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治国为政需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治国为政需读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7331134

10位ISBN编号：750733113X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中央文献

作者：刘丹忱

页数：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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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治国为政需读史>>

内容概要

　　刘丹忱编著的《治国为政需读史》精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例，力求聚集其零珠碎玉，使这
些有共性的东西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而提供给各位领导干部以借鉴和参考。
这里既有科学，又有艺术。
《治国为政需读史》希望用宏观的眼光去看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不是着眼于小处的是非，这并不是说
细节不重要，而是主张从诸多细节处得出宏观的历史结论。
在智者眼中的历史，更多的是躬身入局，以前人之力来把脉现时代。
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们能够通过读史、学史而成为治国为政的智者。
我们在点评事件发生发展缘由的同时，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探索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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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历代政治家的读史与学史一、历史是政治家们治国为政的智慧之源二、唐太宗读史、用史
与“贞观之治”三、司马光鉴前世、考当今，编著《资治通鉴》四、康熙帝为经世治国而学史、用史
、修史五、毛泽东以史为鉴建国治国六、把握历史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第二章 领导干部的读史、学史
与用史一、为什么必须读史、学史和用史二、读史、学史、用史的目的和新特点（一）读史、学史和
用史的目的（二）读史、学史的内容和广度（三）学史、用史的各种方式、方法和基础性工作三、当
代中外政治家学史、用史的典型事例（一）江泽民的“思接千载”（二）不忘“向后看”历史的俄罗
斯领导人普京（三）精通世界历史的外交奇才基辛格四、领导干部读、学哪些历史和学习的内容、方
法（一）读、学中外通史（二）读、学中外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读分类史
：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宗教史、思想史、民族史、科学技术史、水利史、农业发展史
等等（四）读专题史：朝代史、帝王史、地方史志、野史、笔记或历史小说、影视作品第三章 学历史
与为政之道一、以人为本（一）“载舟覆舟”君民一体——唐太宗忌割肉充饥、唐玄宗过河不拆桥（
二）坚持真理以人为本——胡耀邦破禁锢求解放，平反冤假错案（三）国富民穷难以为国——隋炀帝
残暴百姓，贮粮资敌二、重视民生（一）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仲的富民之策（二）革新改制减负
安民——张居正行“一条鞭法”（三）立国之道在于富民——唐甄藏富于民的存言三、王道与霸道（
一）猛进和苛严的霸道治国——商鞅强硬改革的得与失（二）王道成就伟业——光武帝以柔术得天下
、治国家（三）宽大无边的王道政治——粱武帝的乱政之举第四章 学历史与用人之道一、研究用人之
道（一）聚才创业——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二）吏不得人——用人不力，事业失败二、考察识别（
一）选贤任能——不计出身，豁达宽容，授权重用（二）选才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深容
重廉，唯才是举（三）知人善任——全面辩证地识别人才（四）不拘一格选人才——依据才能，选用
提拔三、安排使用（一）量才任人——慧眼顺势，用属所长（二）用其所长——才尽其用，风雨同舟
，合谋国是（三）放权用人——委以重任，人才辈出，投桃报李（四）和而不同的人才格局——异曲
同工，交响上乘，和衷共济（五）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以“我”划线，必怨声载道，自食其果四、
培养教育（一）培育干部——用人的基础和前提（二）人才培养事业大计——历史上先哲和政治家重
视人才培养（三）培养造就人才无可比拟的功绩——毛泽东培养整整一代人的重大历史贡献（四）新
时期干部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高干部素质五、监督检查（一）历史上可借鉴的考察干部
的经验——林则徐从政务、业绩中考察下属（二）干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客观、全面、公正
、严格地对待干部六、评鉴奖惩（一）奖励清正廉明、浩己奉公的官员——康熙表彰清官于成龙（二
）当严必严，惩一儆百——司马穰苴治军第五章 学历史与为政谋略一、战略战术（一）不失时机多谋
善断定决策——郭嘉的多谋善断（二）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三）守成开拓改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谋略终将失败——投
机一生，专事权衡得失的袁世凯二、政策策略（一）刚柔结合为政良方——子产论治国政策上的宽猛
相济（二）勇于罪己利在后世——汉武帝颁《轮台罪己诏》（三）施政以宽造福百姓——“战胜还是
安定？
”龚遂施政以宽造福一方（四）示以信任放手重用——汉光武帝与“大树将军”（五）大智若愚韬光
养晦——刘备身处逆境的韬光养晦之计（六）调和各派平衡共处——武则天政策和策略上的“平衡术
”（七）恐怖暴政没有出路——明朝历代特务统治三、方式方法（一）广开言路免被蒙蔽——邹忌讽
齐王纳谏（二）“不恋栈”知进退——李靖全福以终（三）巧妙批评利于采纳——狄仁杰的谏诤艺术
（四）具慧眼交益友——张之洞“官势常青”的成势秘诀（五）造舆论夺声势聚部众——曾国藩以保
卫传统文化为号召的造势术（六）成大事需势重——光绪帝失势而致变法失败（七）近小人而远贤者
终失江山——宋徽宗不务正业重用奸佞第六章 学历史与提高素质能力一、知识学养水平（一）武备兼
文韬勤学成大器——吕蒙中年发奋苦学，奇计擒“武圣”（二）阻烧杀屠城倡文治建国——博学多识
的耶律楚材使中华文明免遭空前劫难（三）渊博学养革新教育人世楷模——学贯中西的蔡元培塑造出
北大的“兼容并包”（四）不务正业怠于政事误国害己——溺于诗文的李后主国破身亡二、领导管理
才干（一）亲身下基层调研出实情——汉文帝亲巡细柳营，比较下属治军优劣（二）“劳谦君子”才
干全面——毛泽东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的作风”三、组织协调本领（一）重情义抓关键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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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以情感人、协调各方（二）找准核心组织各方协调内外——罗斯福以卓越的组织协调才能应对
经济危机（三）尊重地方领导顾全粮食全局——周恩来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四、口才与写作能力（
一）知己知彼步步为营——诸葛亮说服吴主终成孙刘联盟（二）熟谙专业知识口才文笔上乘——兼具
雄辩才能和严谨文风的顾维钧为中国赢得尊严第七章 学历史与加强品德操守一、道德品质（一）“为
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楷模周恩来（二）道德沦丧得逞一时——逢迎拍马、诡计钻营的袁世凯二
、气节精神（一）“留取丹心照汗青”——力挽危局、浩然正气的文天祥（二）“苟利国家生死以”
——置个人安危祸福于度外的林则徐（三）重名利折气节——李斯首鼠两端，酷刑身亡三、奉公守法
（一）言行循礼制不因私废公——唐太宗的内良佐长孙皇后（二）忠君忧国清廉守法——执史巨擘的
司马光（三）勤俭治国正己率下——廉洁秉公的周恩来四、廉洁自律（一）节俭力行清廉自持——“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晏婴（二）靖边功臣廉俭自守——“一钱不私己”的左宗棠（三）奢靡成风
腐败“斗富”——财色俱贪终致祸的石崇（四）贪腐危害倾覆国家——“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五、
管好配偶子女（一）为政者应修身齐家——驳红颜祸水说（二）深明大义卓有远见——帮助晋文公成
就霸业的夫人齐姜（三）戒“无功而尊，不劳而禄”——触龙说赵太后质子（四）妻贤夫祸少——严
以诫夫的陈鸿廉内助（五）骄蛮凶妒乱政祸国——西晋灭亡的“祸水”贾南风（六）寄生特权坑人—
—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第八章 学历史与珍视历史传统一、挖掘古代治国理论，弘扬中华文明（一）中
华文明在碰撞、交流和传播中拂去历史尘埃（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源流与要义二、儒学中阐发的
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三、弘扬诸子百家、前人先哲们的思想精华四、传承民族优良传统与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一）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附：领导干部必备历史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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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吴兢，在他编著呈给唐中宗、玄宗御览的《贞观政要》中，对唐太宗
的政绩论述颇详。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一开始便记述了唐太宗常思“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君道明言。
谈及政体，太宗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用舟与水、根与枝叶来定位君民、国家与百姓的关系，足见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
而直接动因正是总结强盛的隋朝滥用民力、短命而亡的历史。
唐太宗曾多次谈及炀帝轻用民力的危害。
贞观二年，太宗说：“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
，毒流百姓，祸及其身？
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
”可见唐太宗对此段历史的感受何等之深。
　　唐太宗的虚怀纳谏是历代封建帝王无法比拟的，其实这也是他读史用史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之所以能倾听逆耳忠言，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目睹了由于隋炀帝刚愎拒谏而招致隋朝灭亡的结局
。
史称：“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之憎谏，乃日‘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
”（《新唐书·吴兢传》）唐太宗通过读史了解到隋炀帝独断专行酿成的种种恶果，他曾明确说：“
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
”唐太宗以前朝隋炀帝为反面教材，从“憎谏”转变为“求谏”，从“臣下钳口”转变为谏臣满朝，
从上下壅隔转变为上情下达。
在这一点上毋宁说，没有隋炀帝就不会有唐太宗。
　　贞观年间，君臣经常探讨历史上各王朝更替的原因，用史引为警惕，成为佳话，这是形成大唐盛
世的原因之一。
　　同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相联系的，是贞观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
他在位期间，确定了官修史书和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也就是政府出资设史馆组织修史和由政府首脑
宰相来牵头负责。
修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为治国之需服务。
最初史馆因隋之旧隶属于秘书省，后移史馆于门下省，由宰相亲自主持。
共用三十年的时间，官修正史八部：《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
史》、《北史》、《隋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传论，是历史
上唯一由皇帝亲自写史论的一部史书，因而《晋书》旧本题为“御撰”。
　　除了重视编撰前代的历史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当代历史的编著。
贞观年间的当代史包括国史、实录和起居注三种体裁。
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对历代帝王不亲看国史的做法不理解。
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说，不知为什么国史不让当代的帝王看呢？
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均书，国君哪会没有缺点，史官怕犯忤逆，故不能让国君
看到。
”太宗说：“我的看法与古人不同，现在我要看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们完全可以呈上
来。
”　　房玄龄主持下将国史删减，写成编年的实录，唐高祖、太宗各二十卷，于贞观十七年呈给太宗
，这是唐初的第一部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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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表彰和赏赐了房玄龄与执笔修撰的史官许敬宗。
太宗认为实录中对玄武门之变的史实“语多微隐”不妥。
他指出，玄武门之变与“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存”一样，应不讳经过，“削去浮
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也很重视帝王起居注的编写。
贞观初，设起居郎。
贞观十五年，近臣褚遂良由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详记唐太宗的言行。
翌年，太宗问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注的内容，我可看否？
”褚答：“善恶全记，使君主不敢为非，但没听说过要给皇上看。
”太宗又问：“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记下了吗？
”褚答：“不敢不记。
”太宗说：“应该这样。
”　　秉笔直书这一史学原则，在贞观年间是太宗与史官们的共识，大体也被贯彻执行着，应当讲中
国史学的直笔传统在唐初得以发扬光大。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杰出的政绩，受人景仰，究其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是
唐太宗读史、用史、以史为鉴，能虚怀纳谏，因而他拥有清晰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宽厚的胸襟和缜
密的决策，才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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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洞悉中国历史智慧，成为火政治家，一书在手，尽览历史风云，汲取资政智慧。
中国史学是智慧大成之学，它记载着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
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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