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到底是甚麼？孔子講：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要講道德、講學問，使自己的行為符合

道義，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這就是人文精神，一句

話，學會「做人」。

	 	 	 —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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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湯一介

中國傳統中，對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特別重視。中

國古老的經典《周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彖辭》）意思是說，觀察人類文明的進展，就

能用人文精神來教化天下。可見我們的老祖宗已經非常

重視用人文精神來進行教化了。所謂人文教化就是用人

文精神教化人。那麼人文精神從何而來？照《周易》看，

它是在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在中國

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寶貴人文精神對人們進行教化的

經驗，這些無疑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應當受到珍視。例

如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說：「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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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述而》）不修養德性，不講究學習，聽到符合道義

的話而不能跟著做，有了過錯而不知、不改過，這些都

是孔子所憂慮的。孔子這段話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人

文教化」的很好的總結。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

是甚麼？我想就是孔子說的要講道德、講學問，要使自

己的行為符合道義，要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一句話：

受教育，學知識，首先要學會「做人」。

在當今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注意

到，科學技術雖然可以造福人類社會，但也可能嚴重地

危害人類社會。今天，我們可看到，有些科技的利用（甚

至它們的發展）並不都能造福人類，例如克隆「人」的

問題，生化用作戰爭的手段，等等。那麼，我們應如何

引導科技的發展呢？這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同時，

我們還可以看到，由於金錢和權利的誘惑，當前存在著

嚴重的不顧「道義」，用非常不道德、損人利己的手段「爭

權奪利」，致使人們失去了「理想」，喪失了「良心」，

使人類社會成為無序的、混亂不堪的社會。我想，當前



008

 

我們必須用「人文精神」來引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那

麼甚麼是「人文精神」？這可能是個「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的問題。我想，如果從我國歷史來看，也許孔子

的「仁學」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代表。他的「仁

學」當然是包含了上面所說的「修德」、「講學」、「徙

義」、「改過」等等。但我想，最根本的是要人有一種「愛

人」的精神。

那麼我們何處去了解、體會孔子的「愛人」的人文

精神呢？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讀《論語》。《論語》

不僅記載了孔子的言論（他的思想），而且可以從中看

到他的為人行事。這裡我只想說一點我對孔子「愛人」

的人文精神的體會。《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孔

子回答說：「愛人。」這種「愛人」的思想從何而來？

在《中庸》裡有孔子的一段話：「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仁愛」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愛自己的

親人是出發點，是基礎。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還

會愛別人嗎？有一個調查報告，調查對象是美國 13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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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 1005名學生、日本 15所高中的 1303名學生和

中國內地 22所高中的 12201名學生。在回答「最受你

尊敬的人物是誰」這個問題時，美國學生把父親排在了

第一，母親排在第三；日本學生排第一的也是父親，第

二是母親；而中國內地學生卻沒有一個人將父母列入受

自己尊敬的人物的前 10名。這裡說明了兩個問題，一

是確實有些父母不值得尊敬；另一是眾多的中國學生對

自己的父母沒有一點「愛心」。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應讓

我們深思，看來要對學生進行「仁愛」的人文教育。但

「仁」的「愛人」精神不能停止於只愛自己的親人，郭

店楚簡中說：「親而篤之，愛也；愛父，甚繼之愛人，

仁也。」篤實地（實實在在地）愛自己的父親，這只是愛；

擴大到愛別人，這才叫「仁」。又說：「孝之放，愛天

下之民。」對父母的孝心要放大到愛天下的老百姓，才

叫「仁」。這就是說，孔子儒家的「仁學」，必須要由「親

親」（愛自己的親人）擴大到「仁民」（對老百姓有「仁

愛」之心）。也就是說，做甚麼都要「推己及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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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

「仁」。做到「推己及人」並不容易，必須把「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為

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愛精神」推廣到整個社會，

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其由人乎？」有的學者把「克己」

與「復禮」解釋為平行的兩個方面，我認為這不是好的

解釋。所謂「克己復禮曰仁」，是說只有在「克己」（克

制自己的私慾）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

費孝通先生對此有一解釋，我認為很有意義，他說：

「克己才能復禮，復禮是進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人的

必要條件。揚己和克己也許是東西文化差異的一個關

鍵。」「仁」是人自身內在具有的品德，「禮」是規範

人們的社會行為的外在的禮儀制度，它是為了調節社會

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相處，「禮之用，和

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制度，必須出乎人的自覺的「仁

愛」之心（內在的真誠的「愛人」之心），這才符合「仁」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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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其由人乎？」對「仁」

與「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愛」之心，「制

禮作樂」只是一種形式，甚至可以是為了騙人的，它是

虛偽的。所以，孔子認為，有了出自真誠的「仁愛」之

心，並把它按照一定的規範實現於日常社會生活之中，

這樣社會就會和諧安寧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如果我們把《論語》中這種「仁愛」精神，結合

現實存在的問題，通過閱讀文化典籍，使讀者了解中國

文化精神，而且要對孔子儒家思想「仁愛」的內在精神

產生一種感情上的共鳴，誦讀一些古典名著的名篇、名

句非常必要，最好能背誦。通過誦讀，可以起到「以情

化理」的作用，使之成為日常生活的準則，這將是一生

受用不盡的。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這

就是說我們應該對自身文化的來歷、形成的過程以及其

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和發展的趨勢等等能作出認真

的思考和反省，我認為這非常重要。而「文化自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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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最主要的就是通過閱讀或誦讀文化經典才能得到。例

如我上面舉的孔子「仁學」的例子，我們必須讀孔子的

《論語》以及其他一些儒家典籍才能得到「仁學」的真

精神。我想，閱讀我們的文化經典以提高我們的人文素

養，決不能把它和閱讀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經典分割

開來。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古代的中國。今天

的中國是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信息網絡的世界

大環境之中，世界已經連成一片，像是一個地球村。因

此，我們也不能不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而且對

我們自身文化精神的了解也離不開對其他民族和國家文

化的了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

果我們能從「他者」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文化，一方面，

可以加深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而更加珍視我們自己

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比較中發現我們自身

文化的不足，使我們能夠自覺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

以滋養我們自身的文化。因此，在提倡誦讀我們自身文

化經典的同時，也應該引導青年誦讀一點其他民族文化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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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我們可不可以讓青年讀一點柏拉圖的著作，例

如柏拉圖《理想國》的片斷。柏拉圖認為：「善的生活

裡表現出來的特性是：一、適度；二、均衡，美，完整；

三、理性與智慧，亦即真理；四、知識，技術，正確的

判斷；五、不伴有痛苦的純粹快樂，以及適宜的食慾滿

足感。」這樣的思想可能對我們有啟發。我們也可以讀

一點《聖經》，例如耶穌的「登山訓誡」（見《馬太福

音》第五章）。當然還可以選讀其他一些西方經典片斷，

也可以選讀一些印度經典（如《奧義書》和佛典）和伊

斯蘭教《古蘭經》的片斷等等。有些經典最好讀英譯本，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掌握一門外語。我們應讓我們

的青年眼界開闊一點，用一句套話就是「胸懷祖國，放

眼世界」。祖國的繁榮富強要靠青年人的智慧眼光，世

界的前途也要靠青年人的智慧眼光。而這些都要求我們

的青年有「文化自覺」，而「文化自覺」一定要通過對

文化經典的掌握，才能有良好的人文素質。這應是我們

做老師的進行「人文教育」的不可推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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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①	 本：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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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晏子為民造福

「民惟邦本」是華夏的一條古訓，意思是說：人民是

國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在一個

國家裡，人民是最基本的，只有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

活，國家才會有安定團結的局面。

這句名言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呢？相傳大禹傳位給

啟，啟傳位給太康。太康自從登上帝位之後，只顧飲酒

打獵，不理朝政。有一次，太康帶著親信浩浩蕩蕩去洛

水北岸打獵，一去就是三個多月。這時，有窮國諸侯后

羿看到老百姓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就乘機起兵，

廢了太康，歷史上稱之為「太康失國」。太康的母親和太

康的五個弟弟聚在一起，做了一首歌來追念他們的祖父

禹的功績和品德，這首歌就是著名的《五子之歌》。

「民惟邦本」的思想後來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的治國思

想，春秋時代齊國的名相晏嬰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

他有句名言：「以民為本也。」他十分關心民眾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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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民懷有深切的同情心，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有一次，晏嬰陪同齊景公出去巡遊，在路邊看見一

些凍死餓死的屍體。齊景公見了居然無動於衷，毫不關

心。晏子十分氣憤，嚴肅地說道：「從前桓公出遊時，看

到飢餓的人就分給糧食，看到生病的人就分給錢財，老

百姓聽說他要來巡遊，都十分高興。而如今大王您巡遊，

看到百姓凍死餓死居然不聞不問，這哪像個國君的樣子！

我真害怕這樣下去，國家將不再是您的國家，您的王位

也要被異姓的人奪去了。」齊景公聽了這話有所觸動，

於是就派人收殮了屍體，給當地人發放救濟糧，並免除

了他們一年的徭役。

有一次，齊景公提出要為晏子增加俸祿。晏子辭謝

道：「大王喜歡修造宮室，把百姓的力氣都用盡了；喜

歡遊玩，購買奇珍異寶裝飾身邊的女子，把百姓的財富

都花光了；喜歡出兵打仗，老百姓都死得差不多了。我

怎麼還敢接受增加的俸祿？」齊景公明知這些話都是在

說自己，卻仍然厚著臉皮說：「人人都喜歡榮華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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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丞相您就不喜歡？您還是說說看，我怎麼樣給您增

加俸祿吧。」晏子歎了口氣說：「好吧，我提三條要求：

第一，請不要再向做生意的人徵收重稅；第二，把農民

的租稅減少到十分之一；第三，減輕刑罰，對所有被判

刑的人都減罪一等。如果大王您能滿足這三條要求，就

算是給我增加俸祿了。」晏子提出三條要求，都是為了

老百姓，沒有一條是為他自己。晏子就是這樣，懷著愛

國愛民的情懷，為老百姓謀福利。

可見，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經深刻地領悟到這樣一

個真理：國家的根基在於人民。如果把國家比做一座大

廈，那麼民眾就好比是這座大廈的基石。只有基石穩固

了，大廈才能堅如磐石，穩如泰山。

齊景公和孔子。



民貴君輕

註解

①	 社稷：土神和穀神，代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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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劉備以民為貴

這是孟子所說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說：就重要性而

言，人民最為寶貴，其次是國家，最後是君主。

孟子積極倡導「以民為貴」的思想，他還說：「天

是通過人民的眼睛來看，天是通過人民的耳朵來聽。」

可見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是國家最重要的基礎。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一位君王可謂是這樣的典範。

他一生都愛民保民，在萬分危急的關頭冒著生命危險堅

持保護百姓。他就是三國時期的劉備。劉備，字玄德，

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三國時期蜀漢的建立者，相傳

是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

劉備寬容仁厚，愛民如己，千百年來傳為美談。其

中最感人的要數「劉玄德攜民渡江」這個故事了。當時，

劉備、諸葛亮在新野大敗曹操的軍隊之後，就轉移到樊

城，在那裡駐紮下來。曹操為了報仇，親自率領大軍，

分兵八路，向樊城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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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軍隊聲勢浩大，劉備軍隊兵力不足，加上樊城

的城牆和護城河都很薄弱，諸葛亮估計抵擋不住曹操的大

軍，便勸劉備放棄樊城，渡過漢水，往襄陽退去。劉備

不忍心拋棄跟隨他的百姓，就派人在城裡到處發佈通告：

「曹操的軍隊快要打過來了，樊城將要守不住了，百姓

們誰願意追隨劉備的，可以一起過江。」通告一出，城

裡的百姓明知跟隨劉備會有危險，卻仍然齊聲大呼：「我

們寧願死，也要追隨使君（指劉備）！」襄陽城中的百姓，

也有很多乘亂逃出城來，跟隨劉備一起撤退。

劉備命令關羽在江邊整頓船隻，百姓們拖家帶口，

扶老攜幼，哭著向劉備的軍隊跑過來，兩岸哭聲不絕於

耳。劉備在船上看到了這樣悽慘的景象，心中十分悲痛，

大聲哭著說：「為了我一個人，讓城中的百姓受到這樣

劉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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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災難，我還有甚麼臉面活在世上！」說完，就要投

江自盡。手下的人急忙抱住他，才得以制止。隨從們見

到此情此景，一個個都痛哭起來。

劉備渡過江到了南岸，回望江北，看到還有不少百

姓沒有渡江，他們都朝著南面招手呼號。劉備急忙命令

關羽派出船隻去渡百姓過江。直到百姓快渡完了，劉備

方才上馬離去。

後來，曹操軍隊就快追上來了，很多人都勸劉備說：

「暫時把百姓留下，您先走最重要。」他卻哭著說：「做

大事的人一定要以人為本，現在人們都歸順我，我怎能

棄之不顧呢！」禍在眉睫，隨從簡雍又勸他：「現在到

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主公您應該在今夜迅速離開這裡，

不能再管百姓了。」劉備還是說：「百姓從新野跟隨我

到這裡，我怎麼忍心拋棄他們呢？」就這樣，劉備帶著

數萬民眾，緩緩而行，每天只能行軍十幾里。在大難臨

頭的危急時刻，他始終沒有拋棄百姓。

正因為劉備有一顆仁慈愛民之心，為了百姓而置自

身的危難於不顧，才在戰亂中贏得了百姓的真心歸附。



註解

①	 庶人：指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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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民心不可違

「載舟覆舟」這個形象而巧妙的比喻早在戰國末期就

由荀子提出來了。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

是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論家，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

人物之一。

這句話的意思是：君王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

水既能使船安穩地航行，也能使船沉沒。從這句名言演

化出了成語「載舟覆舟」，用來比喻人民是決定國家興亡

的主要力量，民心的向背決定了國家的生死存亡。

翻開中國的歷史，「載舟覆舟」的例子不勝枚舉，其

中隋文帝和他的兒子隋煬帝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隋文帝楊堅是隋朝的第一個皇帝，他吸取了北周亡

國的教訓，所以很注意安撫民心。他經常說：「普天之

下，都是我的臣子，我要撫育他們，用仁義和孝心來對

待他們。」

隋文帝非常留意民間的疾苦。有一年，關中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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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親自去察看災情。看見百姓吃的都是豆粉拌糠，

他就拿來給大臣們看，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說：「都是我

沒有能力，沒有把國家治理好，讓老百姓受苦。」於是

他下令，在整個饑荒期間，取消精美的膳食，自己和大

臣們都不許吃肉喝酒。他又帶著災民到洛陽去吃飯，下

令衛士不得驅趕百姓。當他遇見扶老攜幼的人們，就自

己把馬車拉開，給百姓讓路，悉心安慰他們。

隋文帝對百姓還十分寬容。一次，齊州有個叫王伽

的小官押送 70 多個罪犯去京城長安。走到滎陽的時候，

王伽見這些罪犯頭頂烈日，脖子上套著枷鎖，流露出痛苦

的神色，便對他們說：「你們犯了國法，受到處分，這是

罪有應得。可是，你們給押送你們的人們添了很多麻煩，

讓他們陪著你們風吹日曬，你們忍心嗎？你們自己戴著枷

鎖，走這麼長的路，也不容易，我想把你們的枷鎖去掉。

咱們約定時間，到長安城門前集合，你們能做到嗎？」

罪犯們都很感動，一齊跪在王伽面前說：「大人的慈悲，

我們終生難報。」王伽便把罪犯放了，自己帶著隨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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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進發。約定的日期到了，罪犯們都按時來到城門前，

一個也不缺。隋文帝聽說這件事以後，不但沒有責備王

伽，反而對他大加讚賞。隋文帝還把罪犯們召進宮裡，

設宴招待他們，赦免了他們的罪行。他又下了一道詔書，

要求各級官吏學習王伽，要感化、寬容百姓。

正是因為寬仁愛民，隋文帝在位期間，國家安定，

政府的糧倉存得滿滿的，百姓們生活很富裕。

可到了隋文帝的兒子隋煬帝楊廣喜歡奢侈享樂，整

天驅趕著百姓給他建造宮殿，很多百姓都被活活累死了。

他三次下揚州遊玩，每一次都浩浩蕩蕩，逼著百姓給他奉

上山珍海味，他和后妃大臣們就在大龍船上飲酒作樂。後

來，人們再也不堪忍受了，全國各地都燃起了農民起義的

熊熊烈火。不久，隋朝就被推翻，隋煬帝也被人勒死了。

隋朝的故事彷彿又在訴說著那句老話：得民心者得

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那麼

君王的王位就會成為空中樓閣，搖搖欲墜，國家這座大

廈也會失去根基，變得動盪、衰敗甚至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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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①	 僕：駕車。

②	 庶：眾多。

③	 加：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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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富民興邦，文教興國

這是《論語》中一段十分著名的問答，成為千古 

經典。

這段話的大意是：孔子到衛國去，弟子冉有駕車。

孔子說：「這裡人口很多啊！」冉有說：「人口眾多了以

後，應該再進一步做甚麼呢？」孔子說：「要使人們富裕

起來。」冉有說：「人們富裕起來以後，應該再進一步做

甚麼呢？」孔子說：「使人們接受（禮義的）教育。」

孔子在這裡強調一個道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

文化要協調發展。第一步，統治者要努力使人民過上富

裕幸福的生活。第二步，在保證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後，

就要用禮樂來教化人民，使人民明白事理，懂得禮義。

漢
景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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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治國方案。

漢朝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歷來被人們所稱道的太

平盛世，其間漢景帝的治國策略與孔子的思想可謂不謀而

合。首先，漢景帝鼓勵農業生產，他下令允許居住在土

壤貧瘠地方的農民遷徙到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的地方進

行種植，還把土地租給那些沒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農民。

景帝還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把稅收減少到原來的一半。

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社會經濟很快恢復了，百姓們過

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

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教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當

時，從景帝到地方官員都十分重視教育。其中，文翁辦

學的故事傳為美談。文翁創造了很多個「第一」，比如：

他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公立學校」，他是「第一任校長」，

他培訓了中國「第一批專任教師」，還是第一個推行助學

文翁石室



037

富
之
教
之

優惠政策的人。

文翁名黨，字仲翁，是西漢廬江郡人。他少年時代

就好學不倦，曾經到京都長安讀過書，精通史書《春秋》，

景帝末年出任蜀郡（今四川）太守。

文翁看到當地人民還保留著蠻夷的風貌，沒有受到

儒家文化的熏陶，就下決心要改變這種現象。為了解決

教育經費的問題，他從自身做起，過著艱苦的生活，把

節省下來的錢都用在教育上，終於湊齊了培訓第一批教

師的費用。

辦學校還需要校舍。文翁想到了一個好方法，在成

都市用當地最多的最常見的石頭壘起石屋，起名叫「文

學精舍」。因為講堂都用石頭建造，這樣花費就比較少，

所以又簡稱「石室」，後人稱作「文翁石室」。在簡陋的「石

室」中，書聲朗朗，學習風氣異常濃厚。漢武帝時的大

文豪司馬相如就是石室的學生，後來還在石室任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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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文景之治

這句名言是唐太宗李世民說的。貞觀二年，唐太宗

和大臣們在一起討論國家的根本問題時，對大臣們說了

這樣一席話。這句話的大意是：國家要以人民為根本，

人民以衣食為根本。

歷代賢明的君主都對這個思想非常重視，把它作為

治國的基本思想。尤其是當一個王朝開國的時候，社會

剛剛安定，民生比較艱難，君王們大都會採取「休養生

息」的政策。

西漢統一時，由於剛剛經過了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

的楚漢之爭，社會動盪不安，百姓的生活十分貧困。漢

文帝劉恆即位後不久，就連續下了兩道詔書，表達了自

漢
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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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愛護百姓、體恤民情、關心老人的意願。他要求各縣

管理民政的政府機關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

以賜給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歲以上的老人，

每人再加賜絲帛二匹、棉絮三斤。賜給九十歲以上老人的

物品，必須由縣丞（職權次於縣令）或者縣尉（次於縣

丞）送達；其他由嗇夫（鄉的官吏）來送達。漢文帝還

是歷史上有名的孝子，他也把愛心奉獻給了天下的老人。

他為母親親嚐湯藥的故事成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

漢文帝還多次命令地方官吏，要積極鼓勵農業生產，

對那些努力耕田種桑的人要給予獎勵。他下詔說，農業

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國家沒有比它重要的了。他減輕了

田租，把原來的十五稅一（按收成的十五分之一納稅），

改為「三十而稅一」，有時甚至免除農民的田租。漢文帝

漢文帝非常孝敬自己的母親，母親生病時，他親嚐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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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和皇后一起親自下地勞動，種田養桑。

漢文帝在歷史上還是一個以節儉著稱的皇帝。他嚴

格要求各級地方官吏要節省，防止擾民。文帝在位二十

多年，一直很節儉，和百姓們同甘共苦。宮殿、皇苑等

都是使用以前留下來的，從來不嫌簡陋。他本來想造一

座供宴會遊玩的露台，但看到預算需要花費「百金」，就

說道：「這等於十個中等人家的財產，我本來用先帝的

宮殿就覺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便取消了營

造露台的計劃。

漢文帝的兒子景帝劉啟繼承了父親的傳統，也關愛

人民，以身作則。他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

珠玉，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都比不上穀物和絲麻。

他把田租「三十稅一」正式定為制度。

在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正確決策下，又加上百姓們幾

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會穩定，

政治清明，百姓過上了安居樂業的好日子。



與民休息

註解

①	 江囂：忙亂。

②	 戚：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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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唐太宗減輕百姓負擔

這段話出自《康熙政要》，集中體現了康熙的治國精

神，是康熙治國策略的總結。

康熙全名叫愛新覺羅．玄燁，號清聖祖，順治帝福

臨的第三個兒子，是清入關後第二代皇帝。他自幼勤奮好

學，博覽群書。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在位六十一年，

一生兢兢業業，勤政愛民，是清代頗有作為的好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最受景仰的皇帝之一。

這段話的大意是：（我）一直讓百姓休養生息，不

去擾亂他們的生活，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觀察

前代的君主和臣子們，大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以

至白白損耗國家的實力，使人民生活日益艱難，這一點

康
熙
帝
玄
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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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引以為鑒的。

這段話主要闡述了「與民休息」的思想。與民休息，

就是讓百姓休養生息，統治者通過輕斂薄賦（減輕稅收

和兵役、徭役）、獎勵生產、減輕刑罰、提倡節儉等措施，

來減輕百姓的負擔，使社會獲得安定，經濟恢復發展。

一代明君唐太宗就十分重視「與民休息」。唐太宗早

年輔助他父親李淵推翻了隋朝，他對隋朝從興盛走向滅亡

的過程記憶猶新，當他登位以後，一直把「與民休息」銘

記在心頭。

有一次唐太宗和左右的大臣在討論國家大事，唐太

宗深有感觸地說道：「皇帝依賴於國家，國家依賴於人民。

如果強迫百姓侍奉皇帝，就等於割下自己的肉填飽肚子，

吃飽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國家也滅亡了。所以，

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如果皇帝慾

唐閻立本《步輦圖》中的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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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多，那麼花費就高，開支就多，百姓的賦稅就重，因

此就會十分困苦，這樣國家就危險了，皇帝也就當不成

了。我常常這樣想，因此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

唐太宗對於王子，也不忘用「與民休息」的思想來教

育他們。唐太宗看見王子們在吃飯，就語重心長地對他們

說：「你們知道這飯的道理嗎？」王子們回答說：「不知

道。」太宗說：「耕種糧食十分艱難，都是出自人民的辛

勤勞動。不佔用他們農業生產的時節，才能有飯吃啊。」

無論是和大臣們商量國家大事，還是平日裡教育王

子，唐太宗的一言一行都透露著他仁愛百姓、與民休息

的思想和精神。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唐朝出現了著名

的「貞觀之治」，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知識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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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養生息

「休養生息」是中國古代一項非常重要的經濟政策，

「休養」就是指休息調養，「生息」指人口繁衍。每當

經歷了長期的戰爭或社會大動盪之後，經濟遭到嚴重破

壞，人口大量減少，人民生活十分貧困，古代的統治者

這時會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來減輕人民負擔，安定

生活，恢復經濟。

以農為本、鼓勵耕種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組

成部分。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是

人民生活的保證，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相當重視農

業生產。

古代盛行的「籍田與享祀先農之禮」就體現了君王

躬耕親民的思想。「籍田」禮儀包括行耕籍禮和天子親

耕兩方面。籍禮是祭祀農神、祈求豐收的禮儀，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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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舉行。

歷代帝王都遵循籍田禮，儀式也很隆重。南北朝時，

在都城的先農壇北面建立了御耕壇，供皇帝觀看農夫耕

種的場面，宋代以後稱為「觀耕台」。明清時期的先農壇

都在北京的正陽門外，東南方有觀耕台，附近又有神倉

等建築。

歷史上很多皇帝如明太祖、清康熙、乾隆帝等，都

親自耕作，舉行籍田之禮。雍正皇帝還將籍田之禮推行

到州、縣，並一直沿襲到清朝末年。

中國古代的「籍田與享祀先農之禮」歷史之久，範

圍之廣，影響之深，都無與倫比。在以農為本的古代中

國，這是歷代帝王借重農神的感召力，親勸農耕、興農

固本的一項具有積極意義的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