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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民可行义，危民易为非 

【原文】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己，天下虽有道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

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刑戮者，正倾

非也。此二世之过也。 

(《过秦论》中篇) 

【译文大意】所以治民的方略，关健在于使人民安定，如果人民安定，天下虽然有叛逆

之臣，也必然没有群起响应之众。所以说：安定的人民可以实行仁义，而危难中的民众却容

易为非做歹。正是指的这个。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被刑戮的，象秦始皇死时，秦帝

国正如即将倾覆的大厦，秦二世未采取矫正的方策，故身死国亡。这是秦二世的过错。 

【阐释】使人民．安居乐业是治国之本。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人民起义推翻的，

而激起民变的原因，都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过份暴虐。一旦民众揭竿而起，即使是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的皇帝，也不免被刑戮的下场。 

 

陆贾奇谋定汉室 

【原文】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

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宜人坐，而陈平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

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

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调和，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

在两君掌握耳。臣尝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

陈平画吕后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

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 

(《汉书·陆贾列传》) 

【译文大意】吕太后的时候，封许多姓吕的为王，吕氏诸王专权，想强夺汉少主之权，

危及到刘氏天下。右丞相陈平很忧虑，势单力孤不能抗争，恐怕会祸及自己，常常静居深思。

陆贾前去问候陈平，直接进屋坐了下来。而陈平此时正在深思，没有及时发现陆贾。陆贾说：

“为什么事沉思?”陈平说：“你猜我在想什么?”陆贾说：“你位为上相，是食封三万户的侯，

真可谓富贵到了极点，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然而你有忧虑，不过是忧虑吕氏诸王和汉少主

罢了。”陈平说：“对呀，你说怎么办?”陆贾说：“天下安定的时候，丞相的作用大；天下危

难的时候，将帅的作用大。丞相和将帅的关系协调，则士必然归附；如果士必然归附，天下

虽然有变动，则权力不分散。安定国家的计谋，就在你们二：位的掌握之中。我尝想劝太尉

绛侯，可太尉不和我认真，轻视我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和太尉接交呢？”随后为陈平谋划了

打击吕后的几个步骤。陈平用陆贾的计谋，用五百金为绛侯祝寿，准备了丰盛的音乐、酒宴，

太尉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了陈平。从此两人联合，而吕氏的计谋越来越不能得逞。 

 【阐释】团结就是力量。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联合起来，世界上就没有

干不成的事业。陆贾之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促成“将相和”，以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原文】陆生时时前说称《诗入《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面得之，安习《诗》、

《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

久之术也。昔旨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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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胃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

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占败之国。”陆牛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史记．陆贾列传》) 

【译文大意】陆贾常常在汉高祖前赞《诗》，《书》，汉高祖骂他说：“你老子我居马上得

天下，为什么学《诗》，《书》?”陆贾说：“在马背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背上治天下吗?

商汤用武力取得天下，用文治治理天下，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策。昔门吴王夫差、智伯

都是因为黩武而失败；秦任刑法不变，终于灭掉了赵氏。如果秦朝合并天下以后，能推行仁

义，学习先朝圣人，陛下能得天下?”汉高祖面带惭愧，对陆贾说：“你试着为我写秦朝之所

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及上古国家成败的教训。”陆贾于是大致叙述了国

家存亡兴衰的教训，共著文十二篇。 

【阐释】武力可得天下，但并不能治理天下。穷兵黩武的吴王夫差所以难免：失败；一

味推行暴政的秦二世也注定速亡。所以，古人说：“过份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就是这个道

理。 

 

齐桓公任相 

【原文】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

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

“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

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

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一勿已，则隰朋其可乎?一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

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

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

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

虫出于户。 

(《吕氏春秋·贵公》) 

【译文大意】管仲得了病，齐桓公前往看望说：“仲父的病很重，这种时候所有的人都

是不讳言生死的，你死之后由谁来当相国呢广管仲回答说：“以前我竭尽心智，尚且不能确

切知道谁能任国相，现在病得朝不保夕，我怎么能说呢?”齐桓公说：“这是国家的大事，愿

仲父能告诉我。”管仲恭敬地答应了，说：“您准备任谁为相?”齐桓公说：“任鲍叔牙为相可

以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我和鲍叔牙很相知。鲍叔牙的为人：清正廉洁，看到不如自

己的人，就不和他亲近；一听到别。人的过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不得已，隰朋可以吗?”

桓公说。管仲说：“隰朋的为人：能羡慕上世贤人而又不耻下问，自愧不如黄帝，而又怜悯

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事，有些不必过问的就不问；他对于事物：不必知道的就不去了解；

他对于人，很宽厚，有时对别人的过错都装着没看见。隰朋可以任为国相。”国相，是很大

的官。凡做大官的，不在小处苛求，也不看他是否有小聪明。所以说：“大匠只规划示范，

不自己动手砍削；大厨师只调和五味，不自己动手宰割；真正的武士气势凌人，而不用亲自

搏战；正义之师从不侵害别人。”齐桓公秉公义去私恶，任用管仲而齐国为五霸之首；而他

偏私所爱，任用竖刀使他死后无人收尸。 

【阐释】举贤任能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历史反复证明，任一贤者则国家安宁，任一

小人而国家动乱。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而使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造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

大事业；管仲死后他任用亲信竖刀，使他活活饿死，而且死后无人主丧，尸虫都流出了门外。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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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杀子 

【原文】墨者有钜子腹 ，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

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 甜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沫，

腹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其所私以行大义，

钜子可谓公矣。 

(《吕氏春秋·去私》) 

【译文大意】有一个在墨子学派中有成就的人叫腹 ，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犯罪杀

了人。秦惠王对腹 说：“先生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下令官吏不要杀您的

儿子，先生你就听从我的安排好啦。”腹 ：“墨子学派的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

者处刑。’这是为了禁止杀人和伤人。而且禁止杀人、伤人是天下大义所在，大王虽然恩赐

我，不让官吏杀我儿子，但我却不可不行墨家法规。”腹 没有接受秦惠王的恩赐，并且

敦促官吏杀了自己的儿子；亲生子女是人之所爱的人，忍心对待他所爱的儿子推行共义，腹

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 

【阐释】私心杂念人人有之，尤其在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能去私心存共义确

实是令人敬仰的品德。腹 含泪杀子，诛暴无私，受到千古人的仰慕。 

 

得其民，得天下 

【原文】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理：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心矣；德其心有道：所欲与人聚之，所恶

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

朗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

可得已。 

(《孟子·离娄上》) 

【译文大意】孟子说：“夏桀和商纣的丧失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他们失去百姓，

就失去民心，要获得天下的好办法是：赢得百姓。便能赢得天下：要赢得百姓的好办法是：

得到民心，也就是能得到百姓；要得到民心的好办法是：百姓所盼望的就给他们满足，所讨

厌的就不强加给他们，这样子就行了。百姓归附仁德，就好比水向低处流，野兽向旷野跑一

样自然。因此，替深池把鱼驱赶来的是水獭；替丛林把鸟雀驱赶来的是鹞鹰；替商汤、武王

把百姓驱赶来的是夏桀和商纣。今天，天下的君主如果有好仁的人，那么别的诸侯就会替他

驱赶来百姓，到那时即使不想统一天下，也会身不由己。 

【阐释】越王蒙受会稽之耻以后，他知道，雪耻的唯一希望就在百姓身上，所以对内亲

抚群臣，对外教养百姓，与民同甘共苦，终于赢得了人民对他的信赖，这才起兵灭吴，在五

湖大败吴军。这一事例也在证明着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兵不可不察 

【原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上卷·计篇》) 

【译文大意】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民的生死，卜地及财产的护卫和

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予以认真研究和慎重考虑的。 

【阐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征战不已，王公贵族往往把战争的胜负寄托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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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战必祀。而孙子则首先提出，战争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祈求神灵之前，必须先要对

战争各要素进行系统考察，把握战争的规律，计算优劣，推断胜负。方可兴师动众。即所谓，

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于外，用兵之道，始于计谋。 

其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虽不至直接关系生死，但在事业上的发达和人事关系的成

功上也有似“存亡之道”，而“不可不察也”。我们也要事事先有计划，不能兴之所至，杂乱

无章，或虽有计划，但或不切实际，无法实行，或有始无终，一事无成。 

因此，认真研究和慎重考虑是很重要的。 

 

明君慎战 

【原文】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

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

良将警已，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兵法·下卷·火攻篇》)  

 

吴起谏魏文侯 

【原文】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

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

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

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

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

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

全胜六十四，馀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图国》) 

 

刚柔相济 

【原文】《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

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

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及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

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消。纯

刚纯强，其国必亡。” 

(《黄石公三略·上略》) 

【译文大意】《军谶》上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战胜强。”“柔”而适中是美德，“刚”

而失中是祸患，“弱”而有德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强”而不仁会受到人们的怨恨和攻

击。有时需要设置“柔”，有时需要施行“刚”，有时需要使用“弱”，有时需要施以“强”。

4



这四个方面要互相兼顾，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而适宜地巧妙运用。 

事物的真象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就不能认识它。大自然的奥妙，要依靠事物的逐步

变化来了解。奇正的运用变化无常，是因为敌情变化多端。不要敌情不明就预先死板地定框

子，而要根据敌人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这样就能谋取控制天下，帮助君主成就功业，树立威

权，拯救极远的边民，安定东方的“九夷”。能有这样谋略的人，可以做帝王的老师。 

古语说，人没有不逞强好胜的，却很少能持守刚强柔弱的微妙。如果能掌握它们的微妙，

就能保全生灵。“圣人”把它存在心里，行动起来就能适时地应付各种事变，放开它会充满

天下，收起它却不满怀抱，安置它不用房屋，保卫它不用城郭，把它藏在胸中巧妙运用，就

能使敌国屈服。 

《军谶》上说：“能用柔又善用刚，国家就充满光明。既能用弱又善用强，国家就愈加

昌盛。纯粹用柔单纯用弱，国家一定削弱。纯粹用刚单纯用强，国家必定灭亡。” 

【阐释】“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这原是老子的思想。“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

坚。无有人无间。”(《老子》第四十三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

第七十六章)。正确把握“柔弱刚强”的关系，在治国用兵上是至关重要的。在“柔弱刚强”

上，这里更强调“贵柔”、“贵弱”的观点。它认为：柔而适中是美德，有德刚人愿归附。刚

愎不仁就会失掉人心。同时“柔、弱、刚、强”各有所宜、各有所用。要“兼此四者而制其

宜。”这是说要根据“柔弱刚强”的各自特点，恰当适用。当柔则柔、当刚则刚；可强则强、

可弱则弱。为了在战略战术上骄敌、纵敌、诱敌，最后达到制敌、克敌的目的，就要灵活地

运用“柔弱刚强”。战术上孙膑指挥的马陵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孙膑在强大的魏军面

前，以己之柔示弱，助长庞涓的骄气，使他误入齐军设伏的马陵道，接着孙膑再一声令下，

齐军万弩齐放，以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击败魏军，迫使庞涓自杀。诸葛亮的空城计，也是

以柔制刚的一个光辉典范。在敌方强大的攻势下，诸葛亮不动声色，轻琴慢弹，不费一箭一

镞，不伤一兵一帅，用一人智慧胜敌万千军马。以柔制刚、以弱胜强，保全了自己的力量。

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重柔一重弱”在战略战术上是十分重要的。“能柔能刚，其国弥光。

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这里以国家的兴衰存

亡来证明“柔弱刚强”的辩证关系，很有说服力，也进一步申明它的理论是为治国统军的战

略服务的。遵循这个理论，国家就能兴旺昌盛，违背这个理论，国家就会削弱灭亡。 

 

治国治军 

【原文】天子之义，必纯取法灭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

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腧；材

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腧。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贯成则民体

俗矣，教化之至也。 

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

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渭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慝，不遵道而任勇力，不

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军旅以舒为主，

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

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人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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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浯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

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

不伐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觏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赏，上下皆不

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

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已，必远其罪，上下

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戍兵三年不典，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知之至也。得意则凯歌，示喜也。伯

灵台，答民之劳，示修也。 

(《司马法·卷上》) 

【译文大意】天子应奉天地之道，调合阴阳四时之气，顺应潮流，参酌先圣之法度，去

争取民生乐利。士民们应从父母之教和君长之命，而为国家尽其义务。上下各尽天职还不够，

还得教民能保国卫民。否则，即使有了贤明的君主，不先教会百姓保国保家，就不能依靠民

众消除内乱抵御外患。 

古代教民保国卫民，必须先立职位，使上下有序，各守分寸不相侵凌；分清什么是有得

于心的德，什么是行为得其当的义，使能区别不相超越，认得谁是贤能的通才，谁只是专门

技术人才，使能各展所长不相掩盖；知道谁处事勇敢果决，谁只是一个力士，使各种人才各

尽所能不相冒犯。若能如此，就意志集中，力量一致了。 

古代教民方法，治国以仁德，治军以勇德，不用治国方法治军，也不用治军方法治国，

所以不会使之过刚或过柔。为上级的，要重视那些不自夸有功能的人，因为不自夸的人方是

上等人才。假如他不自夸便不会有贪求，不贪求便和人无所争执。在国内听断事务必得百姓

的实情。在军旅听断事务必能得到正当的处置，所以通才偏才都不会被埋没。服从命令列为

军人的上等奖。赏，干犯违背命令列为军人的上等刑戮，所以勇士力士都会守纪律了。 

已经尽心竭力地教化民众，然后再谨慎地选拔、谨慎地使用他们。军用各事，要极周到

地由主管官整备。教育各项，要极简明地使受教育者有学习兴趣。制度已成习惯，要使民众

很自然地当作时兴风俗，这样的教化算最好了。 

军队过分重视威严，百姓则受不了，然忽视威严，百姓便又会看轻了军队，不服于制。

在上位之人，使用百姓不得当，百姓之间无次第之分，那么有技能才用的人便得不到施展其

长处的机会，牛马也使不上力量。官吏随意欺凌于民，百姓就会委曲难伸。在上位之人不尊

重敦品励行的人，而信任奸诈邪恶的人；不尊重有智谋道法的人，而信任勇猛有力气的人；

不上赏服从命令的人，而重视犯上抗命的人；不称赞救人救世的善良行为，而称赞残害别人

的暴虐行为，如果这样地亵渎主管官的职权，就使得军队无威严，在百姓中没有威信。军队

以宽舒平稳沉着为主要要求，只有以不过刚不过柔的沉着，才能充分发挥民力。即使在战场

与敌交刃之时，也要步不急进，车不轻发，追击不超越战阵排列，沉着而不紊乱。以上所述，

是使军队上下巩固的方法，着重在于有节制地确实掌握住成行成列的基本教练，不竭尽人马

之力，于战场上进退迟速都不违背军队的训戒命令。 

古代，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来治国。如果用治军的方法治国，那

百姓的民权就会被剥夺，如果用抬国的方法治军，那百姓的民权仍然会没有保障。所以，作

为国家，立意要文明华美，言谈要文雅，措词要温和。在计议政事的朝堂卜，为君王者要恭

敬每个人的职位。态度谦和，修身以待人，自己所不愿做的事，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为臣

者要做到不受诏令不擅至君前，君不问不敢妄言国政，三揖而后进，一辞而即退，不为个人

求前程发展。军中之士，则不讲求温文恭逊，说话对答高抗而直言，并站立不求礼节。作战

时，行列之上要做到行事彻底，断事果决，着盔甲见尊者不需跪拜，乘兵车者不需抚车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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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礼，在城上警戒者不急奔而恐吓百姓，遇危事不启齿而惑众。所以尚礼、尚法，乃是治国

治军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互为表里；文教，武力，则是保国，卫民的左右两手。 

古代贤明的国君，宣扬百姓好的道德，尽量去做百姓们所喜爱的人和事，所以百姓们就

没有享不到的福利，没有遭疏忽的意愿，奖赏事迹也就无由发生，惩罚手段也就无所试用了。

虞舜为帝王的时代，不赏不罚，而百姓却乐为其用，那是最盛大的功德感召所致。夏代只行

赏而不行罚小是最良好的教导化育功能。商代只罚而不赏，是最严格的威风逼迫。周代赏罚

并用，是因为功德感召百姓的力量已很衰微了。行赏及时，可使士卒百姓速得为善的好处，

行罚当场，可使士卒百姓速睹为恶的害处。如果大捷胜利不行赏，不归功于个别人员，那么

上下都不会争夸自己的功劳。在上位者不争功不自夸，就不会骄纵放肆；在下位者不自夸，

则无隔阂无等级之分。上下都不自矜夸争功，就可称是极好的谦让风气。战争大败不行杀戮

以为罚，不委罪于个别成员，那么上下都会认为自己有罪过。在上位者若认为自己有罪过，

必定悔改向善，在几位者如认为自己有罪过，必定远离罪恶。上下都这样分担大败的责任，

也可称作是谦让的最高程度。 

古代派遣戍卫边疆的兵，前三年不用查兵籍册，每年有人自觉更代。为国君者要亲跟看

到和体会到士卒百姓的辛劳。百姓士卒为国而服劳役，国君了解百姓的艰辛，上下之间相互

报施，才会有最牢的团结。战争胜利便凯旋归国，表示快慰振奋，回国后偃武修文，筑高台

使国君登其上而答慰百姓的辛劳，并宣布应开始休养生息了。 

【阐释】本文就治国治军两方面展开论述，既谈出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又谈出了各

自的特点。“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人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

这是说在治国治军的方法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用治国的方法去治理军队，也不能用治军

的方法去治理国家。 

治国要以礼为重，统治民众的关键在于教化上，民众只有进行教化之后方可使用。教化

要使各级之间不相侵犯；有德行节义者以正道白守；有才能者各得以献艺，有勇气者不得逞

强。百姓在教化之后才能够尽其义务，保家卫国。国内尚礼，除了以礼为重，注意教化百姓

外，还反映在日常的一些礼节仪式上。它要求做到“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已以

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这是说治国时要讲文明，人与人之间要谦恭，君

主要注意自身修养，尊重别人；臣民要不受诏令不上前，君不问不多言。显然，这里强调的

是“礼”，国内尚礼，人们才能各就其位，各尽其责。 

治军要严明赏罚，赏罚是维护军队纪律的一种手段。“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

军队必须赏罚严明，才能维护铁的纪律，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当年孙武杀了君王的宠妃，

使宫女们明白了自己行为的准则，军队大振，成了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值得一提的是，

文中还提到“大捷不赏”、“大败不沫”，意思是说，大胜时不赏，人人都不骄傲自满，就不

会形成高低之分；大败时不罚，人人都检查自己的过错，吸取教训，应该说这是司马穰苴推

崇的一种领导艺术，并不是和赏罚严明的观点相对立的。军队尚法不尚礼，违反军纪军令的

事绝对不能做，但是平时它不讲究繁缛的礼节，要求将士言谈行为直言果决；戴盔甲的人见

尊者不用跪拜；乘战车的人也不需行礼。 

由此可见，本文阐述治国、治军的根本区别在于，治国尚礼，而治军尚法。 

 

孙膑见齐威王 

【原文】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

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

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

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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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素佚而致利也。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农战斧

遂；黄帝战溺禄；尧伐共工；舜伐刷口口而并三苗，……管；汤放桀；武王伐纣；商奄反，

故周公伐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

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孙膑兵法》) 

【译文大意】孙膑晋见齐威王，对威王说：“军事上不能倚赖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势。这

是先代帝王传布下来的道理。打了胜仗，就能保存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延续将被毁灭的世系。

打了败仗，就会丧失领土而危害国家。因此，对战争问题不能不认真研究。轻率好战的人会

导致亡国，一味贪求胜利的人会受挫被辱。战争不是可以轻率进行的，胜利不是可以随意贪

求的。要先做好准备，而后才能采取行动。城小而防守坚固，是因为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兵

少而战斗力很强，是因为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守而无物资储备，进行战争而非正义，天

下谁也无法使其防守坚固，战斗力强大。唐尧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拒不执行其命令的有七

个部落。东方地区有二个，中原地区有四个，……不能无所作为而获得胜利。只有用武力战

胜敌人，才能使自己强大巩固起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古时候神农战胜补遂；黄帝战胜蚩尤

于涿鹿；唐尧讨伐共工；虞舜讨伐庹囗囗而驱逐三苗，……；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殷

纣王；商奄叛乱，周公率兵去镇压。所以说，那些功德不如五帝，才能不如三王，智略不如

周公的人，却说什么我要以积累仁义、推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禁止战争。这种办法尧

舜不是不想用，而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才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阐释】从文章的语言上看，本文是孙膑自记传与弟子的。它是孙膑晋见齐威王时，所

陈述的对战争的一些看法，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孙膑的战争观点。文章的开始明确地指出：战

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

稷也。故兵者不可不察。”这里孙膑不是简单地重复孙武的话，而是针对当时齐国的现实，

向威王重申这一战争观点，以引起他的重视。齐威王即位时，齐国正处于低谷，出现“诸侯

爿：伐”的局面，孙膑就是根据这一局面，向威王提出“战胜而强立”的观点，这是孙膑战

争观中的一个灵魂，也是他对《孙子兵法》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孙膑向威王指明了“战胜而强立”的条件，这就是“事备而后动”。孙膑告诫齐

威王：“乐兵者亡”，“利胜者辱”。虽然说“战胜而强立”，但战争绝不是随便可以打的，不

能随心所欲，穷兵黩武。当年智伯无缘无故用武力威胁赵、魏、韩三家，引来的灭顶之灾，

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另外孙膑强凋“事备而后动”，只有做好准备，才能“战胜”。这里孙膑

提出两项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有委”，这是指要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只有具备强大巩

固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进行。其二，“有义”，这是指要有正义的理由，只有正

义的战争才会取得民众和士兵的支持，而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膑在这里强调了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他把经济看成是进行战争的根本条件，而把政

治看成是战斗力的首要因素，他认为这两者是“战胜而强立”的基本条件。 

最后孙膑列举了七个古代战争的事例，向威王阐明“战胜而强立”的目的。只有“战胜

而强立”，才能消除分裂，平息叛乱，最终目的是达到天下统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孙膑不是

一个好战分子，他并不是无条件地赞成…切战争，而是赞成统一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 

此文是《孙膑兵法》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战胜而强立”这一观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都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以仁为本 

【原文】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渭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寸：中人。

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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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

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

春嵬秋弥。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

也；成列而喜，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

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顺天之

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弭

兵寝，圣德之治也。 

(《司马法·上卷·仁本篇》) 

【译文大意】古时候，人们以仁爱为根本，用合乎情理的办法来治理天下，正常的方法

行不通，就该使用变常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若必须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要遵守下列

几个原则：杀违法乱纪之人，以使好人得到安全，那么杀是应该的；攻打邻国是为拯救其百

姓，那么攻打是对的；用战争手段去制止已发生或未发生的战争，即以毒攻毒，也是应该的。

若能如此，仁爱便为人所亲近；有理的行为便为人所悦服；智谋便为人所仰仗；勇力便为人

所取法；信用便为人所信任。这样，得到境内百姓的爱载，可以守固；得到境外百姓的威服，

当然可以对外作战了。作战的道理：不要违反农时，不要使百姓经历苦难，以此表示对本国

百姓之爱。不趁敌丧乱，不乘敌灾难，以表示对敌国百姓之爱。天寒地冻，酷暑炎热之时，

不兴兵动众，以此表示对敌我百姓之爱。所以，国虽大，不得好战，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定，

仍不得忘战，忘战必危。天下平定之时，国君已令大奏成功之凯歌，然而武备仍需按期演练，

春秋两季国君以围猎形式举行操演大阅，诸侯依命参加，春归务农，秋末组军复出随征，以

此备战。 

古时作战，战阵追击不过百步，战场逐敌不过九十里，以此表示军队的节制；不穷人力，

不强人所不能，哀怜救助伤病之人，以此显示仁爱精神；待敌成列而战，给敌方公平作战机

会，以此表示作战信用；争大义而不争．小利，以此显示无私的正义感；敌若降服即可免罪，

以宽厚待人，以此表示宽大与仁道．能审知后果，察知始因，以此表示深远的智慧。以—上

述六种德行而行事，为古代所传的政道。 

先代帝王治理国家，首先顺乎天道，合乎地宜，以有德之人为官，正官名、理万机，分

封诸侯，以治界内之民。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尊卑，并以职位定其禄秩。如此，

诸侯对天子自然悦服怀德，远在海外诸邦亦会前来致敬修好，讼止狱空，军队备而不用，这

就是圣德天子的治世呀。 

【阐释】这里的“仁”为根本，重点阐释了几个问题。 

其一，战争的目的与性质。我国古时候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的性质已经有了较为

明确的认识。《吕氏春秋》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亦

不可。”这段话的“义”，基本上把战争分为了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正义战争的特点是：平

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而非正义战争是为了扩大疆土，夺取财物，恃本国之大

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就可以杀；为爱其民而攻打其国，就可以攻打，

为制止战争而战，发动战争也是可行的。 

其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在治理国家、解决国内外各种矛盾，用正常方法“政治”行

不通时，就必须使用“战争”这种特殊手段。战争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谁有进步的政治和正

确的方针，谁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政治、军事是相互服务，又相互制约的。 

其三，战争与民众的关系：古人已懂得保护人民利益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在春耕秋

收之季，尽量不要扰民作战，酷暑严寒之时，也要避免兴兵动众。不但要照顾本国百姓，还

要对敌国百姓施以仁爱。这样才能得到敌我双方民众的拥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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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百姓的支持，胜利就有了保证。 

其四，要长期备战。无论是凯旋之际，还是平安之时，全国上下都要随时对准备应战，

每年的军事演习是必不可少的。“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是一条真理。 

 

严刑峻法诸葛亮治蜀 

【原文】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

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

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

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

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上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

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

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 

【译文大意】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不少人因此产生抱怨情绪。

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人函谷关，与人民约法三章，秦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现在

您借助权势力量，占据一州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进行安抚，更何况从客

人和主人的方面讲，也应该尊重主人，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

诸葛亮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不施德政，政令苛刻，人民怨恨，所以一

介草民振臂一呼，秦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高祖在这种情况下，约法三章，才取得很大成功。

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不止有一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

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去威严。蜀地人因此骄横独断，君臣之间，

渐渐失去规矩。给予高官表示恩宠，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

施加恩惠，不能满足要求时，臣下就会轻狂怠慢。蜀地所以疲敝破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

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时，人们便会感激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

制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光荣。荣誉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规矩，治国的

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阐释】法律的严厉与宽和，要因时因地而定，否则就会使刑罚无度，国家危机。 

 

魏武帝铲灭佛教 

【原文】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

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人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人其官，

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

合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浩

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

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

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

坏，九服之内，鞠为丘墟。朕承天绪，欲除为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

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

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迈豫闻之，得各为计，沙

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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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大意】魏国主同崔浩都很尊重信任寇谦之，也信奉寇谦之的道行。崔浩向来就不

喜欢佛教，经常向太武帝进言，认为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费财害人，应该把所有的佛教都

铲除。太武帝讨伐盖吴后来到长安，进入一座佛庙，和尚们让太武帝的侍从将官们喝酒。太

武帝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们居住的屋里，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出来禀报太武帝。太武帝大

怒说：“这不是和尚们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是同盖吴串通，想作乱的。”于是，命令有

关部门把全寺院的和尚杀死，查封寺院财产时，又发现酿酒工具及州郡牧守、富人们所寄藏

的数以万计的财物；还有用来藏匿妇女的地下密室。崔浩因此劝太武帝将世卜的和尚全部斩

尽杀绝，捣毁各种佛经佛像，太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寇谦乏极力劝阻崔浩，崔浩不听。太

武帝首先斩杀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下诏给留台，让他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和尚

的法令去做。诏书上说：“从前，后汉君主荒淫无道，信奉迷惑邪道假神以致扰乱天道常规，

这是自古以来，九州之中没有发生的事。夸张荒诞的大话，不根据人的常情，在国家将亡时，

没有不受到迷惑的。因此，国家政治教化不能推行，礼教忠义大大破坏，普天之下，都变成

荒丘废墟。我承上天的旨令，要铲除伪善，保留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期太子安定的社会，

将其他东西全部荡除，消灭它的踪迹。从今以后，胆敢有事奉胡人之神以及造这些泥像、铜

像的人，满门抄斩。有不平常的人才能有不太平常的事。不是我，又有谁能消除这历经几代

的虚伪东西!有关部门要通告在外征战或驻守的各位将领、剌史，凡有浮图像和佛经等的都

必须打毁焚烧，和尚不论年纪大小一律活埋。”太子平素就喜欢佛法，他多次劝谏，但太武

帝不听。他于是拖延时间，缓慢地将诏书发下去，使远近寺庙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法脱身，

许多和尚都藏了起来，幸免于难，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只有佛塔、寺庙在北魏境内不

再存在了。 

【阐释】魏武帝灭佛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指控寺庙与叛军有

联系，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隋文帝修订律令 

【原文】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频、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

等更加修订。政练习典故，达于从政，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

时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滞，皆取决于政。于是去前枭、辗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

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

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个。又制议、请、减、赎、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除前世讯

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听之次经郡及州；

若仍不为理，听诣阙伸诉。 

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诏曰：“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

枭首、辕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

酷均脔切。虽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轘及鞭，并令去之。贵带砺之书，不当徒罚；

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

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遵用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经九) 

【译文大意】当初，北周的法令和北齐相比，条文烦琐而没有要领，于是，隋文帝下令

高颖、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修订。裴政熟悉前代典故，通达统治制度，

于是汇集魏、晋旧律，下至南齐、南梁各朝，因循变革，轻重、缓急，取其量刑合适的办法，

修订新律。当时参预修订的有十余人，凡有疑难之处，都由裴政裁定。于是废除了前代的枭

刑、轘刑及鞭刑。如果不是犯了谋叛以上死罪，不收捕族人连坐。新律所规定的死刑有绞刑

和斩刑两种，流刑有三等：从流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有五等，自一年至三年；杖刑有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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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十至一百；笞刑有五等，自十下至五十下。又制订了八议、申请减罪、官品减罪、以铜

赎罪、官俭抵罪等款，用以优待士大夫。新律也摈除了审问囚犯使用的酷刑，规定拷打不能

超过二百下，连刑具枷杖的大小也都有一定的规定。新律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有枉屈县府不受

理的，可以依次向郡、州申诉；仍不受理的，可以向朝廷申诉。冬季，十月，戊子，隋朝开

始执行新律。隋文帝下诏书说：“绞刑可以致人毙命，斩刑可以使人身首异处，除去作恶的

犯人，这样做已经很严厉了。枭首、镮身等极刑，在道义不可取，对惩恶肃纪并没有好处，

只表现残忍的心胸罢了。使用鞭刑，摧残囚犯身体，使囚犯骨肌痛彻，其残酷和脔割肌体相

同。鞭刑虽在古代就有，但它不是实行仁政的君主所采用的刑法。因此，枭刑、辑刑及鞭刑

一同革除。在新法中，尊崇功臣，不对他们用徒刑；优待服冕乘轩的高官显贵及他们的亲属。

前代流放六年，改为五年；前代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其它以轻代重，代死为生的条款很多，

在文本中都有详细记载。杂格、严科，也一起废除。”从此，法律就固定下来，后世多尊用

隋律。 

【阐释】法律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刑罚的目的是止恶，惩恶，不是为了泄忿。

故枭、磔、辗对死者无恤，使生者恐怖。隋文帝废除之，正显示出他仁德爱民。 

 

唐太宗论文武之道 

【原文】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

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

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

谢。 

(六月)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

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

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教也。”

踽谢不及。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译文大意】春季，正月，乙酉，改年号。 

丁亥，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秦《秦王破阵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门征伐隋及

各路割据势力，民间于是流传这支曲子。虽然没有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立国的功业却由

此而来，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力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能比拟的。”

太宗说：“平乱建国应以武力为主，治国守业却应依仗文德，文武的妙用，全在于因时因宜。

你说文才比不上武功，这句话说得不对啊!”封德彝磕头道歉。 

六月，戊申，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踽说：“纣王大逆不道，周武

王讨伐商朝。周及六国没有罪过，秦始皇吞并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但人心向背

则不同。”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卜，

日渐崇尚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打天下可以通过抗争，守城则不能不顺应民

心。”萧瑀钦服不已。 

 

唐宪宗减免赋税 

【原文】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

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

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旨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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