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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内容概要

《贞观政要译注》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
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译注》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
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
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
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
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
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
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纳谏这条渠
道避免大的错误发生。虽然，作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在位期间也曾对纳谏有过不同的表现，但他留
下许多可资借鉴的言行。他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是他在谏臣魏徵死后所总结的，足见他对谏诤的重视
了。吴兢在摘录唐太宗嘉言懿行的同时，也摘录了魏徵、王硅、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
温彦博、马周、戴胄、孔颖达、刘洎、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人与君主讨论政事的言行，而其中最
突出的人物是谏臣魏徵，最突出的内容是谏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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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作者简介

　　吴兢（公元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著名史学家。　　他所撰写的《武后
实录》记述了张宗昌诱张说陷害魏元忠的史实，后来张说当了丞相，几次要求修改文字，都被吴兢严
词拒绝，时人称之为当代董狐。　　吴兢一生修史，取得很大成就，修编有《唐史》、《唐书》、《
唐春秋》、《则天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并流传下来的
是《贞观政要》，被后人称为中国第一帝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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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书籍目录

前言卷第一君道第一政体第二卷第二任贤第三求谏第四纳谏第五卷第三君臣鉴戒第六择官第七封建第
八卷第四太子诸王写分第九尊敬师傅第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规谏太子第十二卷第五仁义第十三忠义
第十四孝友第十五公平第十六诚信第十七卷第六俭约第十八谦让第十九仁恻第二十慎所好第二十一慎
言语第二十二杜谗邪第二十三悔过第二十四奢纵第二十五贪鄙第二十六卷第七崇儒学第二十七文史第
二十八礼乐第二十九卷第八务家第三十刑法第三十一赦令第三十二贡赋第三十三辩兴亡第三十四卷第
九征伐第三十五安边第三十六卷第十行幸第三十七畋猎第三十八灾祥第三十九慎终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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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编辑推荐

　　《贞观政要译注》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
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议诤、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国军政思想。宋、元、
明、清各朝对《贞观政要译注》十分重视，历代帝王都从中借鉴，以期长治久安。元代戈直又采录唐
宋二十二家大臣史家，如柳芳、欧阳修、司马光、吕祖谦等议论，虽未收录然可知后人之重视 。现将
全书译注，通俗易懂，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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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精彩短评

1、略有指印，擦擦就好！
2、注释与原文的排版很好，看着看着很方便，喜欢！
3、提起先秦以前 尧舜禹汤 听起来有点传奇色彩 甚至有人将他们比作圣人 既然是人就有缺点 人本身
就有矛盾对立 这样才有个性 无缺点也就是平庸 

对李世民的评价历史上有句话叫做从谏如流 看看这般书 的确如此 他的冷静与睿智 可能是前朝经二世
而亡国 

这个版本是最好的贞观政要了 对比 注释 翻译都很到位 如果觉得白话很勉强 也不必睚眦必报

对于魏征的狂夫之语 也可以温文尔雅的接受  其性格真的比尧舜禹汤更有参考性

如果是圣人 那前提也是人 不过他看起来更真实  

4、3年前买的，翻了一些。。。
5、书很好，纸张和印刷都不错，正在阅读中！
6、买了这么久才来评论实在因为是书太多才轮到此书除了拿到书皮破点儿内容还是不错的看着不费
劲我喜欢比较通俗的书这样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思考上如果咬文嚼字都够我头疼了实在是耽误思
考这本书古今并用通俗易懂非常好在买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先在书店里看过了好几版本的&lt;贞观政
要&gt;这本是最好的一个版本我很少写评论主要是懒今天特地写了这么一堆向大家推荐很不错的一本
7、这是我看到的品质最好，价格最公道的版本。建议爱书者收藏！
8、书还没拿到，期待呢！快一点哪。。。
9、贞观政要值得反复阅读。买了两个版本，另一个是海潮出版社的，各有千秋。这个版本就是翻译
的字太小了些。
10、不错
11、这本书一直是我梦寐以求想看的书，是一本好书，今天因机缘得以购买并参研，幸甚之至.......
12、有注释，原文和译文对照的，不过没有译文也大致可以读懂
13、刚刚看了此书几页，感觉内容非常不错。
14、里面的内容很充实，满满的字，没有浪费纸张的资源，比有些书只是字大、行距大的好多了，给
人一种特踏实的感觉。内容不错。有原文，有翻译，还有注释，纸张也很不错！总而言而之，很值！
15、买了之后有俩作用：读了一点；拿来作为练字的内容⋯⋯
16、印刷质量还不错，希望以后好上加好
17、书本身的内容自然没得说。这个版本的译注很详细，原文与译文对照，还有注释。
18、静不下心来看
19、以古为鉴，可以明得失，于今犹然
20、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皇权？？？
21、想我大唐朝，辉煌胜过汉朝，主要是融合方面，贞观之治千古流传，上海古籍版贵但可信，也值
。
22、代买待读
23、居然读完了。。
24、要向古人学习一下
25、真是物美价廉的好书，中华书局不愧老牌出版社。
26、不错~还是挺快的~包装完好
27、还算全
28、非常好的书 我见过的最好的版本
29、瞥了一眼，都还不错。很满意。我不需要它太多翻译，有解释就够。这本书的翻译我还嫌多了。
因为许多时候人读翻译，反而会失去原文的意思。翻译我没仔细看过，不知道错误多不多，希望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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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友对比过。光读原文，此书极佳。
30、还行，内容深，有些理解还不透彻
31、透过这本书，探寻大唐盛世的秘密
32、不如看到的图画感觉好，而且很脏很旧，不知道为什么。
33、不管发自肺腑之语，还是冠冕堂皇之言。太宗和众臣确实缔造了一个奇迹。从谏如流，洞悉世情
，明辨忠奸，审时度势，勇于革新。太宗之功，超越文景、汉武、仁宣，亦非开元、庆历、熙宁可比
。
34、本来就很崇拜李世民，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在学校的图书馆看过这本书。后来心里总也放不下，
结果玩下来了。很值。
35、内容精彩，很有价值
36、管理者必看的一本书，官越大越有必要！
37、虽然远隔千年，仍能使人感受到贞观年间的盛况。
38、《贞观政要》在无数的必读书的排行中总会出现，这种书是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出才会出现，开
国+明智的皇帝+众多智慧勇猛的臣子+太平的社会，皇帝的言行咱学了也没用，但可以让我们分析其
它问题时能有不同的角度，也能提高个人的自身修养。另：书的纸张也不错，看了很舒服。
39、纸张很不错，颜色也很好，内容排版嘛，每页分成两半，一般是原文（黑色字），一半是译文（
红色字），张两半的下面的是原文的注解！总体很不错，书的印刷质量非常好！
40、这本书我买来以后几乎每天睡觉前都会看，感觉不错，内容解释的都通俗易懂，唯一有点遗憾的
就是书的扉页处有脱胶的现象。总体还是好的。
41、图书装帧质量很好，就是如果加上塑封就更好了，免得书送到读者手里的时候书皮已经蹭脏了。
这个版本编校质量还不错，译文也还算精当，不错！
42、封面可以，有点爱不释手
43、还没有来得及看，译文对照，很好
44、找不着读的版本，没什么意义，都是面上的话。3分
45、白话文、译文并行
46、不知皇帝做过的事多少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这当然是历代帝王之楷模。
47、比较喜欢这本书，不过还是看个人
48、很早以前上学时读过没有注解的《贞观政要》，很是费力。而上古的这个本子有注解，文白对照
，相对而言是通俗的本子，有兴趣可以一读。美中不足的就是字有些小，看着费劲。
49、不错，速度很快，质感也不错，但内容我还没时间看，应该不错哟
50、正版的就是不错
51、这本书比较好.有原文,还有翻译,另外有词汇注解,有助于理解消化.从太宗与大臣的对话中,受益匪
浅^
52、讲述了大唐盛世形成的原因

李世民的管理学
53、唐太宗善察人、用人，能纳谏。一帮优秀的臣子，纳谏也是对事不对人。这与明朝时候，动不动
就道德绑架，之乎者也的上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4、很不错的树丫
55、不错的，，，，，，，，，，，很好
56、那个时代真有这么好么？二凤自己也说：“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
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因此初唐的历史有美化是无疑的，但透过纸卷，也可以感到那个并
不富裕的年代有着真的蓬勃，新生的精神，宽宏的气度，气节。让人感念。
57、管理国家，治理企业，皆可通用
58、非常精美的书，感觉物超所值！值得购买。
59、兴旺发达的基础是汇集众人智慧。
60、我买的83折，31块6，好烦哟，最烦这样的事情了。居然有让我买贵的。
61、书很好，只是对话有点枯燥。不过内容还是很好的，对于做领导人行为做事很有帮助。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李世民的平凡的一面，他也会生气，也会犯错误。不过他胸怀够大，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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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高，高到足够自信能驾驭那些能臣，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62、领导人知道拥有
63、比较有参考价值!
64、通读全本，受益非浅。。。。值得一读再读~~~~~~~~~~~
65、此书文白对照,翻译得很好,方便了学习古文的朋友.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也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好
书.该书揭示了历代兴替的规律,发人深省.
66、大唐盛世，莫非是靠一本书？
67、水能载舟,亦能煮粥.所言甚是
68、这个版本还行。。。还整个翻译。。。这书不用翻译也看的懂的。
69、版式很好，有注解又有白话译文，很详细，喜欢。
70、书的质量还行，内容应该不错，还没细看。
71、.
72、中华之宝
73、编辑得很好，质感很不错，翻译也比较贴切，是非常好的贞观政要版本
74、治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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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译注》

精彩书评

1、这两天看了几遍电视版《贞观之治》，以往看的《贞观政要》都有了情景依据了。看得很生活，
很立体！做小事，可靠小聪明；大事必得大智慧。什么是大智慧，我以为是阳谋！立根正，思虑长，
用事缓，纳贤真，言路广！
2、《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
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
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
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
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
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
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
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纳谏这条渠道避
免大的错误发生。虽然，作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在位期间也曾对纳谏有过不同的表现，但他留下许
多可资借鉴的言行。他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是他在谏臣魏徵死后所总结的，足见他对谏诤的重视了。
吴兢在摘录唐太宗嘉言懿行的同时，也摘录了魏徵、王硅、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
博、马周、戴胄、孔颖达、刘洎、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人与君主讨论政事的言行，而其中最突出
的人物是谏臣魏徵，最突出的内容是谏劝。 　　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
，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议诤、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
德和治国军政思想。宋、元、明、清各朝对《贞观政要》十分重视，历代帝王都从中借鉴，以期长治
久安。元代戈直又采录唐宋二十二家大臣史家，如柳芳、欧阳修、司马光、吕祖谦等议论，虽未收录
然可知后人之重视 。现将全书译注，通俗易懂，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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