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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貞觀之治中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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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年間（公元 627-649年）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迅速，社會制度完善，更為唐中葉的繁榮

奠定重要基礎，開創中國百年的盛世。其中，儒、道、佛三教與貞觀之治微妙的關係不可忽略，

本文將分析儒家思想在貞觀之治擔當的角色。 

 

     "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
1貞觀元年，唐太宗2已提出以仁義和誠信作

為治國方針。“仁”及“誠”乃儒家思想核心價值之一，可見太宗有意利用儒學淨化政治風氣，施

行德政以爭取民眾的支持。 

 

    孔子在政治上強調德治，要求君主不斷地自我修養。“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之。”
3指出管理國家要以身作則以德治國，如同北極星，安然不動而眾星繞他。又表示君主自

身端正，處理政事便無困難。仁君與德政正顯示儒學的品德要求，因此成爲唐太宗治國的標準。

太宗曾在《帝範·君體》4中論述帝王必須具備寬厚、以禮相待、不驕不慢等品質藉此警惕自己，

他以流水作比喻：“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

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得。”
5即君主自己偽詐不可能使臣民忠直。換言之，要安定天下，唐太

宗認爲自身道德十分重要，否則導致社會混亂。 

 

    唐太宗的個人品行在君臣關係上就得以呈現。太宗指出用人妥當是治理國家的重要事，任用

人才要以德行和學識為本。太宗重用儒生，在正殿左側設置弘文館，挑選文人、儒者，保留官

職下負責整理書籍和教授學生，太宗在閒暇時更與他們討論典籍和商議謀略政事，6使太宗對

儒學也有進深的認識。文學在儒家思想被視爲修身、實施治道的工具，唐太宗好學的心態有助

自我修養，不僅如此，官員對儒家的學問也幫助太宗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促成唐朝多年太平。

另外，貞觀年間，在君臣之間相互監督勸勉下，把孔子提出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7作

了真實示範。太宗常以歷史為戒，虛心納諫，群臣中以魏徵8最為突出。平民出身的魏徵本為

太宗政敵，因他長於論德治思想，具道德形象得太宗任用，先後進諫二百多次，太宗都一一聽

從。例如貞觀初年,唐太宗下令把徵兵的年齡從 21歲提前到 18歲,卻一而再再而三被主張取信

於民的魏徵駁回，所以太宗召集眾臣，預備當面怒斥他。但魏徵以“竭澤而漁”指出政策的弊端，

表明士兵在精不在多，若降低應徵年齡，以後就無法徵募軍人，也無人耕田繳稅，像把湖水抽

乾捉魚，雖然能夠獲得魚，明年卻無魚可捕。太宗聽到後便茅塞頓開，接受魏徵的定見並獎勵

他。貞觀年間的朝廷整體的氣氛反映了儒家思想對君主和官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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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對政權的穩定也十分重要。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
9一個國家裡百姓最重要，其次是國家，而國君在兩者之後。與眾臣議政後，在多方面制

定“以人為本”的政策，例如，經濟方面推行租庸調制，這項措施輕徭薄賦，與經改良的均田制

相互配合，確保百姓有足夠收入，足以支付賦役，有為民制產的精神。文教方面在地方增設學

校，讓平民能夠得到教育，學習儒家經典。此有助選拔人才，亦能使民風淳厚。太宗遵照儒家

治國理念，實行仁政是深受人們愛戴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貞觀之治的成功與儒家思想脫不了關係。唐太宗以仁、義作治國之道，嚴守儒家

原則，而且致力崇儒。用人不問出身，以學識為任賢標準，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加上汲取

前朝經驗，注重臣民意見，訂立政策皆以百姓為重，具體展現儒家“以民為本”的思想。最後在

地方宣揚道德，提升人民素質以達致教化和穩定社會。由此可見，貞觀之治從多角度體現了儒

家思想的精髓。（1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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