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隋唐时期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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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代政治思想



• 隋朝的建立：杨坚出身于北魏六镇叛乱中的胡化汉人，祖辈

一直是西魏、北周的重要将领和军事贵族，封爵是随国公。杨
坚在北周末年以外祖父的身份辅政，篡夺了外孙的皇位，建立
隋朝，此时北方突厥分裂衰弱，隋朝发兵南下灭陈，终于在四
百年分裂动乱之后又一次统一了中国。



• 富强的隋朝：隋朝以强有力的措施调查户口、改革地方制度、

废除九品中正制，又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国家控制的户数达
到900万，口约5000万，文帝后期到炀帝前期，国力达到鼎盛，

据说仓库粮食可支五六十年，此时外无强敌，富裕的隋朝是当
时世界上 文明 强大的国家。





• 隋文帝的政治思想：文帝初年既重视儒学，也相信佛教，但

是他在实际政治中却具有明显的法家风格，执法冷酷无情，即
使自己的儿子也不赦免，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遂废
天下之学”，实行严刑峻法。





• 王通的政治思想：王通生平不详，其人相当自负，认为秦汉

以来人都迷失了大道，自己肩负着直接传承周公和孔子学说、
复兴儒学的使命，其著作模仿六经和《论语》，思想相当呆板
复古，希望恢复三代、西周的制度，具体内容无非礼乐、爱民、
忠君，其 大的创见是“兼三教”的思想，不是简单的排斥佛、
道，而是通过兼容达到以儒学为中心的统一。



• 隋炀帝和隋朝的覆亡：隋炀帝是个相当矛盾的人物，他的文

才和政绩在即位前就相当突出，而且十分谦虚谨慎、对被征
服的陈国政策相当宽和，即位后非常重视文化事业，恢复学
校、聚书讲学，但是变得惟我独尊、好大喜功，贪图豪华而
不惜民力，建东都、开运河，特别是多次远征高丽使人民忍
无可忍，强盛的帝国在各地起义的烽烟里很快土崩瓦解。



二、唐代前期政治思想



• 唐朝的建立：唐朝李氏与隋朝杨氏家世十分相似，都是北魏

六镇叛乱中起家的胡化汉人，北朝的军事贵族，封唐国公，
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李氏乘天下大乱，隋炀帝出巡不归，
出兵占据长安，逐渐统一天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
皇位，成为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唐太宗。









• 唐代政治制度：唐代制度渊源隋代以至北朝，进一步加以

完善，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
制，后来又改行两税法；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后来又改行募
兵制；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编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典；
更重要的是官员选拔和考核中建立了科举、诠选、考课等制
度，打破了门阀世族的垄断，对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完善影
响至为深远。







• 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移向东南：一方面由于魏晋以来南方的

大规模开发，一方面由于北方持续的战乱和破坏，或许也有气
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向东南移动，隋唐时期已
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长安已经无法靠关中土地来供养，经常要
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开凿大运河已经不可避免，特别是唐后

期，国家税收几乎完全仰仗东南，以后这个趋势一直延续。





• 佛教的昌盛和中国化：佛教在隋唐进入高度昌盛的时期，寺

院数量众多，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高僧辈出，而且大多
为中国本土人。寺院图书丰富，僧侣颇有学识，传教的俗讲开
启了白话文学，佛教造像、绘画、音乐艺术风靡一时，社会各
个阶层都深受感染，佛学对于人生心性思辨精密，能补儒学的
不足，提高了整个中国学术的抽象思维水平。而且隋唐佛教不
再否认忠孝等中国传统伦理，这种本土化的趋势更有助于其广
为传播。







• 道教的繁荣：李唐建立后，自称是道教祖师老子（李耳）

的后代，对道教大为尊崇，唐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甚
至以道教经典开科取士，道士可以作官、封爵。道士们出入
宫廷，大量编造祥瑞、符命支持李氏王朝的合法性，原来民
间道教的反抗色彩大大减弱。



• 儒学的复兴：魏晋南北朝长期政治动荡和政权频繁更迭，使

统治者和知识阶层逐渐认识到儒学在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
序上无可替代的作用，儒学在经历四百年的衰落之后开始走
向复兴，隋唐统治者虽然崇信佛、道，但是同时把儒学作为
官方学说加以提倡，由国家出资建立各级学校传授儒学，并
主要把儒学经典选拔官员的考试内容，学者们也开始了更深
入的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



• 儒、道、佛的相互关系：隋唐时期三教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

但是已经日益表现出交融互补的趋势，社会上普遍认识到三教
各有其价值，任何一方的势力都足够强大，已经不可能被完全
消灭，只有寻求共存的方式才是出路。儒学吸收了佛学的抽象
思维，道教学习了佛教的组织体系，佛教也接纳了儒家的忠孝
观念，甚至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伪经。三教各有其社会功能，开
始了长期和平共存的格局。



• 唐太宗和《贞观政要》：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组成了中国历

史上杰出的统治集团，被后代视为贤明统治的典范，他们的
政治经验总结在《贞观政要》中，这本书也成为中国古代基
本的政治教科书，其中关于居安思危、民本思想、君臣关系、
节俭为政等的阐发都很精辟。









• 贞观之治：据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流散者皆归

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
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唐太

宗爱惜民力，对吐蕃是用和亲政策，但并没有全取守势，先
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势力扩张到西域，建立安西四镇，
这些战争速战速决，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 女皇帝武则天和她的周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帝，她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与李氏家族的胡化背景有关，她是
比较迷信的，很依赖佛教、道教，但也很懂得利用儒学，特别
是大力推动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儒生以取得支持，同时也任
用酷吏严厉镇压反对派。可以说她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思想，
而是机敏地利用一切学说和教义维护她的权力，虽然她的出现
引起了中央权力中枢的混乱，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并没有太大影
响，她的灵活政策大体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唐朝的繁荣得以
持续。









• 唐玄宗与开元盛世：玄宗通过政变上台，初期励精图治，整

顿了官僚统治系统，国家控制的户口超过隋朝，使得唐朝的繁
盛达到了顶峰，杜甫诗中有“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治安极好，“远
适数千里，不持寸刃”。玄宗崇尚道教，对佛教实行了严格控

制，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也是文化事业的支持者，当时文化
艺术高度开放和繁荣，到达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无可企及的高峰，
涌现出象杜甫、李白这样后世无法超越的伟大诗人，也使得唐
朝在所有古代王朝中放射出独特的瑰丽光彩，至今仍有巨大的
魅力。













• 傅奕的反佛思想：隋唐是儒学复兴的时期，而儒学复兴首先

要面对佛、道二教的竞争，傅奕推崇儒、道，先后七次向唐
高祖和唐太宗上书抨击佛教，是唐前期反佛的代表人物。他
认为佛教是“妖胡乱华”，来自野蛮民族；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

政治贤明，王朝强盛稳定，有佛教以后政治动乱，王朝更迭
频繁；佛教损害国家经济，动摇纲常伦理，是社会的大害，
但傅奕却没有能力在学理上与佛学对垒。



• 《五经正义》的编定和颁布：唐初为了避免成为另一个短命的

王朝，建立稳定的大一统帝国，自然要谋求政治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深谋远虑，不满意“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混乱状态，

组织孔颖达、颜师古等学者编定了《五经正义》，集中了以往
学者的研究成果，成为官方的权威教科书，为儒学的复兴奠定
了重要的文献基础，这一成果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传统经学
的总结。



• 安史之乱：北方民族的重新强大，使得唐前期在经营边防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内地府兵制废弛，

边疆由募兵制聚集了庞大的军队，精兵猛将云集边塞，而且相
当比例是外族出身，形成了极大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使唐朝的繁盛突然终结。









三、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思想



• 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安史之乱的平定并不彻底，北方许

多地区只是表面上的归服，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中央无法
控制，割据的藩镇建立了家族世袭的统治。募兵制形成的庞
大雇佣兵集团十分骄横，往往自立将帅，这种军人跋扈割据
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朝的灭亡。



• 唐代中后期的经济支柱：北方地区经济在动乱中遭受破坏较

大，又常常处于割据独立的状态，服从中央的养兵负担也很
重，所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东南地区。理财能手
刘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使盐税、茶税等商业税成
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后期又实行两税法，只收户税和地税，
简化了税收，提高了效率和合理性。





• 儒学的新方向：旧有的儒家经学理论水平较低，在佛学面

前常常处于下风，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韩愈、柳宗元、李翱、
刘禹锡等努力探索儒学新的发展方向，摆脱两汉以来注疏的
束缚，“以经驳传”，直接从先秦大师那里吸收营养，否定西

汉开始形成的天命观，吸收佛学的心性论，使儒学建立在更
高的理论水平上，他们的探索为宋代道学或者说新儒学的兴
起开了先河。



• 韩愈的生平：出身中下级官僚家庭，在科举中进士，政治上几

起几落， 后作到兵部侍郎，也算是很大的官了。韩愈一生不改
文人本色，好发议论，作地方官爱护百姓，也在对藩镇的斗争中
建立过功勋。他极为自负，喜欢教育年轻人，认为从孟子以后儒
学衰微，要靠他来复兴，而且他也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并被
后世所承认，明朝以后韩愈像进入学府，受儒生祭祀。他还是著
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



• 韩愈的反佛思想和行动：韩愈一生激烈反对佛教，其思想

主要从经济、华夷之辨、纲常伦理、风俗礼仪等方面阐发佛
教的危害，捍卫中华文化的正统——孔孟之道，而且在斗争

中非常勇敢，几乎送掉性命也毫不后悔。



• 韩愈的圣人史观：他认为人类早期与禽兽相似，有圣人出，

作出种种发明，创造文化制度、伦理道德，人类才从蒙昧走
向文明，如果背弃圣人的教诲，就会重新回到禽兽状态，总
之，是圣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 韩愈的道统思想：唐朝盛行的佛教禅宗中提出了佛法传承

的血脉，韩愈也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神化孔子，大力抬高
孟子一派，贬低荀子和两汉儒学，宣称自己是孟子的直接继
承人，希望通过正统的强化达到统一思想、使儒学重新取得
独尊地位。



• 韩愈的性三品说：韩愈吸收了佛学的分析方法，深化了先秦

的人性论，对于人性善还是恶的问题，他的回答超过了孟子
和荀子，认为人分三品，上品性善，中品有善有恶，下品性
恶，并以仁、义、礼、智、信五德与三品相配合，这个理论
的解释能力显然更加丰富。



• 韩愈的心性修养论：《礼记》中《大学》一篇以往并不受人
重视，韩愈把它单独提出来，大力宣扬阐发，主张先“正心诚
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心性修养

是一切事业的源泉，所以圣人之徒的首要使命就是修身养性。
到宋代，心性之学成为儒学的主体，后来《大学》被列为“四
书”之一，上升到与五经并列的地位。



• 李翱与《复性书》：李翱与韩愈关系密切，在师友之间，他

的理论水平超过韩愈，提出了更精密的心性学说。他把《礼记》
中《中庸》一篇与《孟子》相结合，吸收佛教禅宗“见性成佛”
的思想，提出人人皆有善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只是被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所蔽，不能发挥善的本性，
所以必须“灭情复性”，才能恢复本性，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李翱是宋代新儒学的更直接的先驱，《中庸》也成为四书之一，
取得儒家宝典的地位。







• 柳宗元生平：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成名，参加永贞革新运

动，失败后被贬当时的南方蛮荒之地，也做了一些开发地方
的好事，但总的来说后半生十分潦倒，不过这样倒有时间创
作出流传千古文章和诗篇，在寂寞之中也把思想提炼到更高
的水平。



• 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思想：韩愈是孟子唯心倾向的继承人，
柳宗元则是荀子唯物倾向的继承人，他提出了“元气”说，认为
“天”的各种变化只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毫不相干，“功者自功，
祸者自祸”，人间的福祸都是自己造成的，用比较系统深入的

理论否定了从汉代经学到《五经正义》中的天人感应论，把
儒学的注意力拉回到人的自身。



• 柳宗元的唯物史观：他认为历史发展中有一种“势”，实际上

就是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著名的《封建
论》中他指出，古代的封建制是适应了原始部落发展的制度，
不是圣人创造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与韩愈有很大

的不同，但是封建制必然要被适应更高发展阶段的郡县制所代
替，这也是由“势”所决定的，但是柳宗元没有进一步探讨脱离
了“天”的“人”，与“势”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 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刘是柳的执友，思想也接近，他比

柳宗元更进一步，指出天人关系不是相互感应，也不是毫不
相干，而是的对立统一，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握自己的命
运，但也要受自然之势的制约。柳、刘一派的历史命运和他
们的先驱荀子一样，在后世的影响不如孟子、韩愈大，这大
概是由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决定的。





• 唐末《无能子》的平等思想：民间隐士所著，其对君主专制

的批判大致不超过东晋的鲍敬言，值得注意的是对纲常伦理的
批判中提出了平等的思想，唐宋以后农民起义中往往出现平等
的口号，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少的，很可能是受到佛教
“众生平等”学说的影响。





隋唐学术文化的历史定位：隋唐是政治上北朝征服南朝的结
果，政治制度也多源于北朝；但是在学术文化上却是南朝征
服了北朝，特别是唐代学术明显带有南朝化的倾向，儒学吸
收、融合佛学义理，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