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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治道研究》围绕“治道大体”这个贞观君臣论治的核心内容，分别从治国理
念大体、治国事务大体、治国制度大体和君臣关系大体四个方面对《贞观政要》治道思想进行了阐释
。
治国理念上，唐太宗君臣一致认为，无为、仁义、至公和用贤是治国安邦的四个根本理念；治国事务
上，唐太宗君臣重视君民关系、君相关系、君主和太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夷之间的关系；治国制度上
，唐太宗君臣确立王道制度体系，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对西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成功的方面予以继承
，最终开创了有贞观朝特色的治理模式。
君臣关系上，唐太宗君臣从“君臣协契，义同一体”、“君为政源，率臣以正”、“臣为股肱，制君
以义”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君臣关系理论。
诚如魏征所论，“自古为化，唯举大体”，《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治道研究》所论治国大体不但具
有重要的政治哲学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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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的来看，“人性三品，所染不同”的人性观主要观点有以下内容：　　首先，从人性上，认为
可以划分为上智之人、中智之人与下愚之人三种，上智纯善，中人可善可恶，下愚多恶，好犯宪章。
　　其次，认为这三种人在受到环境影响上是不一样的。
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中智之人，“从教而变”；下愚之人，难以改变。
　　再次，认为上、中、下三种人呈现“中人最多、愚人次之，上智最少”的规律。
就是说，上智的人是少数，愚人稍多一点，中智之人占大多数，而与中人相比，愚人和上智都是少数
。
《贞观政要》中，魏徵曾引用到《潜夫论·德化》中的这个观点：　　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
人也。
上智与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
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从笃变化，惟冶所为，方圆薄厚，随镕制尔。
①　　最后，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渐染既久，必移情性。
人的善恶是由日常生活习惯养成的，虽然各有秉性，但是习染如果时间很长，最终会改变人的情性。
张玄素在劝谏太子承乾的奏疏中说：“至如骑射畋游，酣歌妓玩，荀悦耳目，终秽心神。
渐染既久，必移情性。
”②张玄素认为，太子如果沉迷于骑射游猎，歌舞妓玩，虽然愉悦了耳目，但是最终会污染心神，慢
慢沾染久了，就必然会改变情性。
可见，虽然太宗君臣认为“上智无所染”，但是在日常生活习惯熏陶能改变人的情性问题上，他们依
然强调上智之人也需要注重近习，也就是魏徵所说的“近习之间，尤宜深慎”。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贞观政要治道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