抗唐
太宗的谢叔方，和冯立一样第二天出来自
首，他在作战中杀了唐太宗部下两员将领，
直到唐太宗部队向他展示李建成和李元吉
的首级，他才停止战斗，下马痛哭，向李
建成和李元吉拜别，解散部队，自己逃入
山中。他的抵抗是忠于职责，停止抵抗是
为公而不为私。这一幕幕为唐太宗亲眼所
见，所以，谢叔方前来自首领死，唐太宗
同样赦免了他，说他们的行为是“此皆忠
于所事，义士也。”谢叔方也留在禁军，继
续担任将领。

第三位拼死抵抗的将军薛万彻，归顺唐太
宗之后也受到重用，屡建战功，后来还被招为驸
马。在唐太宗看来，忠于职守是必须加以鼓励
的优良品质，而不应以私人恩怨进行政治划线，
否则就等于提倡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

唐太宗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没有
进行政治清洗，他甚至发布命令，在“玄武
门之变”以前和李建成、李元吉有瓜葛的人
与事，都不得检举揭发，否则反坐。

“玄武门之变”事关唐太宗的身家性
命，即便如此，唐太宗在忠于职守和见风使
舵两者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就是他用
人的根本原则。

二! 不要私人忠诚
唐太宗用人特别看重信义和忠于职守，

在当时无疑是吹进一股清新的风气。自从西
晋灭亡以后，长期的动乱，完全改变了任人唯
贤的原则。北齐的实际缔造者高欢有一段对
臣下说的话非常形象，而且具有代表性。当
时，高欢的部将贪污腐败、横行霸道，有正直
的大臣一再劝谏高欢要约束部将，清除腐败。
于是，高欢对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西边有北周
和我对立，南边有梁武帝以正统自居，很有号
召力，所以，我如果管束部下，不许他们腐
败，武将就会投奔北周，文官则会投奔梁武
帝，我就完蛋了。这段话告诉我们，当时普
遍存在的用人原则是以私人忠诚为基础的以
人划线，或者说政治帮派，而维系政治帮派
的纽带是封官许愿等利益关系，甚至以腐败
为代价来换取部属的忠诚。其结果一定是有
利则合，无利则散，利合则国亡，利失则恶
斗，西晋以来长期动乱的历史，就是一幅利
益诱惑下丑恶毕露的地狱图。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而唐太宗要改变的
就是这种用人的现实。因为在这种用人风气
下，政治败坏，道德沦丧。实际上，利益是
换不来真正的忠诚的，甚至正好相反。因为
忠诚于利益，必然见利忘义；忠诚于理想，
则为道义而献身；忠诚于制度，则为国家尽
心尽责。所以，用什么原则去凝聚人，必然
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是用人者自己的选择，
怨不得别人。有鉴于此，一定要把私人间的
忠诚转变为对于制度、职责的忠诚，这样的
政治关系才是健康和可靠的。

唐太宗一再告诫部下，语重心长地说道：
隋日内外庶官! 政以依违! 而致祸乱!

人多不能深思此理" 当时皆谓祸不及身! 面

从背言! 不以为患" 后至大乱一起! 家国俱

丧! 虽有脱身之人! 纵不遭刑戮! 皆辛苦仅

免! 甚为时论所贬黜" 卿等特须灭私徇公!

坚守直道! 庶事相启沃! 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政要&政体'(

以国家为重，忠于职责，政治风气就会
从私人利益转向人怀公心，唐太宗先带头做
起。他提拔一位非常优秀的官员杜正伦，当
面对他说：“我任用贤能，并不看他如何能给
我办事，而看他能不能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我对于皇亲国戚和勋功旧部中的无能之人，
都不予任用。今天提拔你，是因为你的忠诚
与正直，希望你能以此自勉，不辜负我的期
望。”唐太宗并没有向杜正伦讨要提拔的私
恩，而是勉励他要做官为公。很清楚，唐太宗
要建立的不是私人恩义，而是忠诚于制度。

三! 依法执政"才有人气
在这种政治风气下，坚持公心和原则的

官员会得到鼓励。有一位县令把官府的人夫
用来干私活，这当然是贪污行为。唐太宗痛
恨贪污，见到这件案子，批示处斩县令。这
时候，监察部门的一位中级官员李干佑站出
来反对，当面对唐太宗说：“法律为陛下和
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陛下个人专有的东
西。现在陛下不按照法律，县令犯的是轻
罪，却处以重刑，我担心今后人人自危，手
足无措。”唐太宗并不认为受到顶撞，他不
但接受批评，而且还把这位监察官员提升了
一大级，因为他尽职尽责，堪当重任。

唐朝的制度是用法令来规定的，遵守制
度就是遵守法令，就是依法治国。法律对于
所有的人应该都一样，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另
外开特殊通道，搞双轨制，甚至三轨制、四
轨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体现的是平等的
精神。但是，作为现实中生活的人，很容易
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自身阅历和经验的影响而
出现偏差，特别是权位越高的人，这种偏差
影响就越大，甚至造成全局性的偏差。

我们知道隋朝和唐朝源出北周，从地域
上说，都来自关陇地区。有些学者夸大了这个
地域特色，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和组织路线
上，制造了北周和隋唐三代存在着一个所谓
“关陇集团”的说法。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成立
的。但是，关中地区和山东地区的人，存在着
地域之间的相互歧见，这是客观的事实。秦始
皇以关中征服中国，潼关以东，后来是太行山
以东这片古代称为山东地区的人，已经形成
对西部人的看法，并且长期延续下来。这只能
说是地域间的歧见而已，并且广泛存在于中
国的许多地区。唐太宗出自关中，自然不能免
俗。当皇帝之后，不时依然站在关中的立场
上，评论山东人。监察官员张行成听到之后，
觉得皇帝这样说很不好，于是当朝向唐太宗
进言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
若如是，则示人以隘”（《旧唐书·张行成传》）。
张行成作为朝堂的监察官，他忠于自己的职
责，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官有多大，哪怕是
皇帝，遇到错误的言行，即使得罪人也必须提
出纠正。唐太宗不但接受了张行成的批评，而
且还赏赐他，以表彰他尽职尽忠。以后，朝堂
每次讨论重大事务，唐太宗都要求让张行成
参加，让敢于直言和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朝廷
的重大决策随时进行监督。

法律为天下人所共有，而绝不是一己之
私，法律的外在形式就是制度，依法治国就
必须严格遵守制度，因此，树立制度忠诚精
神，并以此规范官吏，使他们成为法律和制
度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国家才有长治久安的
重要保障。制度忠诚是选任并管理官吏的根
本精神，是弘扬正气之本。

公正用人，公平赏罚，培育了忠诚于国
家的正气。上下同心，才能够锻造出大唐盛
世。为什么唐太宗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呢？大诗人白居易在《七德舞》诗中写道：

太宗十八举义兵! 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

充戮窦四海清! 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

即帝位! 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

速! 速在推心置人腹)

知人不易，重在“制度忠诚”! 韩 昇

! ! ! !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正在热播复

旦大学韩昇教授

%风云唐太宗'上部!

下部也将在近期推

出) 在此基础上增

加许多唐朝治国经

验的图书 %唐太宗

治国风云录***盛

世是这样治理的'!

已经由方正出版社

精心打造! 作为重

点图书隆重发行)

现由作者授权!刊

发其中一节! 以飨

广大读者)

" 唐太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