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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忠尽智臣子心
远见卓识千秋颂

伍玉成

贤人君子如真龙
刘隆有

强不足喜 弱不足忧
清风慕竹

一封奏疏
改变命运

马周生于农家，自幼父母双亡，家境
贫困，然而他嗜书如命，在亲戚的资助下
刻苦攻读，虽然年轻，却已满腹经纶。

马周聪明有学问，唐高祖武德年
间，他被补授为博州助教。这个职务与
马周的理想相差太远，他怀才不遇常常
饮酒解愁，因此被刺史多次训斥。一气
之下，马周愤然离职、四处游荡。

马周先到了密州，在这里遇到一个
叫赵本仁的人。赵本仁觉得马周颇有
才华，于是资助马周去京城发展。而马
周自己也怀抱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货
与帝王家”的情结，他渴望得到皇帝的
赏识，得到朝廷的重用，于是决心到京
城长安去寻求发展。

马周初到长安，举目无亲，又没背
景，过得很艰难。经过多方奔走，他终
于投奔到中郎将常何的家里，成为常何
的门客。

常何是武将，不通文墨。他原是李
世民的部下，虽然李世民的哥哥、太子
李建成曾极力拉拢他，但在玄武门之变
的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站在了李世民
这边。常何是负责守门的将领，当太子
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他
命人紧闭大门，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兵马
不得进入，从而使埋伏在玄武门内的李
世民及其手下顺利地杀死了太子和齐
王。李世民当上了皇帝，立下了大功的
常何也因此备受唐太宗信任。

贞观五年，唐太宗为巩固政权，有
意广泛听取文武百官的意见，就下令让
朝中的官员积极上书谈论朝政得失。
常何因此异常苦闷，因为他既没有看
法，又不擅长书写，无法完成任务。

马周见常何闷闷不乐，便询问原
因，才知道是因为上书的缘故。他就对
常何说：“大人不用忧虑，臣虽不才，但
足以完成此事。”常何听后，十分高兴，
就请马周代笔。

马周毫不费力地写好了奏疏。在
奏疏中，他以常何的身份提出了二十条
意见与建议，并陈述了理由。这些意见
不仅有针对性，而且切实可行，文辞还
很优美。

唐太宗认真地阅读了群臣的奏疏，
这些奏疏大多是老生常谈、观点陈旧，
还有一些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然而，
当读到常何的奏疏时，唐太宗的眼前一
亮，他十分赞赏奏疏中的意见与建议，
那一条条建议都说到他心坎里了。

唐太宗高兴之余又心存疑虑，这是
常何写的吗？常何会有这样的水平？
于是就找来常何询问。常何坦诚地说：
“奏疏非臣所写，是家里的门客马周先
生代写的。”唐太宗问马周为何人，常何
介绍说：“他每次与臣谈论，总是以忠孝
为宗旨，我看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爱才的唐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
周。在马周未到达时，唐太宗就等不及
了，多次派人去催促。马周到后侃侃而
谈，评论从古至今为政的得失，分析得

细致具体，令唐太宗大为惊叹。唐太宗
于是命马周在门下省值班侍奉，第二年
又提拔马周为监察御史。

一个毫无背景的草根百姓，就因为
代写的一封奏疏得到了皇帝的赏识，马
周从此登上了唐朝的政治舞台。

竭忠尽智
进言献策

马周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为了
感激这知遇之恩，他除了兢兢业业地做
事之外，还要殚精竭虑为皇上进言。因
此，马周多次上书唐太宗，提出建议。
综合起来，他上书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
个方面：

一是劝谏唐太宗重视百姓的休养
生息。

马周呈上了一份《陈时政疏》。他
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
间长短切入，举出历史上的明君与昏君
的不同作为，来说明其统治的结果大不
一样。有的朝代能绵延几百年，而有的
却只有短短几十年。讲到历史教训时，
他劝唐太宗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
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天下人对君主
“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他列举了尧、禹及汉
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批评了当时

的奢靡之风。
马周还结合现实说，现今在大乱之

后，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徭役仍
然很多、很重。马周常常去访问民间疾
苦，发现百姓已有不少抱怨的话，因此，
他劝谏唐太宗要节俭治国，力戒奢侈。

马周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一个重要
观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
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力劝唐太宗要以
“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

马周举出唐太宗在征战中的那些
事实后，接着说隋朝征收、储存了大量
的仓米、布帛、金银，看起来很富足，然
而最后都被反隋者所用。尽管储积钱
粮财物是国家的常事，但总得等百姓衣
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而今战乱之
后，百姓本来积蓄就少，还要强行收缴，
最后所积聚的钱财可能会成为贼寇的
助力，而没什么好处。

马周还举例说，贞观初年，全国遭
受灾荒，那时候一匹绢仅值一斗米，百
姓却能安居乐业，因为百姓知道陛下体
恤他们。近几年连年丰收，一匹绢高达
十多石粟，然而百姓却有怨言，以为陛
下不爱怜他们了，百姓之所以会这样
想，就是因为徭役过重。马周进而指
出，这种状况下，一旦有水旱之灾，或边
疆遇紧急情况，就难免有不测之事发
生。因而劝唐太宗一定要居安思危，重
视民生，爱惜民力。

二是劝谏唐太宗废除世袭、约束

藩王。
马周针对唐太宗将皇亲宗室及功

臣分封邦国，并传给子孙、世代承袭的
这种情况，提出要爱护皇亲宗室及功臣
就应该使他们富贵，使他们能够安全地
生活，而不是要以官职世袭。因为他们
的子弟万一骄奢淫逸，百姓就会遭殃，
国家就会受到破坏。马周建议唐太宗
只封土地，使其食邑代代相传，保障他
们的生活，而官职则应该按才能、品德
授予，这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是对皇
亲宗室及功臣的爱护。

马周还引用汉朝贾谊《治安策》中
可为痛哭、流涕、叹息的话，说明治国要
从长远考虑。并举出历史教训，指出自
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
为社稷着想，就不能娇惯子弟，放纵诸
王，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这样创下的
基业才能代代相传、万年长久。

三是劝谏唐太宗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慎选州县官吏。

马周明确提出“天行者，以人为
本”，强调治理天下要以人为根本，选
好、用好郡县的官吏。县令人数多，很
难全都选用得当，所以更要重视对刺史
的选拔。若每个州配备一个贤良的刺
史，那么一州之内，百姓就能得到休养
生息。因为唐朝政权是在隋末征战中
起家的，所以刺史和州县官吏多是武
人，这些人缺乏治理地方的经验，所以
马周建议要慎选官吏，让武治转型为文

治。对于宰相的人选，马周建议应该让
他们先做地方官，加以实际的锻炼，以
积累治理地方的经验。

四是劝谏唐太宗尽孝太上皇，以孝
示范。

马周对唐太宗非常忠诚，他不仅从
巩固政权方面替唐太宗出主意，还替唐
太宗考虑家事，想得十分周全。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政变，杀了自
己的兄弟，逼迫父亲李渊让出帝位才做
上皇帝的。唐太宗登基以后，虽然尊李
渊为太上皇，却把父亲迁到了城外，而
且其父居住的条件也比自己的皇宫差
很多。这种做法显然不合儒家的孝悌
之道。正当唐太宗自觉不妥、为此忧思
之时，马周提出了建议，他劝唐太宗将
太上皇搬入城内居住，并将太上皇的宫
室加以修葺，以便早晚问候，使皇上大
孝之心明示于天下。

马周提出的这些意见与建议都被
唐太宗欣然接受，因为他确实是为唐太
宗着想的，而且他提得都很委婉，不仅
说出意见和理由，而且还提出解决办
法。他在奏疏中不是空谈，而是务实；
不是抱怨指责，而是设身处地为唐太宗
筹划，所以唐太宗非常乐于接受。应该
说，马周是很讲究进言方法的，所以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唐太宗的劝谏，马周不仅上书，
当皇帝征求意见时，也总是直言以
告。贞观十八年（644）四月的一天，唐
太宗到太平宫，他对随行的官员说：
“臣属听话的很多，而直言冒犯的却
少，今天我打算听听你们的意见，请诸
位不要隐瞒。”

唐太宗说完，其他官员还没有说
话，马周就坦诚地说：“陛下最近所做的
赏罚，我看有以自己喜怒做标准的倾
向。”唐太宗对马周的这一意见也愉快
地接受了。

马周的上书也好，言论也好，都体
现出他对唐太宗的耿耿忠心，也体现出
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多次提拔
评价极高

唐太宗与马周的关系是很和谐
的，他第一次召见马周就迫不及待，曾
派人多次催请，在相谈甚欢之后，就立
即任命为官员，后来又多次提拔马周
担任重要官职。贞观十八年，马周当
上了中书令（宰相），同时兼任皇太子
李治的老师。

马周的职场之路升迁快、职务多，
但他始终不骄不躁，虑事周密，获得了
很多人的赞誉。当时的宰相岑文本对
马周也深为敬佩，他赞叹说：马周论事，
文采洋溢，切合情理，而且没有一字可
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
疲倦。古代的苏秦、张仪、终军、贾谊也
不过如此。

在唐太宗时，有两个著名的谏臣：
一是魏征，一是马周。二人做事的风
格很不一样，唐太宗对他们的态度也
各有不同。

魏征疾恶如仇，他对看不惯的事就
直率地提出，有时不看场合，有时甚至
是疾言厉色。唐太宗对他有些敬畏，有
时也很反感，只是忍耐而已。马周也爱
提意见，但总是平和而委婉，从不声色
俱厉。他不责怪，没抱怨，有情有理，切
中要害，所以让人乐于接受。唐太宗对
他另有一番感情。

二人对谏言的处理也大不相同。
魏征临去世前，将自己的奏疏汇集起
来，准备传之于后世；而马周临终之前，
却将所有奏疏亲手付之一炬，全部焚
毁。他感慨地说：这些东西不能留下来
彰显君主的过失。可见马周多么为唐
太宗着想，想得是何等的周到。这样
想，这样做，能不令唐太宗感动吗？

唐太宗曾经感慨地对人说：“我对
马周，一会儿看不到，就要想他。”可见
马周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唐太宗还
为马周题词：“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
肱之寄，诚在忠良。”意思是说：鸾凤直
冲云霄，定是凭借着羽翼；得力重臣的
努力，就全在于忠良。唐太宗对马周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在人才济济的唐朝
初期是很少见的。

遗憾的是马周的身体不好，他早就
患上了消渴症，常常卧病在床。唐太宗
对他十分关切，下诏令为他建房，派名
医诊治，遣人探视，多次赠送膳食。唐
太宗还亲自为马周调药，让太子去问
候。马周英年早逝后，唐太宗为他举行
了规格很高的葬礼，追赠他为幽州都
督，并将其葬在自己的皇陵——昭陵，
给了马周以极大的荣誉。

对于马周，后人也有很高的评
价。唐朝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
评价马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
端，故动无不中。”唐朝诗人李贺的《致
酒行》一诗中也曾写道：“吾闻马周昔
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
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写了马
周巧遇唐太宗的事，本来是“天荒地老
无人识”，却凭着“笺上两行书”得到了
皇帝的青睐，那种钦佩羡慕之情洋溢
于字里行间。

酷爱文史的毛泽东对马周评价也
很高，他读到马周的《陈时政疏》就大为
赞赏。在《新唐书·马周传》上，毛泽东
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
空谈耳。”这里的“贾生”就是西汉时的
贾谊，毛泽东对他也很欣赏，称贾谊的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而这个批注里，毛泽东把马周的政见赞
为是继贾谊《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
文”，并且不惜贬抑历代文坛泰斗的苏
东坡以作为对照。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针对这篇传记
中所说的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
结论，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
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商朝的宰
相，吕望就是协助武王灭纣的姜太公。
毛泽东将马周与傅说、姜太公相比，赞
美马周的才能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马周虽然只活了47岁，在唐初的
政坛上却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他留下的那些谏言、政论，直到今天，对
于治国理政，还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一
首流行歌曲的风靡，炎黄子孙们，无
论海内海外，布衣达官，更无论须眉
巾帼，黄发垂髫，都愈加自豪地以“龙
的传人”自居。当然，这种现象古已
有之。帝王们爱以龙自喻，百姓们更
爱以龙喻贤人，贤人君子也当仁不
让，自豪地把自己比作龙。

这种现象大概要以孔子喻美老
子为最早。约于公元前503年，孔子
至周，向老子问礼后，对老子佩服得
不得了，因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
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
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
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
龙邪？”

继孔子以龙喻美老子之后，孔子
的学生子张也用龙来比喻孔子。孔
子死后，约于公元前479至前468年
之间，子张将孔子见叶公的情景编成
寓言：“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
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
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
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
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
龙者也。”这就是有名的“叶公好龙”
的故事。在这里，子张把那些徒有虚
名的假士，斥为钩、凿、雕文的假龙，
将孔子颂为气象壮伟的“天龙”。以
“好龙”闻名的叶公，竟专爱假龙，而
害怕“天龙”。

在以龙喻美他人的同时，一些贤
能之士也以龙自喻。这也发端于孔

子。孔子一生意气恢宏，自视甚高，
常常将自己比作蛟龙、麒麟和凤凰。
稍后于孔子，子张也曾以龙自喻。子
张德才、声望虽远不及孔子，确也为
一时俊杰。
尽管自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日

益将龙作为皇帝的专喻物，但正直而
有卓识的士人，却不惜顶着君主集权
专制的压力，不怕冒帝王之不韪，而
真诚地把自己尊崇的贤德之士赞美
为龙。这种情况，以东汉末年和魏晋
时期为盛，明清之时虽被猛煞，但仍
时有所见。

东汉末年的郑凯就认为，凡在某
个方面有过人德才者，均为“龙”
“凤”，将相可以，文士可以，蔑视仕途
的幽人高士更可以。“龙”，并非称孤
道寡的帝王所专属。郑凯的这种观
点，在秦汉以后，君主试图以专制淫
威独霸龙喻的我国封建社会里，有着
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郑凯以后的
一个时期，人们特爱以龙喻美贤德，
而尤以尊美隐士为盛。

魏末名士嵇康，时望甚高，因不
满司马氏专权，隐居不仕。他本来天
赋甚高，“有奇才”，且“身长七尺八
寸，美词气，有风仪”，却故意“土木形
骸，不自藻饰”。人们因而赞美他是
“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就连异常嫉
恨嵇康的钟会，也称嵇康是“卧龙”。

隐士之外，还有几种贤德之士，
也被人们热情地歌颂为龙。
一种是命世奇才。
譬如诸葛亮，司马徽称其为“伏

龙”，徐庶喻其为“卧龙”。人们还将
诸葛亮同其仕吴的胞兄诸葛瑾、仕魏
的从弟诸葛诞加以比较，将诸葛亮比
作“龙”，而将诸葛瑾、诸葛诞分别比
作“虎”和“狗”——“以为蜀得其龙，
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一种是文章高手。
譬如三国西晋之际的陆云，时人

喻其为“龙驹”“云龙”。陆云六岁便
能作文，很小的时候就与其兄陆机齐
名文坛，孙吴有个大官见而奇之，称
赞道：“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孙
吴灭亡后，陆云到西晋京城洛阳，在
和中原名士清谈中广受赞誉，荀隐称
其为“云龙骙骙”，张华称其与陆机
“龙跃云津”。

一种是德才出众、笃于友情的好
朋友，被共喻为“一龙”。

如汉末魏初名士华歆、邴原、管
宁，“俱游学相善，时号三人为一龙。
谓歆为龙头，宁为龙腹，原为龙尾”。

和先秦时期的孔子、子张一样，
秦汉以后的一些贤德之士，也常常当
仁不让地用龙来比喻自己。他们或
把自己不受拘束的真情吟咏，比作
“龙吟虎啸”；或把自己豪迈雄武的举
止气度，比作“龙骧虎步”。

隋末唐初诗人王绩，性豪放，喜
饮酒，乐隐居。隋炀帝大业年间任六
合县丞，因嗜酒不理事而去官，唐太
宗贞观年间，又因嗜酒被免职还乡。
乡人嘲笑他，王绩为自己辩解道：“夫
凤不憎山栖，龙不羞泥蟠，君子不苟
洁以罹患，不避秽而养精也。”

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一门，世代
簪缨，贵盛一时，出过不少名人贤
人。南齐王僧虔在其《诫子书》中自
豪地说：“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
凤，劣者犹虎豹。”

贤人的这种以龙自喻，和人们的
以龙喻美贤人，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
龙文化中的进步面，是我国古代龙文
化中光辉灿烂的一部分。

唐宪宗时，吴元济在他父亲死后，

私自接掌了淮西节度使的帅位，反叛朝

廷，宪宗皇帝下令征讨。征讨大军有多

路人马，但最令吴元济重视的有两个

人，一个是李光颜，另一个是李愬。

李光颜是成名已久的一员勇将，

他本名阿跌光颜，从小跟随姐夫练骑

射，武艺过人，因为战功被赐李姓。李

光颜打起仗来十分勇猛，有进无退，元

和十年（815），他初到淮西战场，就让

吴元济见识了他的厉害。

李光颜驻军时曲，安营扎寨，不料

在凌晨时分，被淮西军团团包围，唐军

骑兵连营寨都出不去。李光颜见状，

立刻下令拆毁自家用于防御的栅栏，

一马当先，率领骑兵冲入敌人阵营。

他往来冲杀，敌兵都认识他，箭如雨

下，结果身上中箭像刺猬一般，犹然杀

敌不止。他的儿子见父亲身上血流不

止，一把拉住了他的马鞍，劝他不要深

入敌阵，李光颜举刀喝道：“让开，大敌

当前，岂有主帅退避之理！”说罢，再次

返身杀入敌阵。将士见主帅如此，个

个效死，争先恐后奋勇杀敌，淮西军由

此溃败。在随后收复郾城的战斗中，

李光颜率领唐军，更是歼敌达3万余

人，令淮西军闻声丧胆。

李愬受到吴元济的另眼相看，是

因为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父亲——名

将李晟。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吴元

济不得不打起精神，认真加以应对。

李愬此前曾为太子詹事，负责太

子的宫中事务，这次被任命为唐、随、

邓节度使，担任西路唐军统帅，接替此

前屡打败仗的彰义节度使袁滋。李愬

知道唐州的将士士气低落，害怕作战，

一到任所，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

“天子知道我柔弱怯懦，能够忍受耻

辱，因此让我来抚慰你们。至于采取

军事行动，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大家一听，不是来催促他们打仗

的，一下子放了大半的心。

接管军队后，李愬也没急着严格

训练、重塑军威，而是深入营帐看望

将士，慰问那些受伤和生病的人，说

到动情处，眼里常常噙满了泪水，一

点威严的架子也没有。有的将军看

不过眼了，严肃地对他说：“军中政务

废弛，不加强军纪，如何能打败强劲的

敌人？”

李愬回答说：“吴家治理淮西数十

年，兵精粮足，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对付

的，还是耐心等待时机吧。”

果然，缺乏军事准备的李愬在第

一场朗山之战中，就吃了败仗。这让

忧心国事的将士很失望，却让吴元济

长长舒了一口气，于是放心地把主力

都用在了对付北路的李光颜军队上。

李愬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行

事依然一副菩萨心肠。唐军在巡边侦

察的途中，意外地擒获了吴元济的捉

生虞候丁士良，将士们非常高兴，因为

丁士良没少让大家吃苦头，于是都请

求将他的心剜出来，为死去的战友报

仇。李愬命人将丁士良带到面前，责

备了他一番，不料丁士良毫无惧色，李

愬不由称赞说：“丁士良真是一位大丈

夫！”竟然亲自为他松绑。丁士良十分

感动，跪下说：“我为您所擒，料想要被

处死了，您却让我活了下来，请让我竭

尽死力，报答您的恩德。”

对待将军如此，对待前来投降的

士兵也是一样。李愬得知归降者家中

有父母需要照料的，便发给粮食与布

帛，打发他们回去，还说：“你们都是朝

廷的百姓，不能丢下亲属不管。”大家

听了，都感动得哭起来。

不知不觉间，唐州的军队虽然在

战斗上乏善可陈，可士气却振作起

来。元和十二年十月初十，在一个风

雪交加的夜晚，李愬率军突袭吴元济

的老巢蔡州，一直攻占了城内的外衙，

有人报告吴元济说：“官兵到了！”吴元

济还睡在床上，笑着说：“俘虏抢东西

罢了，等到天亮一定把他们都杀掉。”

又有人报告说：“城被攻下了！”吴元济

说：“这一定是驻守洄曲的士兵到我这

里来要棉衣的。”等他醒过盹儿来，早

已成了李愬的俘虏。

不光吴元济想不到，就是唐宪宗

也没想到，最终打赢这场战争的，不是

锐不可当的李光颜，而是看起来有些

弱不禁风的李愬。面对众人的疑问，

李愬回答说：“过去袁尚书在唐州，专

门以恩惠安抚敌人，敌人轻视他。现

在我来了，凭借我父亲的威名，敌人肯

定要增设防备。我故意让敌人看到我

军不够整肃，在朗山又打了败仗，他们

肯定会因此轻视我而减少防备，我的

计划才能得以实施啊！”

生活中，强者是一种荣耀，但也可

能成为一种阻力；弱者是一种屈辱，但

更容易为成功积蓄力量。所以，强与

弱常常只是人生一时的状态而已，强

不足喜，弱不足忧，德国足球皇帝贝肯

鲍尔曾经说：“强者未必是胜者，胜者

必定是强者。”只有善于以智慧实现强

弱的转换，抵达成功目的地的人，才是

真正的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